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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度度版版王王二二小小
机机智智送送信信躲躲日日寇寇盘盘查查
本报记者 宋祖锋

在平度市南村镇前双丘村，89岁的董成森
依旧精神矍铄。

1926年，董成森出生在平度南乡一个贫穷
家庭。6岁时母亲被匪徒掳走，父亲被打成重
伤，这促使年幼的董成森立下了从军平乱之
志。11岁时，董成森带着弟弟一路逃荒到青岛。
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后，开展所谓的中日亲
善，年满12岁的孩子都能免费到日本学校读
书。董成森拒绝入学，毅然回乡放牛。

14岁时，董成森参加了平度县八路军武装
委员会，借扛活做工的机会，为各村的八路军
通风报信。

为了将密信安全送到八路军手中，董成森
将信件用手捻成一撮，拴在牛尾巴上或者放在
牛耳朵里。有一次，董成森准备去区中队送信，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牵着牛沿着河沟走，当
他走到一座土桥时遇到几个日本兵盘查，14岁
的董成森面色平静，没有显露出一丝胆怯，日
本兵将他全身搜了一遍，没有任何发现。其中
一个日本兵恼羞成怒，朝着董成森大喊了几
句，然后用鞭子朝牛身上狠抽了一鞭子，受惊
的黄牛拖着董成森向前狂奔，董成森逃出虎

口，有惊无险地将信件安全送到区中队。
一年后，闻听八路军部队就在附近，从小

就想当兵的他前去寻找，最终参加了八路军平
度县大队。

“从入伍那一天起，就没想着能活着回
来。”董成森回忆，入伍后，他跟着部队打游击、
拔据点。1943年，为拔除平度兰底的一个鬼子
据点，董成森差点牺牲。

当时，三拨战士向前冲锋，董成森在后方
用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一发炮弹在他身边不
远处爆炸，卧倒躲避的董成森忽感右腿一阵剧
痛。原来，弹片在他的右大腿处削开巴掌大的
一块肉，顿时血涌如注。从战场上下来后，董成
森住了三个多月的院才痊愈。

1944年的一天，董成森和战友突袭驻扎在
兰底的300多名日军时，再次被敌人击中腿部，
但他坚持作战，直到体力不支才被战友搀扶回
去。此次突袭消灭日军100多人，而我军无一人
牺牲。

因为作战英勇、团结战友，董成森光荣入
党。1958年，董成森复员后，被安排在济南钢铁
厂当干部，后来他在厂里带头放弃干部身份，
回到家乡干大队书记，带领全村人埋头苦干、
发家致富，一干就是30年。

深深夜夜搞搞袭袭扰扰战战
让让敌敌军军睡睡不不着着觉觉
本报记者 宋祖锋

“我父亲身体挺好，还能自己做饭、收拾卫
生。”日前，在平度市白沙河街道西白沙村，村
民李玉考说，父亲李修山虽然已88岁高龄，但
身板还算硬朗。作为一名抗战老兵，两个多月
前，李修山接到参加“9·3”抗战阅兵式的邀请，
激动得一宿没睡。

“小时候经常看到日本兵屠杀老百姓，想
参军，但年龄不够。”李修山说，等到1945年初，
他年满18岁，便参加了平东县白沙区第五区
队，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地区治安，并利用袭扰
战术打击驻扎在平度县城里的日军小分队。

“那个时候一共有30多个日本兵和许多
伪军驻扎在县城，我们经常趁着夜色袭扰敌
军。”李修山回忆，当时为了扰乱日军的正常
作息，他们经常在夜色掩护下，潜到距离日军
驻点100多米远的地方，朝着岗楼上的日本兵
开枪。

“能打着就打着，打不着就撤退。”每当日
军听到外面有枪声，就会吹哨集结，等他们集
合完毕，李修山和战友们早已回到区队。经过

一宿折腾，第二天日本兵个个都哈欠连天。
扰袭战术持续了好几个月，虽然没有和日

军有过正面交锋，但是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的战术大大挫败了日军士气。

1945年7月，八路军主力部队攻打平度县
城，经过一番激战，早已失去战斗力的30多个
日本兵丢盔卸甲、仓皇逃窜，驻扎在县城的伪
军也不堪一击、缴械投降，平度县城轻松解放。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修山任平东县白沙区
第五区队的一名班长，1946年调到平度海防营
后历任副排长、排长。1951年任青岛警备四旅
副连长，1952年起任平原县兵役局副部长、助
理员。1958年，李修山复员回乡，结束了13年的
军旅生涯。

回乡后，李修山带领村民挖沟、打井，吃苦
耐劳。1960年，李修山被推荐为片区区长，分管
13个村的生产、维稳工作。1971年，他又被调到
林业队任队长，一干就是13年，为家乡林业做
出了突出贡献。

“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别人干
不了的他抢过来干。”西白沙村现任村书记卢
太良对老人的事迹交口称赞。

打打倒倒99个个鬼鬼子子
这这辈辈子子值值了了
本报记者 李沙娜

“打倒了9个鬼子，跟战友一起活擒了两个
俘虏，这辈子值了。”如今讲起自己的抗战故
事，87岁的孙合全仍忍不住热泪盈眶。“比我小
一岁的小印，差10天结婚的大囤，都牺牲了。”
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已经五世同堂的孙合全对
现在的生活很知足、很珍惜。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43年阳历1月13日
入的伍，1945年手脚受了伤，阴历九月到的
家。”孙合全说，“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日本侵略
者来到东营，到了利津县城，那是我第一次见
到穿皮靴、戴钢盔的兵。”

“1942年腊月，清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侦察
排来到村里，就住在我发小刘西九的叔叔家。”孙
合全回忆，1943年，他15岁，白天在村头挎着粪篓
子转悠，表面上是拾粪，实际上是放哨站岗，“侦
察兵偷偷住在村里，晚上去利津县城侦察敌情，
最担心汉奸向日本人举报。我在村头什么都能看
见，有点风吹草动就赶紧去报信。”

因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即将离村
的侦察兵给孙合全写了一封介绍信。“我拿着
介绍信到广北九区中队入了伍，从事敌后侦察

工作，就像现在电视里演的敌后武工队。”孙合
全说。

17岁时，孙合全学会了用枪，而且枪法很
准，凭这个本事，他当上了警卫员。

有一次，他和战友在油郭一带反扫荡，碰
上了日军的一个小分队。“鬼子要撤到天津，我
们的任务就是打游击，不让他们撤，我打死了
一个鬼子。还有一次，在南庄，我和队长碰到了
两个喝醉的日军，队长从背后抱住了一个日本
兵，这个日本兵急了，马上要弄手雷，我一巴掌
打掉了手雷，活擒了两个。”

1945年6月，孙合全在现河的一次枪战中
负伤。“当时我们5个人在现河一个百姓家里，
被叛徒举报，日军来围剿，我们5个人分头跑，
在巷战中我击中了4个鬼子。我和首长继续跑，
结果首长中枪了，他怕拖累我要拿起枪自毙，
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枪，把他藏在水渠里。为了
引开鬼子，我就继续往前跑，结果鬼子开枪打
中了我的左手和右大腿，我中枪后摔倒，隔着
约200米用枪击倒了3个鬼子。”孙合全说，当时
多亏鬼子吹响了集结号，没再继续搜索，他才
逃过一劫。

养伤期间，他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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