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那些散落的“红色印记”
┮“红色印记”离我们并不遥远，或许就在眼前你却没有发现

┮作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大市，尚未形成旅游规模，亟需进一步开发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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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晋冀鲁豫野战军
强渡黄河遗址
地址：鄄城县西北部沿黄105公里地段

上
历史：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3、6纵队约13万人，从
张秋镇(寿张东)到临濮集(鄄城西南)150公里
的地段上突破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
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的
序幕。

敌人利用黄河天险构筑防线。大堤上，
每50米一个暗堡，夺取鲁西南作战的胜利并
非轻而易举。

渡河战斗中，鄄城1400余名水手，400余
只渡船参加了战斗。在过河前一天，刘传朋
即带军区独2旅从龙堌集赶到鄄北，消灭了
张殿庄据点的敌人，准时赶到旧城北关接应
过河部队。

民工8000余人为大军过河挖船坞、拉
船、铺路、供应茶水和食物。鄄城守敌在刘邓
大军过河时仓皇南逃，鄄城就这样被收复。

现状：基本上还是民居和田地。

《冀鲁豫日报》印刷厂旧址

地址：东明县大屯镇杨庄村
历史：1940年至1945年，该村曾是《冀鲁

豫日报》五分区日报社的印刷厂所在地。
1940年秋我主力部队撤至黄河以北后，《冀
鲁豫日报》五分区印刷厂转移到杨庄。

该村地下党组织把印刷厂安置在村东
头彭振和的院内，东屋是办公室，其前院挖
一地窖，有3间屋大小，排版、校对、印刷都在
地窖内，巧饰伪装。

当时地窖加了棚盖，棚盖上边是两米多
厚的土层，并在四周设有十分隐蔽的通气
孔，中间留有一个小天窗，供报社工作人员
出入。最后，又在地下室上面建了一栋新房，
以做掩护。这样，即使本村亲自参加建设的
人也难发现这个报社。

大量报导黄河南岸抗日斗争的消息和
五分区的文件就是由这里通过地下交通站
送往各县区，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
的任务，对发动群众、鼓舞斗志、坚持抗日起
到很大的作用。

现状：由于年代久远及生产、生活等因
素，《冀鲁豫日报》印刷厂原址已不复存在。
现仅存空地一块，北临村路，四周皆为民居。

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

地址：曹县韩集镇刘岗行政村
历史：1937年11月，日军侵占曹县城，中

共曹县县委从县城迁至刘岗；1939年7月，中
共鲁西南地委在刘岗成立。此后建立的曹县
抗日县政府、鲁西南专署、鲁西南军分区均
在此办公。刘岗、曹楼、伊庄，3个村庄相距不
过两三里，恰成“品”字形排列。

抗日战争时期，鲁西南地委、曹县县委
在这里领导百万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
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日伪十
分忌恨这里，在作战地图上用红笔将3个村
庄圈在一起，写上一个大大的“赤”字。从此，
3个村庄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红三村”。

在以后的斗争岁月里，“红三村”这个名
字越叫越响亮，逐步成为曹县乃至整个鲁西
南革命根据地的象征。

现状：建国后，国家为保护这一重要革
命遗址，曾对鲁西南地委最主要的办公场
所——— 刘家祠堂进行修缮。现在，刘家祠堂
前盖起楼房，几乎被完全遮挡，房屋因缺乏
修缮，已出现损毁。日军残杀抗日军民的“水
牢”遗址，也在村庄改造中填平。

1977年，山东省政府将“红三村抗日联
防遗址”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潘刘庄地道遗址

地址：定陶县冉堌镇东南潘刘庄、杨庄
所在地

历史：定陶县适应独立坚持游击战争的
新形势，全县各区直至各村广泛地开展了挖
地道的活动。1948年，这里敌人力量相对薄
弱，群众基础较好。地道挖得较好，形成了2

公里的干线地下走廊，上宽1 . 2米，高1 . 5米，
上顶呈拱形，地道上面土层厚0 . 5米，并在干
线两旁挖有许多支线、隐蔽洞。

为防止敌人放火灌水，有的地道有弯有

曲，位置有高有低。有的射击孔或瞭望孔在
地面上造个假坟头，从坟头内掏一小孔，或
在偏僻的墙壁上挖一小孔，监视和打击敌
人。

1948年春，敌人进行多次扫荡，是定陶
县在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县区干部和
民兵组成各种形式的武工队，利用地道保存
了自己，打击了敌人。

现状：后来，地道几经变迁，只存有部分
出入口。目前，未有任何保护、利用措施。

刘邓大军驻军旧址

地址：成武县九女集镇步楼村
历史：1947年7月，刘邓大军在九女集镇

步楼行政村步氏家祠驻军休息，补充给养。
解放军在墙上挖炮眼，准备与附近的国民党
军打仗。后来考虑到打起仗来对老百姓损害
比较严重，便取消这个计划。

步氏家祠原来有正房和东屋、西屋各3

间，前门底3间，门底里面有两个门和两块石
碑，门前是空地，院里全部是巴砖铺地。门底
于1958年扒掉，左右配房在1966年扒掉，五脊
六兽全部毁掉。

现状：现祠堂前面的屋子是由步胜文在
20世纪60年代所建，祠堂后面是李方田家，
西面靠村街。祠堂的门窗、前门帘和房顶在
20世纪90年代因火灾被烧毁。2009年秋季，步
氏家祠重新进行了修缮。

大杨湖战役遗址

地址：牡丹区大黄集镇大杨湖村一带。
一是位于大杨湖村东的三块纪念碑；二是位
于安陵村马氏纪念堂的大杨湖战役前线指
挥部；三是位于王浩屯镇王楼村一带的大杨
湖战役烈士公墓。

历史：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出动14个
整编师共38万人的强大兵力，向晋冀鲁豫解
放区发动进攻。当时刘邓大军刚刚打完陇海
战役，人困马乏，粮弹两缺。刘伯承、邓小平
决定集中现有兵力，首先歼灭孤军冒进、占
领革命根据地大杨湖村的敌整编第三师。

时任六纵司令员的王近山主动要求担
任主力，并勇立军令状。王近山慷慨领命，率
部直扑整三师师部所在地——— 大杨湖。当年
大杨湖村是一个仅有200多户人家的小村，
战斗结束后，仅敌人尸体就抬了三天。

现状：作为大杨湖战役前线指挥部的马
氏纪念堂已于1985年翻修，现为马家宗族的
家祭场所；烈士公墓无人修缮。

羊山战役烈士墓

地址：巨野县谢集镇徐庄村西，东侧是
镇村公路，其他三面是农田。

历史：1947年7月15日，刘邓大军第2、3纵
队对羊山集发起攻击，该处守军以羊山作依
托，负隅顽抗。

蒋介石得知整编第32师等部连续被歼
和羊山集整编第66师告急等情况，于19日飞
抵开封坐镇指挥，从西安、洛阳、豫北、山东、
汉口等地抽调7个整编师和2个旅向鲁西南
驰援。20日，又令王敬久率整编第58师和第
199旅，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金乡北上，试
图以解羊山集之围。

刘伯承、邓小平为争取先机之利，以独
立第1、2旅进至万福河阻援，将第199旅和由
羊山集出来接应的1个团全歼。接着，集中第
2、3、6纵队于27日对羊山集发起总攻，战至28

日晚，全歼整编第66师师部及2个旅。
现状：1992年，巨野县人民政府对烈士

墓进行了修缮，修建起羊山战役烈士墓碑
亭。该遗址未定保护、利用级别。

从7月1日以来，本报推出菏泽“红
色旅游”有多红系列报道，先后对冀鲁
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湖西革命烈士陵
园、鲁西南战役指挥部旧址进行探访。

“我们家附近大堤上曾经打过仗，
从小上学时我经常从那里经过，还有
块战争纪念石碑。”郓城一名热心读者
看到本报系列报道后感慨地说，他希
望更多的人知道历史，铭记历史。

记者从中共菏泽市委党史委获
悉，部分有着重要历史意义、还未形成
旅游规模的革命遗址还有许多。知道
吗？历史的荣光离我们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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