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遭狙狙击击手手爆爆头头
战战友友因因掩掩护护自自己己牺牺牲牲
本报记者 王杰

王默村1922年生于河北省张古风村（现南
皮县），1936年毕业于沧县第二完全学校，榜列
第二名。成绩优异的他本想着继续升学，但迫
于战乱而辍学。

1938年6月，王默村瞒着家人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在沧县的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后来加
入了肖华领导的抗日纵队，转战于冀鲁边区。

“我一离家就是十四年，直到我从部队转业后
才又回到家。奶奶、父亲都不在了，只剩下年老
的老母亲。”王默村叹道。

1941年5月底，日军突袭驻铁家营的冀鲁
边军区三分区司令部，三分区司令兼十六团团
长杨承德率领部队转战庆云，王默村时任十六
团三营九连指导员。部队刚转移到中心店附
近，便遭日军包围。“我们跟他们拼刺刀，刺死
了俩敌人。”王默村称，虽有战壕沟掩护，但面
对敌人不间断的自杀式冲锋，战士们只能跳出
战壕与敌人肉搏，“仗打得很惨，我们的司令员
都牺牲了。”

1942年1月，十六团奉命进驻德平县薛家

村、盖家村，天还没亮，便遭日伪军合围，薛盖
战斗打响。敌人出动了坦克，而九连的120名战
士，手中枪械不少是老套筒、汉阳造，人均子弹
不到20发。由于进驻时间短，尚未完全熟悉薛
家村地形，率队指挥的王默村探出战壕查看敌
情，却被敌方狙击手击中头部，“叭的一声，就
跟一辆大车撞过来似的，我当场就晕过去了。”
王默村说，“后来，通讯员孙凤霄背着我突围，
结果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我的腰又受伤了，
孙凤霄为掩护我牺牲了。”

薛盖战斗九连伤亡惨重，副连长和两个排
长牺牲，战士伤亡数十名。伤愈后，王默村额头
上便留下一道明显的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

1942年是冀鲁边区抗战最艰苦的一年，为
躲避敌人追击，十六团每天都必须行军打仗，
有时一天就打数场仗。1945年夏，全面反攻开
始，无棣、北镇等在内的一些重要日伪据点被
拔除。“我们都是用一些土方法，但效果很好。
比如挖地洞挖到敌人据点的墙根，然后塞上炸
药；把五六床蘸过水的棉被铺在一张大方桌
上，做成避弹衣，三四个人抬着桌子顶着子弹
突击。”王默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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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见证证过过那那段段历历史史
我我们们不不出出来来谁谁出出来来
本报记者 王杰 支倩倩

刘士平生于章丘市闫家峪乡水峪村。1942
年，17岁的刘士平亲眼目睹水峪村被鬼子扫
荡，因村里一位刘姓村民加入八路军，日本人
几次三番来抓人。刘士平回忆，扫荡发生在晚
上，日本人将机枪架在山上后，就开始居高临
下扫射。“村民都躲进家里，可土屋哪能防子
弹，我三大爷一家三口就被打死了。”刘士平
说，“我受刺激很大，发誓要替三大爷报仇，与
日本鬼子死战。”

1943年，刘士平瞒着家里人加入八路军，
在章丘长白山一带的村庄开展地下抗日工作。

“我们没有军服、鞋子，更没有枪。白天几个人
拿着铁锨到处转，专找落单的日本兵，用铁锨
打晕他们抢枪。”刘士平称，抗日宣传就是在村
里的显眼位置写抗日标语。“为了不让鬼子逮
到，我们都是当晚去、当晚回，如果当晚回不来
或白天行动时，就会打扮成要饭的，逃避伪军
搜捕。”

1944年冬，在章丘相公庄镇，刘士平第一
次杀死日本兵。“当时，我正在相公庄附近的一
个村里行动，正好看见一个日本兵单独走进一
户人家，我就悄悄跟着他。那会儿，屋里炕上有
个人用手支着被子害怕得打哆嗦，日本兵掀被
子时，我拿起菜刀就砍了过去。”谈起当时情
景，刘士平仍然很激动。

事后招来日本人的严密搜查。十多天后，
适逢相公庄大集，刘士平和七八名战友继续伪
装活动，不料遭遇伪装成百姓来此侦察的日本
兵，“我们用刀，他们用枪，交火不久，我们一个
战友就被打伤了。”刘士平等人连忙带着受伤
战友撤退，由于当时医院设在垛庄镇，而不在
相公庄，他们就用门板抬着伤员赶去六十里开
外的垛庄镇。“那天下着大雪，我们抬了一夜才
到。”刘士平说。

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干了两年“土八
路”的刘士平被调到华东野战军，先后参加过
莱芜战役、渡江战役、淮海战役等大小战斗百
余次。新中国成立后，刘士平被编入东海舰队，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海军。

“能去北京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子
孙们也感到很光荣。”刘士平称，能在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日穿上军装，随受阅部队一起经
过天安门广场，“是我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过
的荣誉”。

虽年过九旬、行动不便，但刘士平对各界
组织的抗战纪念活动邀请都欣然接受。“只要
能动，哪怕爬，也要爬过去参加。就我们见证过
那段历史，我们不出来谁出来？”刘士平说，“人
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都是一定的，不用担
心这个，不害怕。最重要的是，珍惜现在的美好
生活，今天的和平，是战友们鲜血换来的，来之
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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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兄弟弟三三人人入入伍伍
只只回回来来一一个个
本报记者 孙越
通讯员 陈艳秋 刘勇

在枣庄市中区孟庄镇大郭庄村，85岁的
郑玉和老人和老伴任泽兰住在一座简单的
村居里。老人身板硬朗，讲起70多年前参加
抗战、打击日寇的经历，仍思维清晰。

“俺大哥郑玉海参军比俺早，后来在一
次战役中牺牲了。”提起抗战，郑玉和首先想
到了大哥，顿时流下泪来。老伴任泽兰忙插
话安慰，“他大哥当时是营长，后来牺牲了。”

郑玉和说，他是1943年入的伍，参加了
鲁南军区特务团，那年才13岁。由于年龄小，
郑玉和从勤务兵做起，负责传递信件，后来
又在司令部做警卫员，负责保卫首长。据介
绍，他跟随部队，先后转战枣庄、滕县、兖州
地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游击战。

讲起自己参加抗战的初衷，郑玉和依然
激愤。原来，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在鲁南地区
疯狂报复，大搞“三光”政策，不仅烧过他家
的房子，还把他的母亲打得死去活来。

“那时候，咱们鲁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

基础好，日伪就想着法子欺骗根据地百姓，
经常半夜冒充咱游击队员敲门，只要是开门
的，就被认定为‘私通八路’。”郑玉和回忆，
被认定为“私通八路”的群众大都被迫害、杀
死了。

为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打击日伪顽气
势，在反“扫荡”中，郑玉和所在的一一五师和
地方武装共对敌作战 30 余次，毙伤日伪军
1000多人，保卫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
日根据地。师政委罗荣桓一面指挥部队利用地
形与敌人周旋，一面指令在日占区的铁道游击
队破坏铁路，牵制敌人，配合反“扫荡”。

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他的大哥郑玉
海、叔兄弟郑玉华不幸牺牲。

郑玉和1954年退伍，经组织安排，在峄
县公安局工作。因母亲身体不好，郑玉和毅
然回家务农，陪护在母亲身边。如今，郑玉和
是孟庄镇优抚对象，每季度享受老复员军人
补贴2335元，优待金200元/年。

郑玉和老人对眼下的生活非常知足，他
说：“今天咱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
的鲜血没有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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