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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中中队队””纪纪念念碑碑记记录录抗抗战战烽烽火火
被珍藏了近30年的纪念碑如愿以偿地安放在巨野河畔

“37中队”使敌伪闻风丧胆

1986年农历十月初十，郭
耀华、董绶青、李习等老人在
赵少杰的四儿子赵金瑞家欢
聚一堂，为赵少杰庆祝72岁生
日。叙谈中，老人们自然又谈
起抗日战争期间的往事，谈起
那个年代大家赴汤蹈火的抗
战历程，谈得最多的还是“37
中队”。

1937年日军发动了卢沟

桥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为开
展长山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
派姚仲明和廖容标去长山中学
任教，争取当地进步人士长山
中学校长马耀南，发动群众进
行抗日。12月下旬，日军进攻周
村，长山形势突变，党组织认为
时机已到，集合了百余人的队
伍，于12月26日宣布成立“山东
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五

军军旗插上黑铁山之颠。
日军占领历城后，1938年

初，共产党员王心崇在历城五
区李官庄(现属章丘市)一带开
展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尹天
佑(孙村街道武家庄人)、刘化
中等先后入党，随之成立中共
历城县支部委员会。王心崇在
李官庄和苏官庄组建抗日武
装，郭耀华为领导人之一。与

此同时，尹天佑、刘化中在胶
济铁路南组织了一支抗日武
装，痛击日军。

1938年5月，王心崇、尹天
佑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山东
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整
编，编为三支队37中队。37中
队战功显赫，使敌伪闻风丧
胆。提到37中队，就连日寇都
不敢轻视。

抗战义士因“37中队”结识

郭耀华、董绶青、李习、赵
少杰都在37中队结识，也在抗
战期间结下友谊，一起抗击日
军铁蹄。

1937年日军侵占历城，历
城县唐王镇岳家寨人岳伯芬，
组织抗日自卫团。1938年，岳
部接受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
第五军的整编，赵少杰在岳部
参加抗日。当年秋，日寇闯进
赵少杰家，点火烧房子，残忍
地脚踢踩踏赵少杰的二儿子，
刚满一周岁的孩子最终惨死

在日寇的大皮靴之下。
痛失爱子不但未曾稍减

赵少杰抵御外辱的决心，而且
更加激起他对日本军国主义
的仇恨和抗日救国的热情。

“我们弟兄5人，大哥取名‘大
狮’；二哥取名‘小狮’，死于日
寇铁蹄下；三哥沿用了死去的
二哥的名字‘小狮’；弟弟取名

‘吼声’。”赵金瑞说，从为孩子
取乳名上就能看出，父亲赵少
杰多么痛恨日寇，期望国家强
大。

1940年秋，岳伯芬投靠国
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任山
东保安十六团团长兼历城县
县长，赵少杰担任其秘书。然
而此时，赵少杰已与潜入岳部
内部的中共党员郭耀华相交
甚密，在任岳部团党部主任的
郭耀华力主创办的《历下吼
声》月刊负责征稿、编辑和采
访联络工作，宣传全民族统一
抗日，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
年、各界名流。在《历下吼声》
月刊，赵少杰不仅结识了郭耀

华，还结识了中共党员董绶
青。董绶青当时化名王益三，
任职于《历下吼声》月刊，开展
地下抗日活动。

李习，原名李道学，巨野
河街道庄科村人。1941年岳部
驻防庄科期间，结识潜伏在岳
部的地下党员郭耀华，受到抗
日救国教育。为抗击日寇侵
略，李习以校长身份，在庄科
小学设立中共章丘县委敌工
部和章丘县第十区委联络点，
进行抗日活动。

纪念碑安置在巨野河畔

抗战结束后，老人们书信
交流频繁，你来我往不断。尤
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4位老朋友更是每年都要相
聚几次，其乐融融。说到抗战的
峥嵘岁月，4位老人不约而同想
到一件事，就是铭记历史，给后
人留下可资纪念的东西。商议
后，大家决定以“37中队”建军
当事者及其后人的名义，立一
块纪念碑，纪念“37中队”。拟于

1987年八一建军节期间，举行
安放仪式。

据赵金瑞介绍，他们作了
分工，由董绶青起草、书写碑
文，赵金瑞三哥“小狮”赵金铸
负责纪念碑的选材与制作。随
后，4位老人通过书信联系，完
成了碑文的定稿。赵金铸到孙
村供销社花岗石厂定做石碑。
纪念碑长1 . 1米，宽0 . 8米。碑
文由庄科有名的石匠董福庆

镌刻。1987年春，纪念碑制作
完成，运回赵金铸家中暂存，
由郭耀华联系安放事宜。

“不料，那次聚会之后，郭
耀华老人身体每况愈下，直至
住院疗养，再也无力安排纪念
碑安放事宜。董绶青在于1988
年去世，李习1991年去世，父
亲赵少杰于1993年去世；三哥
赵金铸于2005年去世，纪念碑
一直存放在他家中。”赵金瑞

介绍，2013年老家谢家村拆
迁，纪念碑就由他保管，如何
安置这块承载着历史的纪念
碑成为一件大事。

今年6月30日，历城区政
协副主席王钢城，文史办主任
张晓得知纪念碑的情况后，多
方协调。最后，在唐王镇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纪念碑得以安
放到“37中队”当时活动的中
心地带唐王镇巨野河畔。

“37中队”

抗战义士介绍

赵登伟，号少杰，孙村街道谢
家村人，生于1914年。1937年日军
侵占历城，历城县唐王镇岳家寨
人岳伯芬，组织抗日自卫团。1938

年，岳部接受中共山东人民抗日
救国军第五军的整编，赵登伟在
岳部参加抗日。1940年秋，岳伯芬
投靠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
任山东保安十六团团长兼历城县
县长，赵登伟遂担任其秘书。赵登
伟曾在进步刊物《历下吼声》月
刊，负责征稿、编辑和采访联络工
作。由于赵登伟写得一手好字，还
分工刻写蜡版。

郭耀华，李官庄(现属章丘市)

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
37中队的副队长。1940年打入岳
部，从事兵运工作，逐渐取得岳伯
芬的信任，当上了团党部主任。
1941年6月，郭耀华在征得岳伯芬
的同意后，以政治部的名义创办
了《历下吼声》月刊。《历下吼声》
主要是宣传全民族统一抗日、救
亡图存十大纲领、蒋介石的庐山
谈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
章，还有诗歌、特写、通讯、战报评
论等内容。1942年，又编印了《纪
念抗战五周年“七七”特刊》。进步
青年、各界名流尤其是广大教师，
纷纷投稿，影响历城全县，波及济
南。

董绶青，巨野河街道庄科村
人。《历下吼声》月刊主编，当时化
名王益三。原为中共地下党员，
1939年，在中共济南工委书记王
见新、委员韩文一领导下，开展地
下抗日活动。1940年夏天，因叛徒
出卖，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80

余天，受尽老虎凳、竹签穿指等酷
刑，咬紧牙关，始终未向敌人供述
一点党的秘密，因无证据而被释
放。出狱后，立即设法通知王见新
等，使其安全撤离济南。后脱党，
任历城县长岳伯芬秘书、国民党
历城县党部主任。

李习，原名李道学，巨野河街
道庄科村人。1941年岳部驻防庄
科期间，结识潜伏在岳部的地下
党员郭耀华，受到抗日救国教育，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校长
合法身份在庄科小学设立中共章
丘县委敌工部和章丘县第十区委
联络点、工作点，担任负责人。
1943年，组织建立了庄科村第一
个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在庄科
村及周边地区发展地下共产党员
14人。1950年，党员登记时，失掉组
织关系。1986年，历城县委、济南
市委对其历史进行甄别，为其恢
复党籍，办理离休手续。

相关链接
前不久，一块被珍藏

了近30年的纪念碑终于如
愿以偿地被安放在了巨野
河畔。这块镌刻于1987年
的纪念碑，原本是用来纪
念抗日战争中的英雄队伍

“37中队”，后因特殊原因
没能及时得到安放，一直
珍藏于抗日英雄后人家
中。如今，再看这块保存完
好的纪念碑，仍能让人回
想起那段硝烟弥漫的抗战
岁月。

文/片 特邀记者 周和平
本报记者 修从涛

记录着
抗战硝烟的

“37中队”纪
念碑。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
背叛，铭记过去才能开拓
未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望
抗战那些年里一个个带
血的故事，历史的回声依
旧振聋发聩。发掘战争中
的凡人史诗，感受民族精
神不断升华的奋进过程，
本期《今日高新》推出《抗
战岁月》特别策划报道，
为大家讲述发生在 70多
年前的那些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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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岁月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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