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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博览会开幕，参会国家和参展商品青岛史上最多

30国嘉宾相聚，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金刚 见习记者 王悦
通讯员 孙久生 张兆坤

3000多把大刀送上前线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
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
一天来到了……”《大刀进行曲》
的诞生，与第二十九军大刀队息
息相关。

1933年3月，日军进犯华北
一线，担负阵地防御任务的国民
革命军第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军
长宋哲元鉴于当时有兵无枪、有
枪缺弹的情况，建立了大刀队，
操练了一套实战性很强的“无极
刀法”。

3月11日夜，二十九军组织
500人的大刀队，分左右两翼突
袭日军。身背大刀的勇士们攀垣
越墙，分头摸进各村敌营。大刀
队在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时，战
士们高喊着：“大刀大刀！雪舞风
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二十
九军大刀队的英雄事迹传遍全
国，《大刀进行曲》应时而生。

可歌可泣的英雄乐章在当
时的宁津地区广为传播，宁津百
姓勤奋练武，聘请专业武术指导
传授破敌刀法。宁津柴胡店镇党
委委员、宣传委员王龙介绍，宁
津有“小铁炉之乡”称号，打铁本
是百姓养家糊口的手段，抗日战
争时期，崔杨村民三次踊跃参
军，共打造了3000多把各种型号
的大刀，送往前线，柴胡店镇的
铁匠铺俨然成了一个个小小的
兵工厂。

“宁津的抗日就是中国共产
党抗日的缩影，没有正面战场，
没有大规模的战役，最大的战役
不过几百人。宁津的共产党员通
过开展游击战，宣传教育群众，
分化伪军，破坏敌人‘以战养战’
的阴谋，同其他地区抗日军民一
道牵制了大批日军。”宁津县文
联主席刘文浩说。

如今，宁津县柴胡店镇崔杨
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陈列着形式

多样的大刀，锈迹斑斑的刀锋
是历史的见证，诉说着昔日的
荣光。

宁津籍作家郭澄清创作的
小说《大刀记》是中国唯一一部
描写鲁北平原抗日战争的长篇
小说，歌颂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
争中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辉
映千秋的历史功勋。

翻身农民组建武装力量

“大刀精神”在宁津这片热
土上不断发扬。

时光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省宁津县走出了一支传奇

而神秘的部队，他们传承了359
旅的军魂和山东好汉的血脉，在
解放大西北，保卫边疆的斗争中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一支
整建由渤海地区翻身农民组成
的劲旅，是我军军史上唯一一支
从祖国版图的最东头打到最西
头的铁军——— 山东渤海军区教
导旅。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
支军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1946年，359旅经过了历时
两年被后人称之为“第二次长征”
的“南征北返”行动，返回到陕甘
宁边区时，兵力已不足两千人。此
时，解放战争全面爆发，部队急需

补充兵力。同年11月中旬，经请
示中央同意，王震从第359旅旅
直和719团2营以及晋绥军区分
别抽调283人和38人，共计321名
排以上干部组成干部大队，前往
山东省渤海解放区征兵。

在山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和
山东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招兵任
务，正式成立了山东渤海军区教
导旅，全旅总兵力8337人，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是宁津县人，另有
少量兵源来自滨州的惠民县和
济南的商河县（当时隶属德州）。

1947年2月中旬，山东渤海
军区招兵指挥部将参军青年农
民正式移交第359旅干部大队。2
月25日，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在
阳信县老官王庄（亦叫老鸹王
家）宣告成立，下辖第1、2、3团。

“这就是一支由翻身农民组
建的武装力量。”刘文浩介绍，当
时，鲁北大地形成了母送子、妻
送郎、参军保家乡的热潮。

前仆后继倒在西征途中

1947年10月下旬，华东军区
将惠民独立团1191名官兵、鲁中
和华东解放军官总队的孟良崮
战役解放战士593人拨归渤海军
区教导旅，至此，全旅兵员总额
达到8337人。25日，渤海军区教
导旅圆满完成训练任务，奉命从
庆云出发踏上了西进征途。

1948年2月，渤海军区教导
旅正式更换番号，被命名为西
北野战军第2纵队独立第6旅

（简称独6旅）的这支年轻的部
队，在彭德怀和王震的率领下
挥师陇东、横渡黄河、挺进河
湟，先后参加了运安、宜瓦、黄
龙、西府等十大战役，相继解放
了安邑、白水、韩城、合阳等16
座城市，歼敌2 . 78万人，缴获了
大量军用物资，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模范战例，涌现出了一大批特
等战斗英雄。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
兮不复还。1948年11月，三大战
役之一的淮海战役拉开序幕，而

在西北战场上我西北野战军也
发起了冬季战役，配合淮海战场
上的军事行动。

同年11月23日，我军佯攻铜
耀，威胁西安，胡宗南急调76军
增援，遇我军伏兵。此战近万名
山东子弟兵出征，有三分之二永
远倒在了西进的途中，而能够查
实姓名的烈士仅951名，更多的
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1949年2月，独六旅整编为
第二军第六师。

屯垦戍边的特殊部队

当年渤海军区教导旅踏上
西征路时，战士们大多怀揣着这
样一个信念———“打败老蒋就回
家”。然而“老蒋”已经被打败了，
他们却接到了继续向西，进军新
疆的命令。

在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滩
上，包括六师在内的驻疆部队一
手拿镐，一手拿枪，垦荒种地、开
渠引水、兴业安家。

1954年10月，经中央军委批
准，新疆军区生产部队成立“新
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改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二师在茫茫戈壁滩上，兴
建了一座崭新的城市——— 铁门
关市，市中心的一处公园被命
名为渤海湾，一条主要街道被
命名为宁津街，人们用这种方
式把这群山东子弟兵永远铭刻
在了记忆中。

源自渤海之滨，成军于解放
战场，却扎根于天山脚下。这样
一支部队，由于历史的原因，在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和宁津县中
几乎没有记载。

“2008年，我们在远赴新疆
的采访中，无意间触碰到这段鲜
为人知的历史。”刘文浩介绍说，
新疆采访团返程后建立了山东
渤海军区教导旅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制作了《日出渤海照天山》
系列专题片，成立了渤海军区教
导旅精神宣讲团，纪念这一支特
殊的部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震
通讯员 李颖慧 李琳璐

4月26日上午9时，2021上海
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暨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
论坛在青岛胶州开幕，包括30个
国家76名使节在内的众多海内外
嘉宾相聚，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2021上合博览会，共有上合
组织秘书处和中国—东盟中心等
国际组织，30个国家的76位驻华
使节参会（包括8位大使、4位公
使），线下参展企业442家，线上参
展企业1400余家，是青岛史上参
会国家最多、驻华使节参会人数
最多、参展商品最多的专业性博
览会。

开幕式上，上海合作组织中
国实业家委员会联络办公室、商
务部前商务外交官联席会议机制
联络办公室揭牌；来自17个国家
的4个友好城市及19个友好园区

代表，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与青岛市和上合示范区签
署友好合作备忘录，并签订了总
投资668亿元的20个项目，涵盖商
贸物流、新能源、高端制造、文化
旅游、生物医疗等多个领域。

青岛市委常委、胶州市委书
记、上合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刘建军介绍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有关
情况。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柯依
舍巴耶夫、中国—东盟中心秘书
长陈德海、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大
使莫因·哈克、商务部欧亚司二级
巡视员杨修敏、复星国际董事长
郭广昌等5位重要嘉宾，围绕“国

际新形势下加强多双边地方经贸
合作，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这
一主题发表演讲。

上合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向
志强宣读了关于加强地方经贸合
作的“青岛倡议”。倡议表示，上合
组织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国家密
切沟通、深入合作，反恐安全、经
济发展、人文交融取得长足发展。
倡议呼吁，上合组织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应高
举“上海精神”旗帜，深化地方经
贸合作，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促
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为推动上海
合作组织地方合作发展贡献力
量。倡议强调，2021年是上合组织
成立20周年，也将开启双多边合
作发展的新纪元，将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精诚合作、携手共
进，推动地区经济实现更大发展。

据了解，为期3天的博览会主
要包括开幕式、青岛论坛、上海合
作组织国家驻华使节推介暨企业

投资贸易洽谈会等板块。4月27
日—28日，博览会展馆将免费开
放，市民可通过上合博览会官网、
官方公众号预约参观或者在参展
当天通过官网直播平台线上观
展。

开幕式上，海关总署新闻发
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发
布了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
指数。数据显示，随着我国与上合
组织成员国间贸易往来日渐密
切，我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进
出口总值由2001年的171 . 4亿美
元增长至2020年的2448 . 5亿美
元，年均增长率达15%。

统计显示，我国与上合组织
成员国贸易往来基本处于顺差状
态，各成员国中俄罗斯和印度占我
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值的
比重近8成；随着双边贸易质量的
不断提升，我国与各成员国贸易商
品结构逐渐优化，机电产品和高
新技术产品的比重不断提高。

宁津翻身农民踊跃参军，西征途中前仆后继

传奇铁军从渤海之滨打到天山脚下
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
“大刀的故乡”，3000多把大刀
送上前线，“大刀精神”代代相
传；解放战争时期，6000多名翻
身农民在这里参军，铁血西
征、屯垦戍边，塑造了山东渤
海军区教导旅的传奇……

日前，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宁
津县，踏着革命先烈走过的土
地，重温那段苦难与辉煌并存
的岁月。

▲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教育基地

A290227步兵第六师于1949年
12月由甘肃玉门出发，日夜兼程

进军新疆。

4月26日，与会嘉宾在各国形象馆展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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