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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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 年，德县（今属陵县）
七区队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
敌人两部电话机。战士们常
常夜间带着电话机爬上敌人
的电线杆，接上自己的电话
线，偷听敌人的通话，侦察敌
情。后来，德县七区区长兼区
队长的张龙突然想到一个好
办法，那就是能不能用电话机
来指挥敌人，听我调遣呢？这
个想法一提出来，大家都赞成
试一试。经研究，目标选中了
德县八区的陈宝亮据点。

陈宝亮据点是 1942 年冬
安设的，位于八区的中部，起
初驻有日军 30 多人，伪军 1 个
中队。后来日军撤走，就只剩
下了伪军。

1944 年 春 ，七 区 队 驻 鲍
庄。一天下午，侦察员宋建丰
跑来汇报： “我在北边公路上
看见张振海了，骑着车子由西
来，往东去。可能是从德州回
陈宝亮。”张振海是陈宝亮据
点的伪军司务长。张龙想了
想说：“咱们不是早就想打陈
宝亮吗，你们看看这样行不
行？” 于是，张龙就把用电话
机诱骗敌人的想法一说。宋

建丰听完乐得一蹦高说： “好
办法，我看准行！”区队副王福
田、指导员李文彬说：“光我们
区队完成这个任务还有困难，
还得请求县大队来支援。”于
是，就一面派人向县大队报
告，一面令人准备电话机、干
电池，迎接晚上的战斗。

晚饭后，区队出发到了东
乔家。张龙到大队部向大队
副冯三荣、副政委时俊宇汇
报。时副政委说：“这个想法
很好。究竟有没有把握，还得
试试看，今天晚上就行动吧！”
冯大队副说：“我看， 由大队
部统一指挥， 战斗由大队负
责。区队不分配任务，随大队
部活动。在夜间战斗，参加的
单位多了，不便于指挥。张龙
同志负责与敌人通话，调动敌
人。12点以后行动。”

午夜时分，队员们踏着沉
沉的夜色，半个钟头多一点，
就到达目的地——八区南北
辛庄东南方向二里许一条南
北官沟处。部队停下来，就此
设伏。

这次战斗以一连为主，部
署在公路两侧，成布袋形，布

袋口正对陈宝亮据点方向。
又派出 3 名侦察员到据点附近
探听动静，并向边临镇方向派
出警戒，其他战士就地休息。
张龙遂命令战士刘春旭和侦
察员小王，在官沟东岸一棵电
线杆上，切断敌人由德州通往
陈宝亮的线路，接上部队自己
的电话线。张龙深呼口气，静
了静心，左手按着电话机，右
手摇铃，随即拿起送受话器，
向 敌 人 发 问 ：“ 喂 ！ 陈 宝 亮
吗？”陈宝亮伪军值班员接话
了：“我是陈宝亮，你是哪里？”
张龙说：“我是德县城里，叫你
们队长接电话。”对方问：“你
是谁呀？” 张龙模仿着伪县长
佟昌五的护兵陈贯五的腔调
说：“我是陈贯五，快去，有要
紧的事。”不一会儿，铃又响
了，有人问：“你是谁呀？”张龙
镇定地回答说：“我是陈贯五，
你是孙队长吗？”对方说：“我
是孙盛元。”张龙又问：“张振
海今天从德州回队了吗！”孙
盛元说：“我还不大清楚。”张
龙随即向他传达命令：“县长
让我通知你，要你今夜派一个
小队，配合皇军到七区将军寨

去弄粮食，八路在那个村存有
粮 食 ，拂 晓 前 赶 到 ，不 得 有
误！”孙盛元不疑有诈，赶忙答
道：“是！是！” 

电话打过不久，侦察员回
来报告：“敌人准备出动了，听
到据点院内有集合点名的声
音。”冯大队副发布命令：“ 敌
人出动了，准备战斗。”战士们
早已做好战斗的准备。冯大
队副是机枪老手了，他对机枪
手薛长金说：“把机枪给我，你
打手榴弹吧！”

时间不久，满怀抢粮梦想
的伪军，沿着往将军寨的路走
来，一步步地钻进了埋伏圈。
冯大队副喊声：“打！”密集的
子弹如同暴风骤雨直向伪军
们洒去，手榴弹爆炸声犹如山
崩地裂，伪军们胆破魂飞。埋
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们，从两
面冲入敌群。伪军们被打得
晕头转向南北不辨，还没反应
过来，就迷迷糊糊地全部做了
俘虏，无一漏网。

这一仗打得确实漂亮、干
脆、彻底。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
文化故事》）

超越战争的情谊
    1982 年 2 月某日，北京八
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原济南
军区副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渤海军
区司令员杨国夫同志的追悼
会正在这里举行。在长长的
吊唁队伍中，几位身着笔挺的
黑色丧服、架着素洁花圈的日
本老人，引起人们的注意。他
们来到杨国夫同志遗体前肃
立默哀，深深鞠躬……他们是
来自日本的原“日人解放联盟
渤海支部”成员。

1941 年 8 月，清河军区在
寿光县北河战斗中俘获了 3 名
日本兵。其中一个叫松木。
清河军区首长决定用我党的
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教
育这些被俘日本士兵，把他们
争取过来。

刚巧几天前，部队首次缴
获一挺日本九二式重机枪。
大家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军
区政治部敌工科郭建平股长
就想请松木帮助讲解一下。
松木不仅不讲，还用力一脚，
把重机枪踢翻在地。

“揍这小子！”重机枪手们
气坏了，个个握起拳头。

“不准动手！”杨国夫司令
员闻讯后及时赶来。

杨司令员通过郭股长向
松木说：“念你无知初犯，可以
原谅你。但这是极大的错误。
相信你会悔过的，回去好好想
一想吧。”

“大家要有耐心，”松木被
带走后，杨司令员边分析边指
示说：“日本士兵大都骄傲蛮
横，爱面子，要他们把技术教
给我们是不容易的，还需要做
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

“是呀，”特地赶来的清河
区八路军三旅刘其人政委接
着说：“几年来，才抓到这么几
个日本兵，教育好了可以发挥
很大作用。”

年底，清河区的抗战开始
进入最艰苦的岁月。部队生
活极端艰苦，吃不上饭，就用
树皮、草根充饥。但对松木他
们，则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
顾，有时还想法给他们弄点大
米或面粉改善一下伙食。每
月，部队干部战士仅发一元钱
的津贴，却给他们发两三元，
有时还发给他们卷烟。敌工
科的工作人员更是形影不离
地照顾他们，战斗间隙还和他
们聊天，帮助他们觉悟。

劳动人民出身的松木亲
眼看到长山县抗日根据地一

年之内遭到日军八次“扫荡”，
房屋化灰烬，群众遭杀戮，妇
女受奸污，心中引起极大的震
动。松木他们渐渐有了变化，
特别是对会说日语、负责管教
他们的郭股长，更是主动打招
呼、提问题、谈感想。

一天上午，松木听说杨司
令员病了，要求郭股长陪他去
看看杨司令员。发现病中的
杨司令只能吃又黑又绿的黄
须菜团子，而自己一个阶下
囚，吃的还是白白的米饭。他
深深地感动了，一步跑进杨司
令员的住房，向杨司令员深深
地鞠了一躬！

松木对郭股长的信任逐
步加深，几乎到了无话不说的
程度。一天黄昏，他们来到村
外散步。松木问： “我以前一
直很奇怪，你们对我们从不打
骂训斥，而是处处关心照顾。
即使假意做作，也没有这个耐
心呀！”

“我们是在认真执行优待
俘虏的政策。”郭股长抬起头
响亮地说：“这是毛主席制订
的政策！”感觉到松木思想上
的变化，郭股长特别高兴。

1941 年底，松木被派到位
于滨海区的“在华日人反战同

盟山东支部”学习培训。归来
后，他身着整齐的八路军军
装，腰里挎着一把手枪，和原
来判若两人。清河军区的首
长建议松木他们也成立反战
组织。1942 年 9 月 18 日，“在
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清河分
支部”正式成立，松木为支部
长，中野为副支部长，并通过
了支部的宣传纲领和《告日本
士兵书》，表示“誓愿为人类之
公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灭亡
而奋斗，并愿在共产党八路军
友谊协助下，为日本劳苦人民
之自由而努力！”

1944年7月，“日人解放联
盟渤海支部”成立，盟员增加
到 10 多人。盟员们针对日军
思乡厌战的心理，编写了许多

“思乡曲”之类的家乡小调。
他们还分散到各连，教战士们
喊几句日本话，在抗日战争中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人
解放联盟渤海支部”结束了光
荣的历史使命。联盟支部的
那些盟员又和渤海区的部队
一起赴东北参加解放战争，直
到全国解放后才陆续回国。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
文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