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州小西门保卫战

1937年9月，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犯。国民党
运其昌旅一部在城北长庄、北厂一带设防阻击。10月
3日，日军攻城，守军打响山东抗战第一枪，运其昌部
孤立无援，德州失陷，日军从小西门进入德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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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禹城唐庄

1938年8月15日，日
军数百人血洗辛店唐庄，
枪杀75人，3户被杀绝，杀
人后日军又放火烧毁房
屋200多间。

侵占禹城黎济寨

1937年10月14日，日军侵占黎济寨村后，在一个
月时间里，奸污妇女30余人，打伤百姓400余人，烧毁
房屋400余间，抢劫被褥衣物2000余件、20余万斤、牲
畜300余头，毁坏枣树千余棵。

禹城火车站歼灭战

1945年12月31日，渤海军区二分区部队向拒
不投降的禹城火车站日军开炮射击，激战一夜，共
击毙日军120名，击伤161名，俘敌大队长以下官兵
500余，缴获大量物资。

禹城杨圈战斗

1940年10月20日，王克寇率三大队，与王寰清率
领的鲁西三地委直属部队岳舜聊、杜海林两个营，在
禹城杨圈、塘子与驻将军庙日军及驻魏寨子伪军李
连祥部遭遇。岳、杜营正面迎敌，三大队迂回敌后三
面包围，经过激战，双方各伤亡200余人。

禹城常赵庄战斗

1939年4月23日，八路军东进纵队副司令员朱德
崇率二团两个营进驻禹城常庄、赵庄。济南、长清、高
唐日伪军2000多人前来“扫荡”。双方激战1天，八路
军炸毁日军汽车2辆，歼敌100多人。

禹城辛店惨案

1938年5月23日，辛店大集，日军冲进街里，追杀
逃避的人群，将未及逃跑的百姓赶到北围子南的一
座园子里，挨个审查，稍有可疑，就拉出去杀害，共屠
杀无辜百姓124人。

临邑牛角店惨案

1937年11月26日，驻临
邑清凉店的日军包围了牛角
店村，打死、打伤村民80余人
后，绑去27名青年，途中将其
全部杀害。平原张吉野村惨案

1938年春，日军一军用
列车在张吉野村头脱轨，日
军认为是张吉野村村民所
为，将张吉野村洗劫一空，放
火烧毁房屋294间，全村一片
废墟，百姓只得外逃谋生。

陵县凤凰店惨案

1937年10月22日，矶谷廉介师团九松部队400余
人，攻入陵县城东凤凰店，杀死百姓和途经此地的流
亡学生共300余人，烧毁民房1200余间。

平原马颊河惨案

1937年10月26日上午，4个日本兵出来奸污妇
女，遭到群众反抗，第二天，日军兵分三路向梅家口
村、曲陆店、官道孙庄等3村侵扰，共杀村民87人，烧
毁房屋350间，抢掠鸡鸭500余只，牲畜和被破坏的车
辆农具不可胜数。

1937年平津失陷后，日
军沿津浦路南犯，国民党军
且战且退，10月3日，日军攻
陷德州，战火很快引燃了整
个齐鲁大地，德州打响山东
抗战第一枪。日本侵略者占
领德州后，在当地制造了一
起起野蛮残暴的破坏和屠
杀，恶贯满盈，给人民群众
带来沉重灾难。沦陷的八年
里，德州军民奋起抗击，据
不完全统计，对敌斗争近千
次，消灭日伪军15万人。而
当地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惨
痛代价，全部财物损失折合
北海币逾1200亿元，伤亡不
计其数。

武城水坡战斗

1942年12月，驻武城的日军司令山田和武城伪县长
吴寄朴纠集日军500多人、伪军800多人，于28日分四路包
围武城县大队驻地毛店。县大队发现敌情后，副政委戚
烽、特派员刘振亚等带领部队转移，行至水坡村与敌遭
遇，县大队大部突围，戚烽等27人壮烈牺牲。

武城反“扫荡”

1942年4月29日，冈村宁次来德州，率1万余日军
及2万余伪军，对以武城县运河西为中心的广大区域
大“扫荡”，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及部队战士7000余人
大部突围，部分机关干部和干校学员缺乏战斗经验，
在霍庄被围，380多人惨遭杀害，40多人失踪。

德县许庄惨案

1937年10月5日，日军在德县城南制造“许庄惨
案”，72名百姓惨遭杀害。

陵县大宗家战斗

1939年3月，“挺纵”五支队机关及所属五团1700余人
进驻大宗家、前后侯家短期休整，被日军侦知。日军驻德州
旅团长安田大佐调集快速部队2000多人奔袭。4月1日，激
战1天，日军伤亡500余人，安田大佐被击毙。五支队五团政
委曾庆洪、政治处主任朱挺先等400多名指战员牺牲。

临邑王楼血战

1943年1月，日军为控制津浦铁路及其东侧地区，纠集
济南、德州等地日伪军“扫荡”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1月
25日，第二军分区及冀鲁边二地委、二专署转移到王楼时，
日伪军万余人乘汽车前来“合围”。苦战4小时，我方领导机
关突围，徐尚武和50多名勇士歼敌250余人后壮烈牺牲。

禹城赵庄惨案

1939年4月23日拂晓，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营在
赵庄与2000多日伪军遭遇，日伪军500多人伤亡。事
后，日军对赵庄进行残酷屠杀，村民被杀害78口，加
上外村以及被杀的八路军伤员共计140多人。

乐陵县大孙村“千人坑”

1940年12月13日黎明，300多名日伪军驱赶从河
北抓来的数百民夫到大孙村修筑据点，残杀百姓。伪
军驻扎的几年里，大孙村东南角的大坑里，每天都有
新抛进的尸体，成了“千人坑”。

杨靖远 ( 1 9 0 2-
1938 )，八路军冀鲁
边军区津南军分区
司令员。1938年4月5

日，受党组织派遣，
杨靖远到冀鲁边区

领导抗日斗争。他收编地方倾向抗日的
杂牌武装，狠狠打击顽固派。短短几个
月，相继收复了盐山和庆云、无棣、乐陵、
宁津等县城，游击队发展到24个团万余
人。1938年12月14日，他在参加反动民团
头子孙仲文的老巢大赵村的战斗中，不幸
中弹被俘牺牲。

杨靖远

马振华 ( 1 9 0 4-
1940 )，中共冀鲁边
区津南地委书记。
1937年 10月至 1939

年初，马振华亲自指
挥盐山五堡战斗，

毙、伤、俘日伪军200余人，活捉了日伪联军
前线总指挥刘佩忱的日军顾问和高丽参
谋。后来转战乐陵、宁津等县开展抗日游击
战争。1940年9月11日晚，马振华在宁津县
柴胡店区薛庄村开会，遭叛徒告密，次日被
300多名日伪军包围。马振华开枪射击，掩
护其他同志转移，壮烈牺牲。

马振华

张汉卿 (余志
远)(1917—1943)，
乐陵县抗日民主政
府县长兼县大队大

队长。1936年，在乐陵乡师毕业后，到乐
陵黄夹区县立张牌家小学任教并任校长。
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43年4月，在乐陵
县大桑树一带反“扫荡”中，为掩护县大
队和县政府机关人员突围，被敌人包围在
邢官庄一院落北屋内。日伪军扒开屋顶，
举着手榴弹威逼他投降，他举枪自戕。

张汉卿

王 克 寇 ( 王 汝
清)(1915—1944)，八
路军冀鲁豫军区第
一军分区二团政委。
抗战爆发后，王汝清

“五乡师”毕业，请求
校方在毕业证上更名为王克寇，以示抗日
救国。1940年秋，王克寇率鲁西三大队在禹
城杨圈村与日伪军作战，击毙日军小队长
五野次郎，打死日伪军30余人，活捉30余
人，缴获日军枪支40余支。1944年5月26日，
王克寇率部攻打东阿县牛角店伪军据点，
在追击逃敌的激战中，王克寇壮烈牺牲。

王克寇

徐尚武 ( 1 9 1 2-
1942 )，八路军冀鲁
边 军 区 第 二 军 分
区 副 司 令 员 。“ 七
七 ”事 变 后 ，他 参
加 了 冀 鲁 边 区 第

三 十一游击支队。徐尚武率领地方武
装，经常围绕临邑县城神出鬼没地展开
游击活动，汉奸卖国贼惊呼他为“徐阎
王”，人们说，“汉奸何狗子，就怕徐尚武
和路虎子”。1 9 4 3年 1月，在临邑县王楼
战斗中壮烈牺牲。

徐尚武

戚 烽 ( 1 9 2 1 -
1942 )，武城县大队
副政委。1938年春，
参与组建起武城县
第一支人民抗日武
装——— 戚庄抗日游

击小组，任组长。1941年春，调任清河县游
击大队教导员。由于生活艰苦，战斗频繁，
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1942年12月28日，
在武城县水坡村一带，与日伪军遭遇。经激
战，县大队大部突围，负责掩护的戚烽等27

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戚 烽

路有水(1915—
1982 )，直属八大队
大队长，乳名虎子，
人们多称其路虎子。
1937年，任土匪武装
“杨二团”一连连长，

1939年12月起义，参加临邑抗日县大队。
1942年秋，驻临邑县日军中队长高岗不断
侦察八路军行动，路有水发誓把敌人变成
聋子、瞎子，活捉敌特9人。是年冬，盘河据
点日军翻译官敲诈勒索、鱼肉百姓，路有水
放风说：“3天内要翻译官的人头。”翌日晨，
人们发现该翻译官被砍死在盘河村外。

路有水

1937年10月3日-1946年元旦

德州抗战最终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折
合北海币

全部损失共计1200多亿元

房屋损失53亿元

生活资料损失114亿元

生产工具损失700多亿元

运输工具损失400多亿元

牲畜、家禽损失4亿多元

敌人敲诈11亿多元

惨案

展书堂 ( 1 8 9 9-
1941 )，国民党军八
十一师师长。华北沦
陷后，展书堂部在德
州布防迎敌。德州北
五十里之桑园车站

是日寇的军需基地，展书堂连夜强攻桑园车
站全歼守敌，获胜后迅即撤退，固守德州。

1937年10月3日，日寇华北驻屯军第
十师团向德州猛犯，展部负城抵抗，与敌
巷战肉搏，眼见望援不得，展书堂率部杀
出重围，德州城破，之后日寇南侵，展部
沿途阻击。

展书堂

战斗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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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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