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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三光”政策制造临朐“无人区”

被被杀杀害害和和冻冻饿饿而而死死者者超超1100万万人人
“有的掉在河里，死时嘴啃着石头”

“77年前，日本兵就是在西门
伏击了很多老百姓。”2015年7月31
日，龙岗西村村民张洪亮俯下身
往一个石桥下瞅着。早在2006年，
临朐党史办组织人员采访了曾见
证日军侵害龙岗村的村民。张洪
亮是9年前被采访的为数不多还
在世的。

位于村西的小石桥东正是过
去龙岗村的西门所在地。只不过
77年前，石桥下并不是小水沟，而
是宽七八米、深四五米的“护城
河”。

“当时村子有围墙，围墙从村
内看也就一米七八高。但从村外
看，有六七米高。主要是靠水沟隔
起来。”张洪亮说。

77年前的深夜，日军从谭家
坊、郑母两个据点调集日伪军150
多人，其中日军20多人，将龙岗西
村围住。

据潍坊市党史办提供的资料
显示，当夜值班的哨兵叫张月发，
发现北门东北方向100米处的公
墓和土地庙后有人影晃动。张月
发将此事报给地方保长刘福全
后，刘福全登上城门楼，察觉情况
可疑后，鸣枪警示，不料遭到日伪
军猛烈还击，北门被日军轰炸。

“东门也被炸了。日军从东门、
北门进入龙岗西村。”张洪亮告诉
记者，听见炮声就乱了。“很多村民
不知道日本兵是干什么的，从家里
跑出来，往西门、南门跑，结果跑出

来的要不被打伤、要不被打死。”
张洪亮说，村里有民团，他们

也比较勇猛，“就是装备太差，很
多自制的土枪、土炮，日本兵则是
机枪、三八大盖。”

“从张家沟来龙岗西村打短
工的，在路途中被日军打死，四个
全部死在南门外的河里，当时河
都是红的。有的掉在河里，死时嘴
啃着石头。”张洪亮告诉记者。

据潍坊市党史办提供的资料
显示，龙岗惨案中，日军打死75
人，打伤40余人，20多间店铺、房屋
被烧毁。事后，日军还抓走30多
人。但对于龙岗西村，厄运还没有
结束，张洪亮告诉记者，日伪军此
后又两次来到龙岗西村。

潍北抗日之风旺盛，路英赞三兄弟一起打鬼子

村村口口报报国国亭亭碑碑刻刻着着3322烈烈士士英英名名

“鬼子可狠了。”这是87岁的张洪亮对记者讲述日本兵枪
杀村民时，同岁老伴吴树英反复插话。

77年前，日本兵进入潍坊临朐，屠杀了不少老百姓。张洪
亮与吴树英所在的龙岗村就有75人被杀害。

日军在对临朐各地“扫荡”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
大肆掠夺人民群众的财物，烧毁房屋，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
生存环境。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帅 张泰来

“无人区”里，家畜、家禽都绝迹了

日军在对临朐各地“扫荡”
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
肆掠夺人民群众的财物，烧毁房
屋，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存环
境。

据史料记载，出现大量人口
逃荒和饿死、病死的不只是临朐
八区、五区，临朐的其他各区和蒙
阴八区、博山四区、五区、七区都
比较严重。而这或许是日军侵华
后在中国多个地方常见的景象。

1940年至1943年期间，由于日
伪军烧杀掳掠，加上严重的旱灾
和瘟疫，导致临朐县人民丧失了
基本的生存条件，大量群众因饥
饿、疾病死亡或逃亡，全县人口急
剧减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杀

害和冻饿而死者达10万多人，典
妻卖子1 . 4万多人，外出逃荒要饭
达16.8万人，县内仅存8万人，成了
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当时，“无人区”范围内剩下
的基本上是保甲长和行动不便
的老弱病残。有的地方连保甲长
也外逃了。老弱病残走不了又缺
少食物，生活非常凄惨。各村不
断有人死去，人死后没人埋，到
处都是死人，后来死人竟比活人
多。死去的人被老鼠等动物咬得
残缺不全。一切家畜、家禽和猫、
狗都绝迹了。

据《大众日报》记者顾膺
1944年的调查统计，当时米山区
8476人外出逃荒，占全区原人口

的58%；九山区10866人外出逃
荒，占全区原人口总数的69%。

1943年夏，八路军解放了
九山、米山、嵩山一带。抗日民
主政府立即派大量干部深入灾
区，救济灾民，组织灾民开荒种
地，恢复生产。1945年，鲁中行
署继续采取措施扶持临朐灾区
开展生产救灾，各级政府先后
向灾区群众贷粮9万多公斤、贷
款59 . 5万元、贷麦种1万元。临
朐县政府采取奖励垦殖、组织
互助组等措施，积极推动生产
救灾，使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发展。“无人
区”终于摆脱了死亡，获得了新
生。

为给大哥报仇参军，走了一天一夜找部队

大湾口村位于潍坊市寒亭
区北部，一条公路直通潍坊市
区。

1945年，抗战已经接近尾
声，但在寒亭、昌邑等潍北地区
日伪活动依旧猖獗，抗日军民跟
日伪的斗争也未有过停歇。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不
幸的消息传到了村子西北部一
户贫穷农家：参加八路军的路家
大儿子路英武在一次战斗中英
勇牺牲。

消息传来，路家陷入了巨大
的悲痛，路英武的二弟路英赞更
是悲愤交加，一连几天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最后，路英赞做了一个
决定，他要跟随哥哥的步伐参加

八路军，抗击日寇为哥哥报仇。
“走了一天一夜的路，在昌

邑瓦城找到了队伍。”回忆起当
年的经历，路英赞顿时来了精
神，脸上也泛起了红光，仿佛重
新年轻了起来。

那时，抗日队伍的给养十分
有限，地瓜干都不能吃饱，为填
饱肚子，他和战友们连草籽都吃
过。比起生活上的苦，路英赞记
忆更深的是打了鬼子取得胜利
后的喜悦。

在大女儿路爱美记忆中，父
亲路英赞讲述最多的故事当数
炸汽车俘虏鬼子的经历。参军后
不久，路英赞随军转战到了淄博
临淄。有一回，团里得到情报，有

鬼子的汽车要从一条公路经过，
团里决定伏击。

“埋伏的地方是个小山坡，
下面是铁道，过了铁道是公路。”
路英赞说，鬼子的第一辆汽车经
过时由于距离远，边区自造的步
枪性能也不好，他们对着汽车放
了几枪没伤着。

于是，团长改变了策略，带
人翻过了铁路，冒险埋伏在公路
旁，等到第二辆汽车过来时，大
家就拿出了各自的手榴弹，一起
朝着汽车一个接一个地扔了过
去，霎时间，十几枚手榴弹齐飞，
巧的是两枚手榴弹在汽车底部
炸开，几名鬼子当场被炸死，剩
余的惊慌失措中当了俘虏。

村里的烈士，以没出五服的本家兄弟居多

“我们家老头子当兵之后不
久，他的四弟路英果也跟着参加
了八路军。”路英赞的老伴李新芝
介绍说，后来，路英果在战斗中胳
膊受伤落下了残疾才退了伍。因
为路家亲兄弟三人都参加了八路
军抗日，村里人都说他们家是一
门三英。

兄弟三人都参加八路军，这
在大湾口村并不是孤例。村民郑
千祥老人的外祖母跟路英赞母亲
是亲姐妹，他外祖母家的三个儿
子也都参加了八路军，“我姥娘家
几个舅舅都参加了八路军，也是
一门三英”。

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
育科科长温杜鹏是当地一名文史
专家，根据他的研究，以大湾口为
代表的潍北农村，抗日之风非常
旺盛，“村村都有八路军，有民兵
组织”。

至今，在大湾口村村口依然
立着一个名为“报国亭”的亭子，
里面的石碑上刻录的是大湾口村
32名村民的姓名。

主持修建这个报国亭的前村
支部书记袁训武老人介绍，这32
人全都在1945年以前入伍参加八
路军，都参加过抗日战争。32人
中，郑汉林、郑汉超是亲兄弟俩，

两人在当地都是出了名的勇敢善
战，抗战时两人在一个连队，“一
个是连长，一个是教导员。”其他
的堂兄弟还有三四对。

“都说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
弟，实际上我们村这些烈士，即便
不是亲兄弟，也大多是没出五服
的本家兄弟。”袁训武说。

报国亭碑上32名烈士，牺牲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就有27人，这
其中年龄最小的牺牲时只有17
岁，最大的也不过40来岁，“绝大
多数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27名
烈士中当时居住在村里老街附近
的就有17人。

张洪亮站在龙岗西村南，为记者介绍当时南门老百姓被杀的情
况。

老兵路英赞介绍当年参军抗日的情景。

现年93岁的潍坊籍老
兵路英赞，1945年为报兄仇
参加八路军抗日，赶上了抗
日战争的尾巴。人在寒冬冰
冷的河水里搭过桥，在没膝

深的积雪里打过靶，吃过草籽，也用手榴弹炸毁过日军的汽
车，尝过俘虏鬼子的胜利。

70年过去了，岁月带走了一茬又一茬人。如今，路英赞是
村里仅存的老八路，还在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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