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6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焦守广

组版：肖婷婷

C04-C08

““父父子子兵兵””为为八八路路军军智智送送情情报报
遗存的证书奖章见证这对父子的红色经历

免费鉴宝引来

众多收藏爱好者
本报聊城6月15日讯(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张秀民 ) 13

日，是我国第十个“文化遗产
日”。13日上午九点半，由聊城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聊城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协办的文
化遗产日宣传活动在运河文化
博物北广场馆举行。

此次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
有遗产日主题文艺演出、遗产日
主题文艺演出、遗产日长卷签名
活动、文博专家免费咨询鉴宝等
活动，除此之外，现场还有工作
人员进行文字资料宣传，遗产日
调查等，了解社会公众对文物工
作的关注度和意见建议。

活动当天还在运河文化博
物馆广场处举办了“文化遗产
日”主题文艺演出，一批具有代
表性的文化遗产项目在当天集
中展示，如古琴、太极、豫剧、琵
琶演奏、古典舞、京剧、汉服、山
东快书等文艺节目，吸引了市民
的围观。

在此次文化遗产宣传展示
活动中，免费鉴宝活动引起了不
少市民的兴趣。有市民将家中珍
藏的两枚“袁大头”银元拿来，让
专家鉴定真伪，“我只能说这两
枚银元的质量不太高，”免费鉴
宝的专家告诉该市民。

13日上午，高温也没能阻挡
市民们“鉴宝”的热情，在免费鉴
宝的摊位处，市民团团围住，好
奇又新鲜地观看专家“鉴宝”，文
物专家在经过仔细的鉴别之后，
告诉送来“宝物”的市民，袁大头
的银元的质量可能不是太高，

“之前国家收上去一部分，现在
市民上可能流传着一部分，但是
质量不是很高，也就是说，现在
市民手里的袁大头银元大都是
后人仿造的。”文物专家说。

有市民提及想自己收藏文
物，但是不知道怎样收藏文物才
合法。工作人员给出了解答：收
藏文物有五种途径分别包括：依
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从文物商
店购买；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
企业购买；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
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国
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同时，

《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买卖
下列文物：国有文物，但国家允
许的除外；非国有馆藏珍贵文
物；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壁
画、雕塑、建设构件等，但法律有
规定的除外；来源不符合文物保
护法有关条款的文物。

全市9家博物馆

免费对外开放
本报聊城6月15日讯(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杨燕 田丽
芳 ) 据聊城市文物局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聊城市共有12家博物
馆，其中包括聊城市博物馆、中国
运河文化博物馆等公立博物馆等
10家国有博物馆，还有2家民营博
物馆，新增的一处为东阿魁丰博
物馆。12家博物馆中，其中9家博
物馆免费开放。

据了解，这12家博物馆分别
为：聊城市博物馆、中国运河文化
博物馆、傅斯年陈列馆、临清市博
物馆、高唐县博物馆、莘县博物
馆、季羡林先生资料馆、孔繁森同
志纪念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张
彦青艺术馆、东阿魁丰博物馆。其
中，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中国运河
文化博物馆、傅斯年陈列馆、季羡
林先生资料馆、张自忠将军纪念
馆、张彦青艺术馆、莘县博物馆、
高唐县博物馆、临清市博物馆9家
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

梁水镇胡楼村胡云峰家里，摆满了他父亲生前遗留的证书、奖章、奖状、老照片等，
时间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时期。这些遗物见证了胡玉明及其父亲胡德润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保家卫国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抗日：

父子当情报员

全家送情报

今年60岁的胡云峰告诉
记者，父亲胡玉明参加革命时
才14岁，是地下情报工作者。
1941年，胡玉明参加了南下干
部教导团学习，期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后来，他按照党组
织的指示，打入了驻堂邑县城
十字街西南角许家大楼的皇
协军大队部。

而在胡玉明参加革命之
前，他的父亲胡德润早已经是
八路军的情报员了。胡云峰介
绍，爷爷胡德润擅长武技，喜
欢结交朋友，在抗日战争前
期，他认识了冀鲁豫军区第七
军分区鲁西八县(冠县、馆陶、
临清、高唐、茌平、博平、聊城、
堂邑)情报支站站长刘永山，
后来就被发展为地下工作者
了，不久被任命为堂邑县情报
站站长。

胡德润打入了敌人内部，
在堂邑县城内的国民党特务
保安系工作。他引领长子胡玉
明走上了红色革命的道路，他
们相互配合，机智地为八路军
部队提供了许多准确情报。

有一段时间，敌人发现军
情经常被泄露，于是对内部人
员加强了监督，胡德润、胡玉
明向外传送情报有了困难，他
们就把情报偷偷放到街头的
某个地方，由胡德润之妻胡周
氏带着二儿子、三儿子以卖瓜
果为掩护取走情报，然后送到
堂邑城北的宋小屯，交给情报
员马玉德，再由马玉德转交给
八路军部队的张文惠等人。

胡云峰听爷爷胡德润说
过，张文惠原在堂邑独立营，
后转入八路军马颊河支队，再
被调入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
区司令部。张文惠担任侦查参
谋，情报站获得的情报最终都
送到他那里。

一次，八路军要拿下马颊
河流域的几个据点，要胡德
润、胡玉明摸清那里的敌人数
量和武器多少，他们父子分头
行动，通过内线人员配合，很
快完成了任务。可是将情报送
出以后，发现敌人正在增添兵
力，胡玉明连忙找到附近一位
朋友，装作有要紧事，叫他抓
紧去喊二弟去。二弟很快来
到，将补充的情报连夜送到了
宋小屯村。

胡云峰听父亲胡玉明讲
过，八路军打范寨、打道口铺
等地方，都利用了胡玉明送出
的关键情报。1945年解放堂邑
县城的战斗，胡德润、胡玉明
也都提供了准确而及时的情
报。战斗胜利后，他们父子都
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彰。

胡玉明遗留下三枚奖章。

胡云峰拿着父亲胡玉明的照片和功劳状，回顾父祖两代的红色经历。

立功：

编入部队随军转战 历经大小战斗16次
由于抗日胜利后，鲁西农

村基本上已经解放，城市除聊
城被王金祥的国民党顽军把
持外，基本也陆续解放了。胡
德润原先递送情报的部队经
过改编，要随大部队转战外
地，他因为身体原因被安排在
家“待命”。

胡云峰介绍，胡玉明在堂
邑解放后进入部队，编在晋冀
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六旅，这
只部队参加了发生于1945年9
月的上党战役，该战役发生于
重庆谈判期间，是配合谈判的
重要军事动作。当时晋冀鲁豫
根据地的部队在抗战之后编
成4个野战纵队，上党战役中
动用了3个纵队。

胡玉明在攻克潞城的战
斗中，子弹打完后，与敌人展
开肉搏战，由于他个头魁梧，
身大力不亏，竟然连续打倒几
个敌人，缴获了三杆步枪。

1947年，他在六旅十七团
一营一连一排代理排长；年底
时担任了一个月的新兵连连
长。1948年，所在部队改编为中
原野战军(二野)第二纵队(陈再

道任司令员)六旅。
胡云峰说，六旅是一支能

打硬仗、有血性的部队，战士
们只要上了战场，立马血脉贲
张，杀敌的狠劲一下就迸发出
来。胡玉明生前写的简历显
示，他随六旅转战华北、驰骋
中原，历经大小战斗16次，如羊
山集战斗、郑庄寨战斗等。

在加入部队后的三年间，
他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在
担任三轮摩托车教练员期间，
因为对车辆保管、护理得好而
受到物质奖励。

家存的一张《功劳状》，是
1947年11月17日武训县县长梁
向明签发的。上写“胡广福(胡
玉明原名，根据战争形势需要
重新用了一段时间)，武训县五
区胡楼村，于三十六年(1947)十
一月为迅速争取全国反攻胜
利勇敢杀敌，立大功一次，特
发功劳状，以资鼓励”。

1948年到1949年，他担任
军区便衣侦查员；后转调为东
北战车独立一团侦查员；1951
年4月到1953年12月参加志愿
军，担任侦察连长、分队长，当

时，志愿军抵达朝鲜后，连续
进行了五次战役，逐渐把敌人
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
附近。其间，在1952年秋季的反
击战中，胡玉明作战勇敢，立
下战功。

一次，胡玉明所在连接受
了爆破坑道的任务。这个坑道
里有敌军的指挥人员，里面的
火力完全封锁住我军前进的
道路，只有炸毁坑道才能取得
战斗胜利。

胡玉明派出一个班将步
炮推到前方土岗上，因为地面
不平，步炮放不稳，开炮对不
准目标。这时美军正在转移，
为了迅速消灭敌人，胡玉明毅
然跑过去，用肩膀顶住步炮的
支架，大喊着让战士快快拉火
开炮，一下子就歼灭了十几个
敌人。胡玉明受了伤，在后方
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又重返前
线。

胡玉明遗留下三枚奖章，
一枚是“华北解放纪念”；一枚
是“抗美援朝纪念”；另一枚写
着“和平万岁”，反面有“中国
人民赴朝慰问团赠”字样。

暮年：

老父玉碎证清白 老兵自律全晚节

家存一张抗战胜利后武
训县政府给胡德润的慰问信，
其中写道：“胡德润抗属先生，
胡玉明同志在抗日战争和今
天的爱国自卫战争中，艰苦奋
斗英勇杀敌，保卫了解放区的
民生生活，……为人民建树了
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贵家属
的无尚光荣。”

在家“待命”的胡德润，
解放后一直在家务农，再没
有出来工作。家中另存一张
1955年堂邑县政府发的“奖
状”，上写：“胡德润先生，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参加
生产，并起到了带头和骨干
作用，经评为军属模范”。

文革中，有人反映胡德
润曾在国民党特务保安系工
作，说他是“暗藏的国民党特
务”，由于那时是地下工作，
都是单线联系，况且当年的

部 队 领 导 也 都 在 被 批 斗 之
列，没有人能出面证明他的
情报员身份，在几经批斗、遭
遇身体摧残后，为证清白，他
以死抗争，于 1971年含冤自
尽，年方58岁。直到改革开放
后的 1979年，他的革命历史
才被政府承认，八刘公社为
他召开了平反大会。

1953年，胡玉明从朝鲜
回国。因为他在抗美援朝中
立过功，回来时受到毛主席、
朱 总 司 令 等 中 央 领 导 的 接
见 。之 后 ，他 随 部 队 驻 哈 尔
滨，担任东北战车独立一团
侦查分队长。1954年转业回
到家乡聊城工作。

据胡云峰回忆，胡玉明
到地方工作后，先后担任堂
邑铁厂厂长和北杨集、堂邑
的民政助理等职。胡玉明在
堂邑工作时，负责挖河施工。

一次出工的七弟感冒了，施
工队长准了一天假。当请假
条送到胡玉明那里签字时，
他却给改为半天假。

胡玉明担任聊城罐头厂
厂长时，胡云峰听说外县有
位精于食品制作的老师傅，
就主动前去请教。归来后，他
想让父亲签字报销车费和资
料费。不料想，父亲很严厉地
批评他说，这不是单位派遣
的，不能报销。

胡云峰说，父亲胡玉明
担任厂长期间，城市经济体
制改革刚刚开始，父亲主持
完善了岗位责任制，使企业在
较短时间内发生了较大变化，
产品远销南北各大城市，“父
亲78岁去世，如今已经十年了，
他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好遗产
就是他的坚强性格、无私品质
以及默默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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