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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3日是首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全国人民迎来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在抗日历史
上，聊城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在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聊城人民前赴后继，
不懈奋斗，出现过不少英雄人物，创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壮举，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为了铭记那段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抗日历史，缅怀英雄先烈的丰功伟绩。今天，本报集中推出“我的
抗战”系列报道，为您讲述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抗战往事，警示后人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李怀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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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平“六·二七”惨案幸存者讲述抗日往事：

日日军军““铁铁壁壁合合围围””
打打死死113344名名村村民民

每隔—段时间，常住深圳的杨先民都要回—次老家——— —— 茌平县振
兴街道办事处十里铺镇前吴村。77年前，他在这里参加抗日，1944年，又亲
历“六·二七”惨案，是现在已知的唯一一位幸存者。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刘云菲

92岁的杨先民讲起抗日战争时的事，仍然记忆犹新。

聊城是著名的革命老
区，所辖八县(市)区都是国家
民政部认定的革命老区县，
聊城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
命历史和传统，聊城地方党
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为中国革
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做
出了重要贡献。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创
立初期，聊城是山东省较早
传播马列主义和建立党组织
的地区之一。抗战初期，鲁西
北党组织与范筑先合作，创
建了以聊城为中心的鲁西北
抗日根据地，是国共合作抗
战的典范。抗战中后期，共产
党在广大农村独立自主地开
展敌后游击战争，聊城成为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
心区，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

设在莘县大张家镇红庙村。
解放战争时期，完成了

协助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运
送陈粟大军和东北野战军渡
河等重大任务。在人力、物
力、财力上大力支援了济南、
淮海等战役。在整个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无数革命先
辈在这块土地上流血牺牲、
前赴后继，创造出可歌可泣
的事迹。1951年8月，中央人民
政府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
团晋冀鲁豫分团慰问革命老
区人民，最早慰问的是聊城，
并赠送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慰
问信、纪念章等。毛泽东同志
对革命老区“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亲笔题词的
锦旗，也最早赠给了聊城。

(记者 凌文秀)

【红色印迹】

聊城是名符其实的“革命老区”
茌平县韩集乡张会所村东

南，座落着“六·二七”纪念园。它
建成于2009年6月，园中央保存的
纪念碑是1944年7月刻写的，上面
刻着“六·二七惨案”中牺牲的134
名革命先烈的姓名。

杨先民是现在已知的唯一一
位幸存者。他1923年10月出生于
茌平县振兴街道办事处前吴村。
记者辗转联系上远在深圳的杨先
民先生，今年，他已是92岁高龄。

不久前，他刚刚做过手术，从北京
医院转到深圳家中养病。提到家
乡聊城，老人微弱的声音一下子
有力起来，他说，他非常想回到老
家韩集，只要身体允许，他每年都
想回到纪念园，看望抗战时期牺
牲的那些老战友。

那年发生的事儿，至今仍深深
刻在他的脑海里。1944年，杨先民
在韩集工作，6月27日早起时，四千
多日伪军对这里“铁壁合围”。“他

们抓到村民，让村民交出八路军，
手无寸铁的村民都吓呆了。”见村
民态度坚决，敌人开始了屠杀。

“我喊了声‘快跑’，村民四下
逃命。敌人在背后开枪，我们拼命
逃。我后面的两个人倒下去，我含
着眼泪，跑到附近的玉米地里，才
捡回了条命。”杨先民说，当天下
午，逃出去的村民回到村子，“地
上到处是血，死的人摞起来有—
人高，那次—共死了134人。”

牺牲的人摞起来有—人高

四岁的二弟惨死在日军手中
杨先民不仅亲历了“六·二

七”惨案，还目睹了日军对家人的
迫害，这让他刻骨铭心。1937年，
他的父亲参加抗日战争，曾任茌
平县第—任县委书记，1938年，杨
先民也成了县儿童救国团团长。

家人投身革命后，日军就抄了他
的家，他年仅4岁的二弟就死在日
军手中。

“那天家里只剩下弟弟和大
爷的家人。大爷被绑走了，日军把
大娘倒拴在房梁上。”杨先民说，

日军抄家时，他4岁的二弟坐在地
上吓得大哭，日军就用枪杆子用
力在二弟身上连撞十几下。三天
后，年幼的二弟就走了，“那是我
第—次经历亲人的死亡，我恨死
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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