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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菏 泽

1938年5月，日军的铁蹄踏入菏泽，在全民族抗战的宏大历史画卷中，菏泽人民在冀鲁豫边区中共党组织
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殊死斗争。八年抗战，菏泽先后有2 . 1万人参
加八路军主力部队，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顽军3万余人。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报推出“我们的抗
战”特刊，以缅怀抗战英烈的光辉业绩，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前
言

八八年年抗抗战战，，菏菏泽泽歼歼灭灭日日伪伪军军44万万余余人人
战争硝烟已散尽，但历史的经验和启示必须铭记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抗战前，菏泽人民以农牧业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多过着简朴宁
静、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七七事变打破了这种安静。1938年5月，日军的铁
蹄踏入菏泽，杀戮、蹂躏、掠夺等，强加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们。日本侵略者先后践踏了现菏泽市所辖全部县区，残杀居民，掠夺财物，凌
辱妇女，强征劳工，摧残文明，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空前浩劫。

面对日本侵略者，八路军和地方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八年抗战，菏
泽先后有2 . 1万人参加八路军主力部队，开展大小战斗1300余次，歼灭日伪
军4万余人、顽军3万余人。

日军“蚕食”，菏泽伤亡37万人

抗日战争时期，菏泽处在日本华北、
华中两路派遣军和国民党一、五战区的
结合部，是重要的敌后战场，也是日军烧
杀抢掠的重灾区。

1938年至1942年，是日军肆虐最猖獗
时期，万人乃至数万人的兵力对鲁西南
合围、“扫荡”达5次之多。中共党组织领
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艰难困苦的恶劣
环境中，与日伪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强迫数以万计的
菏泽民工为其修建工事，先后在现牡丹
区、曹县、定陶县、鄄城县修筑贯穿菏泽
南北的7条大封锁沟，并大量修建炮楼，
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包围，由此造成
的间接损失难以估量。

据菏泽市委党史委副主任张广健介
绍，日军侵占8年间，对菏泽人民实行了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造成了重大人口伤
亡和财产损失，其罪行滔天，罄竹难书。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伤亡37万人，直接
伤亡14万人，间接伤亡23万人，灾民14万
人，劳工5 . 8万人。全市共荒芜占压及受
灾土地面积203万亩，毁坏房屋46万间，损
失粮食29亿斤，畜禽1283万头(只)。

日军的“蚕食”和经济封锁，使菏泽
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几乎崩溃，
学校停课，工厂倒闭，土匪盗贼四起，民
不聊生。“这些都是无数人民的惨痛记忆
和血泪控诉，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在菏泽
犯下累累罪行的确凿铁证。”张广健说。

八年抗战，军民结下患难鱼水深情

抗日战争初期，菏泽先后组建八路
军一一五师陇海支队、冀鲁豫支队青年
挺进大队等9支人民抗日武装，英勇顽
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底，八路军
一一五师部队主力挺进中原，菏泽的抗
日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八路军和地
方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经过樊坝、
苗堤圈、潘溪渡等多次战斗，给驻菏泽
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先后开辟出党领导
下的鲁西南、运西、湖西抗日根据地，逐
渐发展壮大为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
地—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区。1945年8月，
转入对敌全线大进攻，9月，同全国人民
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八年抗战，地委书记梁仞阡，专员
刘齐滨、李贞乾、袁复荣，军分区司令员
朱程等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斗争中牺牲；
赵登禹、姜玉贞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
著名烈士也是菏泽儿女的优秀代表。

张广健说，抗战期间，菏泽人民全

力以赴支援前线，群众破路、挖沟，改造
地形，配合部队作战；抬担架、扎云梯、
运给养、送子弹，部队打到哪里，民工就
支前到哪里；前方作战，后方男女老少
齐动员，碾米、磨面、缝军衣、做军鞋，护
理伤员。在大小千余次的战斗中，出担
架3万余幅，大小车5万余辆，做军衣数十
万套、军鞋数百万双，使数千名伤员得
到康复归队，军民在抗战中结下了同生
死共患难的鱼水深情。

八年抗战，菏泽先后有2 . 1万人参加
八路军主力部队，1 . 8万人参加地方抗日
武装，发展民兵8 . 6万人，发动群众25 . 3

万人，开展大小战斗1300余次，歼灭日伪
军4万余人、顽军3万余人。这一用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伟大胜利，谱写了正义战胜
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
英雄史诗，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
了突出贡献。

战争硝烟已散尽

历史的经验和启示必须铭记

为还原历史真相，展示中国
人民遭受的灾难和损失，记录中
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2006

年10月，市委党史委对全市抗战
时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
了专题调研，主要是查阅和搜集
档案文献资料，采访当事人、知
情人和有关研究人员，记录证言
证词，进行必要的司法公正。菏
泽市和各县(区)、乡(镇)办事处
均成立了领导小组，各村、居成
立入户调查队，进行了广泛走访
取证，共走访70岁以上老人约44

万人。市、县两级课题调研人员
还先后到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省、市、县档案馆，
省、市博物馆，周边有关市县等，
查阅了有关抗战时期档案文献
资料，形成了翔实的调查报告，
为《日军在菏泽暴行录》的编写
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客
观、准确，本着对历史、对民族、

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以菏泽
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
产损失调研成果为基础，我们编
辑出版《日军在菏泽暴行录》，借
以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与解放
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英雄先烈，纪
念那些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无辜
死难同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

年了，也忠实记载着菏泽人民在
那场战争中遭受的巨大灾难和
损失。”张广健说。

“70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
已经散尽，但历史的经验和启示
必须永远铭记。”张广健说，菏泽
人民在抗战中展现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
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
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弥足珍贵，生生不息，我们必须
时刻铭记、深刻汲取并不断发扬
光大，不断凝聚推动菏泽科学赶
超、后来居上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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