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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1 月上旬，寿光县委在牛头镇共产党员马

保三家中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县发动武装起义，

组建抗日武装，起义集结地点选定在巨淀湖畔的牛头

镇，起义部队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

队第八支队”(简称八支队)。

★

本栏目与潍坊市档案局合办

1937 年 7 月中旬，中共山东省

委召开会议，决定组织抗日游击队，

发展抗日救国民众团体，实行全面

抗战。潍坊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民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

的号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 7 月下旬，省委特派员鹿

省三到寿光北台头、张家屯等村传

达省委关于恢复建立党组织，积极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指示。8 月，为
团结各阶层群众共同抗日，寿光县
委派张文通组织全县抗日武装的领

导工作。经张文通的积极活动，与国

民党代表杨士增等人在县立中学成
立了“寿光县抗敌后援委员会”，并
以后援会的名义创办了《大众报》，

陆续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

攻卢沟桥通电》、《中国共产党为公

布国共合作的宣言》等文章，及时报

道各地“民先”、“学联”等抗日救亡

组织的活动情况，为发动全民抗战

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7 月中旬，共产党员马保三、侯

荫南、郑子惠等以担任乡长的合法

身份，在湖东乡、凤台乡、古坨乡等

地开办了“抗日民众训练班”。同时，

崔家庄支部以“国术馆”、“同乐会”

为基础举办了 80 多人参加的抗日

青年训练班，收集到一批闲散在民

间的枪支、弹药、大刀、长矛等武器；

9 月，寿光县委乘国民党县政府扩

编预备队之际，以卖兵的方式加入

县警备队作兵运工作，并将卖兵所

得的 700 块现大洋用作筹建抗日武
装经费，为建立抗日武装打下了基

础。

1937 年 10 月，省委在博山成立

了中共鲁东工委，潍坊地区的张文
通当选为组织委员。博山会议后，张

文通在北台头村向县委书记陈少卿

传达了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和鲁东工

委关于迅速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

的决定。

根据鲁东工委的指示，寿光县
委于 11 月上旬，在牛头镇共产党员

马保三家中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

全县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

起义集结地点选定在巨淀湖畔的牛

头镇，起义部队定名为“国民革命军
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简
称八支队)，会议推选马保三为起义

总指挥。同时，会议对起义集结的时

间、军旗、联络暗号等事宜商定了初
步方案。

会后，寿光各地党组织立即开

展了抗日武装的创建活动。在中部，

以崔家庄党支部领导的“国术馆”、

“同乐会”成员和牛头镇抗日民众训

练班学员为骨干，组成八支队特务
中队；王高一带，通过积极发动，各

村爱国群众积极捐献机枪子弹，踊

跃报名参军，很快建立了八支队一

中队。在西部，以共产党员王子固家
的 6 支枪支为基础，以南台头抗日

救亡青年宣传队为骨干，建立八支

队三中队。在北部和弥河一带，众多

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俩人一伙，

三人一帮带枪投奔抗日队伍，很快

建立了八支队五中队。在南部，王文
轩在后王村一带领导建立了八支队

七中队。

各中队相继建立之后，鲁东工

委委员张文通在牛头镇主持召开寿

光县党的领导骨干会议，着重研究

了党对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问题，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成立“八支队军
政委员会”，推选张文通为军政委员

主席，马保三、王云生、李文、王培

汉、王文轩为委员。军政委员会成立

后，立即调集牛头镇“自卫队”和崔

家庄“抗日武装训练班”的部分人

员，成立了一支 30 余人的基干队

伍，作为军政委员会的机动部队。之

后，南台头、北台头、南洋头、北洋

头、张家庄、王高、张家屯、南岔诃

子、东庄、南河等地武装小队(小组)

亦相继建立起来。

1937 年 12 月 29 日，八支队军

政委员会决定，在牛头镇正式举行

武装起义，并向各地抗日武装发出

了在牛头镇集结的命令。

是日中午，牛头镇乡公所门前

升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

击队第八支队的大旗，乡公所大院

内挤满了参
加起义誓师

大会的游击

队 员 和 群

众。在庄严

的起义誓师

大会上，八

支队总指挥

马保三宣读

了《八支队

成立宣言》，

军政委员会

主席张文通

宣读了《告

全 国 同 胞

书》，王云生
等领导发表

了慷慨激昂

的讲话。

随后，

八支队进行
了编队，全

支队共编为
一、三、五、

七中队和特务中队，计 5 个中队，共
700 余人。八支队成立后，立即将

《八支队成立宣言》、《告全国同胞

书》散发各地，并将起义宗旨通告了

国民党寿光县政府，争取国民党县
政府一起抗战。

1938 年 1 月 9 日，日军入侵寿

光，国民党寿光县政府县长宋宪章

准备弃城而逃。此时，省委派往八支

队的红军干部韩明柱和鲁东工委宣
传委员杨涤生正赶到寿光城，被宋

宪章部疑为日军奸细抓捕，经地下
党员李廷奎、李登坦援救，得以脱

身。接着李廷奎、李登坦联络国民党

武装的散兵 16 名，携枪 18 支和骡

马 9 匹，在韩明柱、杨涤生的带领

下，于 10 日来到牛头镇，加入八支

队。当时八支队已发展到 700 多人、

300 多支枪。

1 月中旬，八支队军政委员会

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了抗日战争形
势，并按照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

编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

马保三任八支队指挥、张文通任政

治委员、韩明柱任副指挥。指挥部设
立政治部、参谋处、供给部，各部下
设科。支队下辖一、三、五、七中队和

特务中队、骑兵队，约 700 余人。中

队增设政治指导员，分队增设政治

宣传员。之后，部队在韩明柱的指导

下，初步开展了军政训练，通过制止

“白营”打家劫舍、祭扫瞻仰革命烈

士等活动锻炼了队伍、提高了素质，

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8 年，日军占领寿光，并继

续向东入侵胶东地区。潍(县)博(兴)

公路成为日军输送军队和物资的重

要交通线，日军的汽车天天在公路

上横冲直撞。为打击日军嚣张气焰，

指挥部决定伏击日军汽车。

为打好对日首战，指挥部决定

选拔五六十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组

成突击队，由副指挥韩明柱带领，在

寿光城与三里庄之间的公路上进行
伏击，总指挥马保三率大部队在后

接应。

5 日拂晓，突击队分三段在三

里庄以东公路北侧埋伏，指挥所及
预备队隐蔽于南关阁子上。7 时许，

日军一辆中型吉普车驶入伏击地

段，突击队员一起开火，敌车驾驶员

当场毙命，汽车翻入公路南侧。突击

队员将一名顽强抵抗的日军军官劈

死，另一名日军拔腿向三里庄方向
逃去，突击队员将其击成重伤。受伤

日军逃入村中，被村民发现，大家手

持铁锨、叉子等农具把鬼子团团围
住，一会儿就把鬼子砸死了，战斗胜

利结束。

这一战，时间短，效果显，共击

毙日军官兵 3 名，缴获军用汽车一

辆，长短枪各一枝，战刀两把及部分

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突击队员从

当地借来两头牛拉着汽车向罗桥村

转移，沿途群众倾村而出，纷纷争看

缴获的汽车、长枪等战利品，场面十

分热烈。三里庄伏击战胜利喜讯，很

快传遍了寿光及临近各县，极大地

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忱，掀起
了参军热潮，队伍很快发展到 1500

余人，拥有各种枪械近千支。

1938 年 3 月 13 日，鲁东工委

书记鹿省三从昌潍来到八支队，在

王胡城主持召开工委扩大会议，作

出了八支队进行整编和东援七支队

的决定。

三里庄初战获胜后，兵员大增，

八支队领导面对新形势，及时对部

队进行了简单的整训。2 月 21 日，

部队整训后移驻三合庄。2 月 23 日

下午，邢家茅坨村的群众报告：小韩

家庄住进一股土匪，奸淫掳掠，无恶

不作。这股土匪约有六七十人，武器
装备精良。根据敌情，韩明柱率 500

人直奔小韩家庄。此时，四周村庄的

群众听说八支队帮助群众清除匪

祸，纷纷赶来围观助战，满坡遍野喊

声四起。此战，除“韩营”头目只身逃

跑外，其余 67 人全部就擒，共缴获

长短枪 70 余支及一些子弹。

三合庄收编成功后，八支队军
威远扬，不仅寿光境内的抗日力量

向其靠拢，就连附近各县的抗日武
装也前往集结。

3 月 11 日，八支队进驻王胡城

村(今古城街道)。在这里，指挥部根
据部队规模越来越大，战斗会越来

越频繁的需要，建立了枪械修理所。

1938 年 3 月
13 日，鲁东

工委书记鹿

省三从昌潍
来 到 八 支

队，并在王

胡城主持召

开了工委扩

大会议，作

出了八支队

进行整编和

东援七支队

的决定。

会后，

八支队指挥

部着手进行
整 编 的 准

备。指挥部

在傅家庄向

全体指战员

传达了整编

的决定 : 支

队 设 指 挥

部，这是全

支队的最高统帅机关，马保三任指

挥，张文通任政治委员，韩明柱任副
指挥。指挥部设政治部、参谋处、供

给部。张文通兼任政治部主任，马健
生任参谋处主任，侯连三任供给部

主任。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

民运科。陈少卿任组织科长，孙聿修
任宣传科长，李文任民运科长。参谋

处下设作战科、交通科、交际科。王

云生任作战科长，张子明任交通科

长，李文轩任交际科长。供给部下设

军需科、修理所、卫生所。褚方塘任

军需科长，李步坛任修理所长，崔文
华任卫生所长。支队的建制为 3 个大

队及特务中队、骑兵队、文艺宣传队

等。第一大队队长孟祝三(后叛变),政

委王永周；第三大队队长郑德卿(后

叛变),政委王文介；第五大队队长吴
吉亭(后叛变),政委王文轩；特务中队

队长李文辉，指导员陈纪明；骑兵队

队长刘永山；宣传队队长李梦先。全

支队共计 2000 余人，长短枪 1000 余

支。

整编结束后，八支队准备东援

七支队。

3 月 26 日，鹿省三、马保三、张

文通、韩明柱等率领八支队 2000 多

名指战员，由寿光经潍县到达昌邑，

在瓦城与七支队会师。

会师后，鲁东工委研究决定七、

八支队先协同作战，拔掉柳疃日伪
据点，以壮军威，扩大影响。然后再

到潍河以东继续筹集枪支，发展抗

日力量。鹿省三根据事先掌握的敌

情和柳疃附近的地形作了战斗部

署，要求张鸿礼率七支队主攻西门，

八支队的一部分攻北门策应，另一
部分由韩明柱率领在柳疃以南的沟

崖阻击昌邑方向来的援敌，马保三、

刘光汉在龙池村坐阵掌握全局。4

月 2 日拂晓，柳疃战斗打响。七、八

支队凭着敢打敢冲的精神，发起猛

烈攻击。可是，由于柳疃据点的日伪
军数量和武器装备强大，我军武器

装备较差，缺乏攻坚经验，难以抵挡

敌人的反击，被迫撤出战斗。

为了掌握党对军队的领导权，

鲁东工委决定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

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七、八支队。4

月 4 日，鹿省三等在龙池村主持召

开了七、八支队大队长以上干部会

议，讨论合编和去胶东发展问题。会

议决定：一是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

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七、八支队，由

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鹿

省三兼任政委，张文通任副政委，指

挥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

卫生部，下辖七、八两个支队和直属

特务大队、骑兵队。二是根据胶东特

委的邀请，立即东进平度、掖县、黄

县等地区。5 日，部队从瓦城、龙池、

白塔一带东移。七、八支队东进的新
河，胶东特委和山东抗日救国第三

军及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派代表前
往迎接。在沙河与胶东兄弟部队共

同商定了东上黄县，扩大抗日防区
的问题。七、八支队的东进，有力地

支援了胶东抗日武装的发展，极大

的鼓舞了胶东军民的抗战情绪，许
多胶东青年和昌潍青年纷纷报名参

军。到 7 月底，西返清河时，已发展

到 6000 多人、5000 多支枪。

1938 年底，中央决定将苏鲁豫

皖边区省委改建为山东分局，并派

张经武等率领一批干部来到鲁中，

筹建八路军山东纵队。

9 月下旬，根据省委指示，七、

八支队离开了征战 3 个多月的胶东

战场，挥师清河，与中共清河特委领

导下的清河三支队携手作战，奔袭

焦家桥，夜袭周村镇，胜利地粉碎了

当地日伪军对清河地区的“扫荡”。

同年底，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
边区省委改建为山东分局，并派张

经武等率领一批干部来到鲁中，筹

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分局指示，

七、八支队速过铁路南下，参加创建
沂蒙山区根据地的斗争。12 月中

旬，部队经过紧张的思想动员和整

顿后，告别了清河地区的父老乡亲，

从淄河一带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胶

济铁路，沿淄河南下，编入八路军山

东纵队。从此，这支迎着抗日烽火揭

竿而起，在鲁东、胶东大地转战一年

之久的人民抗日游击队，跨入八路

军正规部队行列，成为活跃在山东

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潍坊市档案局 周钦生 赵华伟

整理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

打响潍坊抗日战争第一枪

攻打柳疃时的指挥部。

马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