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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杨庄耄耋老人至今都记得威风凛凛的“宋司令”

宋宋任任穷穷打打鬼鬼子子 打打一一仗仗胜胜一一仗仗
“抗日战争期间，宋任穷将军在莘县大王寨乡杨庄村住了两年半，杨庄耄耋老人至今都记得威风凛凛的

‘宋司令’。我多次去那里采集口碑资料，老人们回忆起宋将军依然充满感情。”红色纪实文学作家、长期搜集
研究鲁西抗战史的莘县广播局原副局长延保玉告诉记者，1942年到1944年间，以宋任穷为司令员的冀南军区
司令部及部分行署机关曾经驻在莘县杨庄村，指挥了冀鲁豫根据地的抗日战争。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张玉香

初驻杨庄村，深入群众建立党组织

延保玉介绍，1942年至1943
年,由于日军“治安强化”,再加上
自然灾害,我抗日根据地日益缩
小。根据上级指示,莘县、朝北两
县合并为莘朝县,划归冀南区领
导。随后，宋任穷及冀南军区司
令部进驻杨庄村。杨庄村是著名
的抗日模范村,群众政治基础比
较好。再则,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杨
庄沙荒地多、树多、苇子多，四周
全是三丈多高的土围子,设有东
门和西门。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
我党开展敌后抗日工作。

宋任穷,湖南浏阳人，192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
二十八军军长，八路军第一二九
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宋任穷在杨
庄居住期间，深入群众,积极组织
生产自救，还很重视抗日文化宣
传,教给村民学唱抗战歌曲，并在
杨庄组建了文工团,定期搞文艺
汇演。

村内老人曾回忆说，宋任穷
身材魁梧高大，见到老百姓脸上
总挂着笑，特别亲切、随和，虽是
威风凛凛，却没有一点官架子，
他常拿着扫帚打扫庭院，为每家
每户挑水，还和当地人一起种植

杨树，有时也安排手下人去地里
帮村民干活。

村内老人曾介绍说，宋任穷
住所和司令部设在一处干净整
洁的青砖四合院里，里面4间青
砖客堂，2间西屋。客堂中央2间
为客厅，客厅东首房屋为宋任穷
及妻子钟月林居住的卧室；客厅
西首则是宋任穷的办公室。宅院
内的2间西屋为钟月林的工作
室，屋内有一部无线电台和一副
耳机。因她曾在延安学习无线电

技术，毕业后经毛泽东批准来到
冀南，负责冀南区党委的无线电
通信工作。

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
将冀南军区和冀鲁豫两军区合
并,组建为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
穷任司令员，后来又兼任政治委
员。在他指导下，杨庄村建立了
党支部，成立了妇救会、儿童团
和民兵连。在杨庄影响下,附近的
武家河、余庄、尧头等十几个村
庄,也先后建立了党支部。

宋任穷居住的四合院的客厅。

巧妙脱险，挖地道与日寇相周旋

当时,冀南军区部队装备非
常简陋 ,一部分武器来自缴获 ,
另一部分靠自制，杨庄村就有
冀南军区兵工厂。据回忆，兵工
厂面积有2亩地大，院内有2个
炼铜炼铁的炉子。堂屋6间为办
公室，加工兵器零件；西屋是6
间库房，南屋3间制造手榴弹。

在1939年潘溪渡战斗中，
缴获了一门日式九二步兵炮,因
打扫战场时间仓促 ,无法搬运
走,就将这门炮拆散后埋在黄河
滩里。后来 ,这门炮被搬运到兵
工厂里维修。在宋任穷亲自督
导下，这门火炮经技师反复修
理、实验而试射成功，后在朝
南、临清等战斗中,打碉堡、攻堡
垒大显神威,极大地减少了部队
伤亡。

延保玉谈到，在杨庄居住
也常常遇到危险。有一次 ,敌方

的情报人员获知冀南军区司令
部驻在杨庄的消息，日伪赶来
的时候, 因路途不熟而绕了个
大弯 ,使军区机关得以顺利转
移。

又一次，鬼子将杨庄附近
的石固村包围后 ,向杨庄赶来。
宋任穷得到消息，立即指挥军
区工作人员转移 ,兵工厂的机
器、枪支子弹、金属材料都埋在
了地里。宋任穷本人则从墙上
拿着耕牛的套子,化装成了农民
混在人群中 ,巧妙地脱离了危
险。

宋任穷在杨庄写下《关于
贯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邓
小平主持召开的“温村会议”精
神和冀南区党委、军区对敌斗
争几年来的工作总结》,涉及党
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三
大方面 ,这篇文稿后来刊登在

《新华日报》上。
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宋任穷组
织司令部制定和出台了《冀南
公平负担公粮征收暂行办法》,
实行减租减息,公平合理负担公
粮 ,优待抗属 ,改善民生等工作。

宋任穷广泛发动军民开展
挖地道、挖道沟及改造村形大
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杨庄 ,他亲
自带领群众挖地道,仅用短短两
三个月时间,就挖成了从杨庄通
向武家河、余庄、尧头等六七个
村的地道 ,总长20多公里。据说 ,
在宋任穷所住的房间里,八仙桌
下就有一个地道口。在他精心
组织指挥下,仅冀鲁豫和冀南两
大战略中心区 ,就挖道沟25000
余公里 ,有效迟滞了日军的汽
车、坦克、骑兵的快速进攻。

打一仗胜一仗，赢得人民爱戴
在杨庄抗战最艰难的阶

段，在部队生活极其艰苦的情
况下，宋任穷指挥部队以劣势
装备，打一仗胜一仗。为此，村
内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宋任
穷的兵真难当，破袜子破鞋破
军装；黑窝窝头小米汤，老萝卜
咸菜、辣椒酱。土枪土炮上战
场，打一仗胜一仗，早晚把日本
鬼子消灭光……”

宋任穷经常到后方医院看
望伤员,询问伤情,关心伤员身体
恢复状况。有的伤员牺牲后,他
还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鼓励军
民化悲痛为力量,勇往直前,奋勇
杀敌。杨庄有一座烈士墓，里面
埋葬着几十名烈士,都是从外地
转送到后方医院来的,因当时缺
医少药,这些伤员因伤重不治而
牺牲,在宋任穷亲自安排下埋于
此地。

宋任穷作为冀鲁豫军区、
冀南区的主要领导,以卓越的组
织才能、军事才能和高超的领
导艺术,指挥所属部队及当地民

兵武装,粉碎了日伪军对抗日根
据地的一次次扫荡和进攻,先后
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总计歼灭日
伪军26000多人。

延保玉赞扬说，在宋任穷
领导下，我军打破了敌人的“囚
笼”政策,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其
间，先后攻克了南乐、大名、阳
谷、广平等县城，解放了大名、
广平以东大片土地。之后，又先
后收复了邱县、莘县、清平、内
黄、濮阳、朝城、寿张七座县城，
使冀南、冀中、冀鲁豫解放区连
成一片,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
作出了突出贡献。

宋任穷赢得了根据地人们
的爱戴，当时有一首群众歌谣
流传：“延安有个毛泽东，冀南
有个宋任穷。”宋任穷也赢得了
杨庄后人的缅怀，杨庄村至今
保存着一处处红色旧址，宋任
穷及夫人使用过的办公桌椅、
水壶、水缸、木橱等日常生活用
具和行军用过的指南针等老物
件也都得以完好地保存着。

宋任穷(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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