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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前，英
勇无畏的渤海区
军民坚定革命理
想信念，不怕牺
牲、艰苦奋斗，团
结一心、浴血奋
战，创造了彪炳
史 册 的 辉 煌 战
绩，谱写了荡气
回 肠 的 英 雄 赞
歌，在这片光荣
的土地上孕育形
成了“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
的“ 老 渤 海 精
神”。

新时代下，
传承和弘扬这一
优良传统，重温
渤海区光辉的革
命斗争历程，缅
怀渤海区党政军
民的丰功伟绩，
对激励全市上下
加快推进品质滨
州建设，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
最美滨州篇章具
有重要意义。本
报特开设《渤海
老区印记》栏目，
进一步深入挖掘
新时代背景下渤
海革命传统的现
实意义和时代价
值，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
脉、汲取信仰力
量，更好助力新
时代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

1938 年 9 月底，萧华率八
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入
冀鲁边区，与当地抗日武装会
合。

萧华初到冀鲁边区，敌后
抗日力量处在日伪、土匪、民
团的威胁中，处境十分艰难。
萧华面对复杂局势，很快集中
起原本分散的各部队和地方
武装，形成一个铁拳。
  　　10 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
沈鸿烈在聊城一带遭到日军

“扫荡”，逃窜到惠民。他不敢
和日军作战，却与国民党河北
省主席鹿钟麟策划组织“冀鲁
联防”，试图把八路军赶出冀
鲁边区。

1938 年秋，为了瓦解“冀
鲁联防”，做好统战工作，尽力
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驻守乐
陵的萧华根据八路军总部指
示，带着侦察科长刘友芝和一
个骑兵排，偕同乐陵县长牟宜
之，赴惠民县城与沈鸿烈谈
判。大家都很担心萧华的安
全。在去惠民的路上，担任萧
华保卫员的王定烈紧张得汗
水直流，手枪里的子弹也早早
顶上了膛，而萧华同志却信马
由缰，非常淡定。

沈鸿烈曾当过张作霖的
舰队司令、青岛市市长，当得
知来谈判的八路军司令只有
22 岁，他流露出不屑：“娃娃司
令也来和我谈判？”沈鸿烈摆
出一副十足的省主席架子，将
萧华等人安置在旅馆，静候他

的“接见”。
王定烈等人对此感到气

愤，纷纷劝萧华回去，可是萧
华却有自己的打算。在等候

“接见”的时间里，他和负责宣
传的人员把《给惠民各界的慰
问信》油印出来，亲自上街头
散发，到医院去慰问伤病员。

“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
饭，牺牲奋斗是抗日的应有精
神！”一时间惠民城里纷纷传
颂八路军的“娃娃司令”如何
年轻有为，如何深明大义。沈
鸿 烈 先 失 一 招 ，吃 了“ 哑 巴
亏”。

随后，沈鸿烈把谈判地点
设在县衙后院。大堂、二堂、
三堂的台阶上下，站满了荷枪
实弹的卫兵。50 岁左右的沈
鸿烈一身笔挺的将校戎装，萧
华虽然身着半旧的粗布军装，
但风华正茂，神采超凡。

萧司令被迎进客厅，筵席
早已摆好，四盘八碗，燕窝鱼
翅，丰盛至极。沈鸿烈端起一
杯酒，慢条斯理地说：“早闻萧
司令大名，今日晤面，实为荣
幸。来，干杯！”

萧华也谦虚地答道：“我
也早闻沈主席大名，今日专程
来访，共商抗日大计，我提议，
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干杯！”

沈鸿烈面部肌肉抽动了
两下，慢慢地举起酒杯：“呵
呵，共商抗日大计，不敢当啊！
山东近年多灾，百姓负担很
重，贵军军饷很难筹措，还请

往河北征粮派款。”
萧 华 接 过 他 的 话 头 ，

说：“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
在庐山号令全国，如果战端
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
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
抗战之责任。事隔一年，沈
主席不见得就如此健忘吧？”

沈鸿烈拿着手巾直擦头
上的虚汗。萧华见状，淡淡
一笑，说道：“在这民族危亡
之际，炎黄子孙应该携起手
来，共同对敌。我党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得
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

沈鸿烈呷了一口酒，骄
横地说：“统一？该不是把各
路人马都统一到你八路军的
麾下？倘若有人借用抗日名
义，扩张地盘，那又居心何在
呢？听说，贵军吃掉了一些
地方部队？”

萧华一脸严肃，郑重地
回答：“对于破坏抗日的汉奸
武装，对于助纣为虐的害群
之马，理应除之！我们收复
之地，都是‘国军’遗弃、日本
侵略者占领的地方，收复这
些失地，是每一个中国人的
神圣职责！”

沈鸿烈听了，更是一个
劲地擦汗。萧华诚恳地劝
道：“沈主席大可放心，我党
诚心奉行国共合作方针，一
切皆从抗日出发。眼下大敌
当前，民族危亡之际，我们彼
此都应去掉成见，精诚团结，

共同抗日。”经过一番唇枪舌剑，
沈鸿烈对萧华刮目相看。

不久，沈鸿烈又致函萧华司
令，说是要来乐陵洽商政事。这
天，沈鸿烈带着鲁行政督察专
员、公署副专员薛儒华及一个营
的卫队，坐着汽车，前呼后拥地
进了乐陵城。萧华偕邓克明、符
竹庭、周贯五等纵队领导，以及
乐陵县长牟宜之，在县府门外迎
接。

酒席间，沈鸿烈又端出主席
的架子，要挺进纵队撤出鲁北。
萧华据理回绝。沈鸿烈事先安
排好的两个马弁，见事不可为，
便立即挟着牟宜之，把他推上汽
车，迅速离开。变故突发，在场
之人又气又急，却又无计可施，
牟宜之毕竟是国民党山东省府
委派的官吏，自己不便干涉。萧
华却神色自若，胸有成竹地目送
汽车离去。

沈鸿烈的汽车刚刚开到城
外南关，便被一大片群众团团围
住：“留下牟县长！”“反对破坏抗
日者！”沈鸿烈吓得半死，又怕激
起众怒，只好命人把牟宜之推下
汽车，慌忙逃窜。

两次会谈揭露了国民党顽
固派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嘴
脸，鼓舞了冀鲁边区军民的反顽
斗争热情，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

“冀鲁联防”的图谋，争取维护了
冀鲁边区的抗日统一战线。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萧华智斗沈鸿烈

     “为人不走正道，出门碰
上‘王豹’。”在蒲台县（1956 年
并入博兴）有一支“豹子队”，

“豹子队”天不怕地不怕，杀出
了名气，打出了威风，而“豹子
队”集市打“狼”的故事在当地
更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

1942 年，蒲台县大部分地
区被日伪占领，中共蒲台县
委、蒲台县抗日民主政府被挤
到广饶、博兴边沿地带活动。
为了坚持抗日斗争，县委决定
由蒲台县公安局政卫队副队
长王秉忠任队长，组建一支短
小精干的武工队，深入敌占
区，打击日伪，扩大政治影响。

武工队刚组建时只有 5 个
人，人虽少，但灵活机动，闹得
敌人坐卧不宁。王秉忠的小
名叫“豹”，当地老百姓知道武
工队是“王豹子”率领的，便亲
切地称武工队为“豹子队”。

1942 年 3 月 15 日，中共蒲
台县委、蒲台县抗日民主政府

和县直属机关，集结在止河头
村准备开会。夜里，突然遭到
敌人包围袭击。县公安局局
长陈祝兴率公安局干部战士，
浴血奋战，掩护县委、县政府
领导和机关突出重围。在突
围战斗中，有 7 名战士献出了
生命。这是清河区抗日根据
地有名的“止河头惨案”。蒲
台县的日伪势力重新抬头，他
们扬言：“蒲台县的共产党头
头被打死了，抗日力量不出几
个月就会被统统消灭……”蒲
台县委指示“豹子队”迅速出
击，用铁拳打掉敌人的气焰，
用战斗的胜利鼓舞民众的抗
日热情。  

董家集是离县城不远的
一个大集市。伪军 11 团的人
也经常到集上活动。“豹子队”
决定在董家集上除掉伪 11 团
的特务队长刘丙千。

刘丙千是个贪财好色、死
心塌地的铁杆汉奸，老百姓恨

透 了 他 ，背 后 都 叫 他“ 吃 人
狼”。“吃人狼”更是董家集的
常客，逢集必赶。

董家集这天，早饭后，王
秉忠等 5 人化装成农民，奔董
家集而来。赶集的人很多，一
些伪军也夹杂在里边，他们歪
戴帽子斜披衣，倒背着大枪，
这里转转，那里凑凑，从这个
摊子抓包香烟，在那个摊子拿
几个鸡蛋，看见年轻的姑娘媳
妇，还嬉皮笑脸地挤一下子，
扛一膀子。老百姓心里在咒
骂，脸上却不敢露出来。

“豹子队”走到一个饭铺
附近，四下一看，今天赶集的
伪军太多了，刘丙千在哪里
呢？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分
头搜寻。刚走了几步，走在前
头的张树坦折回头低声对队
长说：“前面来了几个特务队
的人。”说话间，果然迎面走来
了四个家伙。王秉忠一眼便
认出，最前面穿便衣，挎匣枪，

走路大摇大摆的人就是“吃人
狼”，后面三个背“马拐子”的
是他的保镖。

说时迟，那时快，王秉忠
绕过一个货摊，从挎篮中摸出
匣枪，“嗖”地朝刘丙千扑了过
去，枪口点着刘丙千的脑袋开
了枪。其他队员几乎同时朝 3
个背“马拐子”的保镖开了枪，
立时，集市炸开了，人们四处
乱跑。

王秉忠没管那些，抢上前
去要摘几个汉奸的枪。哪知
枪被压在身下，一时拿不出
来。这时，突然由前面的店铺
里闯出了十几个伪军，拥了上
来，王秉忠只好带着队员们遗
憾地撤出了村子。

事后，群众在街头巷尾议
论纷纷，“豹子队”真是有豹子
胆量，在汉奸窝里就把“吃人
狼”给打死了！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
文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