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何其艰辛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
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发动了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妄图
侵占全中国。

英雄的冀鲁豫边区人民
向来具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光
荣传统。一二九运动后，各地
民先组织和民先队员，坚持走
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宣传抗
日，动员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在鲁西南地区迅速萌生和发
展起来。

在浴血抗日厅里，记录着
这样一位英雄——— 赵登禹，今
牡丹区牡丹办事处人，在卢沟
桥事变中壮烈牺牲，殉国时年
仅39岁。1933年，赵登禹率领29
军大刀队在长城喜峰口抗击
日军，大刀队威名远扬，敌人
闻风丧胆。1937年7月28日，卢
沟桥抗战爆发，在与日军激烈
交火中，他指挥的29军卫队旅
最后与日军展开了肉搏。当时
赵将军已与日军血战了六小
时，身受重伤，但他仍然英勇
向前，直到双腿被炸断而昏
迷。苏醒后的赵登禹向传令兵
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我
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
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
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当时远在上海的音乐家麦新，
听到赵登禹大刀队的英勇事
迹后，感慨地谱写了著名的抗
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从此，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唱遍了全国。这首雄壮、高昂
的旋律激励着无数革命先烈、
仁人志士在抗日战争的洪流
中前赴后继、奋勇杀敌。

1939年8月，八路军第一
一五师首长和鲁西军政委员
会，在鲁西南梁山的小安山召
开联席会议。会议形成决议：
按中央指示，在冀鲁豫平原地
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
游击战争。人民，永远是推动
历史前进的动力！会议后，一

一五师及地方党组织和地方
武装立即分赴冀南、豫北、鲁
西南等地投入了发动群众创
建根据地的斗争。此后，冀鲁
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
成为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无数
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冀鲁豫区死难同胞有一百三
十二万多人；粮食损失有四百
三十四亿多斤；财产损失共计
(折价)达到四万五千亿之多。
革命战争极其艰苦，今天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

百姓自家门板

卸下来做船

抗日战争胜利来之不易，
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群众意
愿，积极争取和平，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内战，奋
起展开自卫反击。自1946年8
月至1947年6月，野战军在冀
鲁豫区先后组织了陇海战役、
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南战
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豫
皖边战役和豫北反攻八次重
大战役。

冀鲁豫解放区广大人民，
在支前工作中表现出极高的革
命热情。例如陇海战役期间，齐
滨县县长李荣村，在阴雨连绵、
道路泥泞的条件下，带领全县
260副担架，冒着枪林弹雨，日
夜出入火线前沿。作为一个县
长，李荣村天天冒着生命危险，
同民工一起背伤员、抬担架，在
他的带领下，全区出现了县长、
区长带队支前，争当“李荣村
式”干部的热潮。还有60多岁的
村民刘顺乐、刘心田和汪冠卿
老人，他们冒着炮火13次往返
于前沿阵地，去时背弹药，回来
背伤员。带队区干部担心老人
过度疲劳，劝他们休息一下，刘
顺乐老人说：“现在不是休息的
时候呀，前线吃紧，急需弹药，
伤员们更要抢救，我们多休息
一会，伤员们就要多流很多
血。”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展

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浓
亲情。对冀鲁豫区的支前工
作，邓小平同志给予了高度评
价，他说：“冀鲁豫是个好战
场，我军到哪里都有翻身群众
支援，到哪里都有粮食吃。我
军取得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
的支援分不开的。”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
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
军主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
从张秋镇到鄄城县临濮集300
多华里的8个地段上，以突然、
勇猛的动作，一举突破黄河天
险，顺利完成了13万大军的强
渡任务。发起鲁西南战役，千里
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
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华东野战
军西兵团转战鲁西南，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胜利，靠的就是人
民群众的无私支援。

据不完全统计，在渡河
前，驻黄河的干部、战士家属
连夜赶做了13万双“反攻鞋”，
供13万渡河大军每人1双。因
为船只有限，各家各户就把自
己的门板卸下来做筏子，冀鲁
豫边区的不够用，连济南的门
板也下下来了……国民党苦
心经营之久、号称可抵“40万
大军”的黄河防线，一夜之间
即被突破。共产党与国民党在
冀鲁豫大平原上展开的决战，
在“平原逐鹿”展厅得到了详
尽展示，时刻提醒着莫忘人民
群众。

军民鱼水深情

延续至今不丢弃

在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
馆陈列着一面红旗，记录着延
续至今的军民鱼水深情。

马本斋是八路军冀中军
区回民支队的创建人，抗日民
族英雄。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
艰苦的时期，马本斋率领回民
支队转战在河南、山东一带，
因为长期作战身患重病。当年
9月，他带领回民支队渡过黄
河，来到了抗日堡垒村——— 鄄
城县军屯进行休整。那一年是

全国的大灾年，不少人家都揭
不开锅盖了。全村的老百姓依
然你家一把米，我家一把面兑
起来给战士烧饭、烙饼。那年
景，谁家要是有一只能下蛋的
老母鸡，可真是金贵！可就这
样，全村的老百姓还争先恐后
排着队，把自家的老母鸡宰
了，要给马本斋熬鸡汤补身
子。

2015年，马本斋的儿子马
国超带领中国将军后代合唱
团专程来到菏泽，开展“寻亲
之旅”“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之
旅”。他们当中还有聂荣臻元
帅、贺龙元帅、粟裕大将、杨得
志上将等老一代开国元勋的
后代，他们的父辈大多都在菏
泽战斗过。

当大客车到村头时，他们
就被挂在村口的一副标语感
动得热泪盈眶——— 八个大字，
咱们的队伍回来了！整个村子
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闹得
像过年似的。当年亲手给马本
斋烙过羊油饼的孙留葛老大
娘，已经整整100岁了，她听说
马本斋的儿子回来了，又支起
当年的那张铁鏊子，取出她珍
藏了70多年的那根擀面杖，重
新为其烙起了羊油饼。捧着热
腾腾的羊油饼，马国超当时是
一口饼两行泪。

离开菏泽时，中国将军后
代合唱团将大家集体签名的
那面红旗捐给了冀鲁豫边区
革命纪念馆。每年的清明等节
点，纪念馆总是人流如潮。前
来游览的市民，离开纪念馆
时，眼睛常是湿润的，现在的
和平年代更让人倍感珍惜。如
今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被
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
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国
家AAA级旅游景区，在新时
代的伟大征程中，它就像一面
镜子，警醒世人、激励后代，革
命优良传统不能丢，要继承发
扬老一辈的拼搏精神，继续谱
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
章。

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

莫莫忘忘爱爱党党、、爱爱国国、、爱爱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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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建丽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冀鲁豫边区的大批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受尽苦难艰辛，甚至
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当时鲁西南重镇的菏泽城，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1998
年，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建在菏泽赵王河畔，提醒着世人莫忘爱党、爱国、爱家。

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湖西革命烈士陵园、曹县红三村……坐落在菏泽大地上的红色地
标承载了英雄的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也在提醒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中共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等部门联合推出菏泽“红色地标”报道，
致敬那些为我们缔造幸福生活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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