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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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司令”廖容标

    193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
书记黎玉同志在延安向毛泽东
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到红军团
长廖容标到山东工作后被当地
群众誉为“菩萨司令”。毛泽东
听了很高兴。此后在接见即将
赴山东工作的干部时，毛泽东
充满欣喜地说，山东八路军出
了个“菩萨司令”，他就是我们
的廖容标同志。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抗日
战争全面展开，“抗大”学员提
前结业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廖
容标参加的总政举办的“白区
干部短训班”的学员也都分别
奔赴敌后。10 月初，廖容标奉
组织派遣，在交通员的陪同下
到达济南，然后以体育教师的
身份到长山中学当教师。

廖容标到达长山中学后，

与先期到达的共产党员姚仲
明、赵明新一起成立直属省委
领导的党小组，在长山中学校
长马耀南的支持下，筹备武装
起义。12 月 24 日，日军飞机轰
炸长山城。国民党政府仓皇南
逃。廖容标等立即把学生带至
城南神坛树林内，召开武装起
义动员大会，决定选择在长山
县九区的黑铁山一带起义。廖
容标等从报名参加游击队的青
年教师、学生中挑选出60余人，
连夜向黑铁山进发。27 日，在
黑铁山西侧的太平庄，按照山
东省委的决定，廖容标庄严宣
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正式成立，廖容标任司令员，姚
仲明任政委，赵明新任政治部
主任。

1938 年元旦刚过，从长山
城传来消息：城里成立汉奸维
持会，替日军抓夫抢粮，把长山
城闹得鸡犬不宁。1 月 7 日晚，
廖容标亲率一支30余人的精干
队伍，迂回行军90里，抵达长山
城北一个村庄隐蔽。8 日，派人
侦察了敌情。当晚，部队进抵
长山城脚，由西北角攀登而入，
直奔驻在文庙的汉奸维持会。
这次袭击战斗，未放一枪，将汉
奸维持会捣毁，全部伪军束手
就擒。第五军建立后首战告
捷，声威大震。

1 月中旬，廖容标、姚仲明

率队来到长山六区时，得知小
清河成了日军重要的交通运输
线，几乎天天都有日军的汽艇
或船队往返运输。押运的日军
还时常上岸为非作歹，小清河
流域的乡亲对日军恨之入骨。
1 月 19 日，廖容标在安家庄附
近的小清河北岸选择了伏击地
点，将由济南东下的日军的一
艘汽艇击沉，全歼包括日军联
队长松井山村在内的日军 12
人。

小清河伏击战是第五军首
次与日军作战。此役大获全
胜，使日军极为震惊。日军调
集兵力沿小清河两岸搜寻，并
抓来当地老百姓，审问：“是什
么人干的？”老百姓哪能说出实
情，便说：“是支‘菩萨军’从天
而降，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搞
不清。”从此以后，廖容标指挥
的“菩萨军”越传越响，越传越
神，廖容标也被传为“菩萨司
令”。

第五军在成立之后的一个
月时间内，首袭长山城，伏击小
清河，再战长白山，三战三捷，
使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深受鼓
舞。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五
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廖容标、姚
仲明率领，跨过胶济铁路，到淄
川、博山一带开展活动，开创抗
日根据地；另一路由马耀南、赵
明新率领坚持胶济路北的斗

争，继续扩大力量，伺机打击敌
人。

廖容标、姚仲明率南路部
队攻克淄川县城，破袭胶济铁
路，不久便声势显赫。有一次，
廖容标率队经过淄川东北的罗
村，发现乡亲们都在忙着烧肉、
炸鱼、蒸馒头，便问：“是不是过
节呀？”乡亲们气愤地说：“过什
么节呀！是土匪翟超向俺们要
给养。前几天给他们送去煎
饼，他们嫌孬，等煎饼发了霉又
退了回来，说是要换鱼、肉、馒
头，不换就来烧房子。”廖容标
一听，非常气愤。他叫司务长
把那些发霉的煎饼买来，洗净
煮沸，开饭时，他带头盛了一大
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战士
们一看也跟着吃起来，但也有
少数战士是皱着眉头吃的。廖
容标便说：“同志们，我们是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现在人
民群众的血汗快要被土匪榨干
了，我们不能再给群众增加负
担了。”

当地乡亲见了，感动得热
泪盈眶，都说：这支队伍跟俺穷
人心连心，真是救苦救难的“菩
萨军”。这一消息很快在当地
传开，从此，“廖菩萨”“菩萨司
令”“菩萨部队”在淄博大地上
也传开了。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杨国夫的平原作战之策
    杨国夫，安徽省霍邱县人，
1905 年出生于一个穷苦农民家
庭，小时候放过牛、干过纺纱厂
童工和雇工。1929 年初，杨国
夫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入
陕北红军大学学习。1938 年 6
月，他奉命到山东清河区组织
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抗日
游击战争，成为了清河区、渤海
区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
一。

杨国夫一踏上清河区大
地，便迅速了解敌情、革命力量
以及战斗地形等方面的情况。
清河区地势平坦开阔，日军机
械化程度高，而八路军行动全
靠两条腿，要改变这种被动状
态，必须把敌人机械化程度较
高的优势变为劣势。他总结推
广群众挖“抗日沟”的经验，并
亲自带着警卫员，带头挖起“抗
日沟”。

随后，杨国夫向全区军民
发出改造平原地形、大挖“抗日
沟”的战斗号令。很快，清河区
广大群众发扬创造精神，开挖

了“抗日交通沟”“抗日封锁沟”
“护庄沟”等多种形式的“抗日
沟”，形成了纵横交错、四通八
达，既便于部队机动，又利于军
民隐蔽转移的抗日沟网，筑成
能攻能守的地下长城，整个清
河平原变成村村相连、庄庄相
通的网状地带。这样，敌人通
过汽车“长途奔袭”的战术再也
不灵了。

1940 年后，根据中共山东
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指
示，清河区八路军实行战略转
移，创建了垦区抗日根据地。
杨国夫提出了“坚持河（小清
河）南，开辟垦区，巩固清河、黄
河之间，坚持军事斗争，粉碎敌
人‘扫荡’‘蚕食’”的方针，一面
抽调主力连队与地方武装混合
组 成“ 小 部 队 ”（即 敌 后 武 工
队），插入小清河南被蚕食地
区，坚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
争，打击小股敌伪，镇压特务，
配合垦区的反“扫荡”、反“蚕
食”；一面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
碉堡政策。当时清河区八路军
一无炮兵、二少攻坚器材，如果

对日伪的碉堡、岗楼和据点实
行强攻，势必会造成很大伤亡。
杨国夫召集大伙讨论，利用部
队中部分战士过去是淄博煤矿
工人、熟悉使用炸药的有利条
件，开办起“爆破训练班”，讲授
使用炸药和爆破碉堡的技术，
试制出了炸药抛掷器，部队由
此涌现出了一批爆破英雄。

1944 年 1 月，清河区与冀
鲁边区合并建立渤海区，杨国
夫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
夏，渤海军区八路军对敌发起
局部反攻，并以攻克利津县城
为主要作战目标。杨国夫决定
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先扫
清敌外围据点，最后全歼敌人
于利津县城。在围攻其外围据
点之一张许后，利津县城敌人
果然来援。杨国夫命令打援部
队让敌援先头部队进入张许据
点。听了司令员的话，有的同
志不解，怕援敌进入张许据点
后增加我军攻击的困难。杨国
夫耐心地解释：“战术如同流
水，总是因地因时而异。‘围城
打援’也是如此。通常情况下

是引敌来援，我军则乘机在野
外伏击。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
却不同：张许据点就这么一点，
守敌200余人已经展不开了，如
再增加兵力就更难展开，且张
许据点距利津城不远，打早了
援敌回窜，不易全歼。我们且
让援敌先头进入张许，再及时
斩腰截尾，敌人就跑不掉了。
歼灭了援敌，就削弱了利津城
内的兵力，进入张许的敌人也
只能成为‘瓮中之鳖’”。战斗
的发展果然如其所料，战士们
在攻克张许等敌外围据点后，
总攻利津城，全歼守敌。

1945 年 8 月，开展对日大
反攻，渤海军区奉命组成第四
路前线指挥部，杨国夫任指挥，
率领渤海军区南、北、中三路大
军，解放了渤海区全境。

1945 年 10 月初，杨国夫根
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渤海军
区七师挺进东北，历任东北民
主联军七师师长、六纵队副司
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副
军长等职。（本文原载于《渤海
红色文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