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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抗战胜利
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77770000 周年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为了
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本报推
出“壮歌”系列报道，唤起每一个
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二
战胜利果实，开创人类更加美好
的未来。

共产党的引领、国共共同对
敌、发动人民战争、世界统一战线
是70年前中国抗战胜利的原因；
日本的失道寡助、战略大错、残忍
至极、远征无依注定其失败的必
然性。只有拥有超强的意志、超强
的重器、超强的国力、超强的治
理、超强的合作，才能永远保持胜
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抗
战胜利已经过去70年，但是这段
特殊的重要历史不可忘记。纪念
抗战胜利，就是为了始终牢记和
更加深知这段历史，不要忘记那
场战争给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巨
大灾难和用无数鲜血生命、极大
代价换来的胜利成果，不断提醒
国人和世人警惕历史悲剧重演，
充分看到战争威胁依然存在，充
分做好防范战争、打赢战争的准
备，使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的成果得到维护巩固，使中
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顺利
实现伟大复兴。

回顾70年前的抗战胜利，我
们感慨万千，不禁要提出两个特
别重要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胜利？
日本为什么失败？其中的原因很
复杂，但深刻总结起来，可以得出
如下判断：在这场伟大斗争中，中
国必然胜利，日本必然失败。

徐万粮战斗：

将将敌敌人人消消灭灭在在解解放放区区前前沿沿

ァ

1944年，徐万粮村一百多户人家400多口人，村子西近
费家，南傍吕望庄，环抱于屈家、宿桥、孙家桥几个村庄之
中，周围村落密集，抗日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沟沟相连，
村村相接，在村南三岔路口处，有一大片坟堆，地形很好，
是惠民、滨县这股日伪军进犯富国、义和庄的必经之路。这
年冬天，八路军渤海军区直属团主力部队在徐万粮浴血奋
战一天一夜，将敌人消灭在了解放区前沿。

位于沾化城区以南、座落在徒骇河东岸的泊头镇徐万
粮村，距离城区不远却没有直达的公路，从泊头镇上绕路
穿过铁道继续向东，才能到达徐万粮村。中午时分，已是80
岁高龄的李秀芝忙过了午饭，83岁的李树桥也赶过来，两位
老人一起讲述了这场70年前在村里打了一天一夜的徐万粮
战斗。

文/片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日本鬼子带兵唬人

进村扫荡是常事儿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万粮周边的泊头、富国等村镇都成了日
本军队的根据地，日本人虽然没有驻扎在徐万粮村里，但是三天
两头的进村“骚扰”村民，也让村里的人苦不堪言。

李秀芝老人介绍，那时日本军经常一辆大卡车拉着百十多个
扛着枪的鬼子从泊头的街上走，一见鬼子来了，老百姓们都吓得
不敢出门。“其实那也不是打仗，就是鬼子到时候就带兵出来一趟
吓唬人，让老百姓老实点，也是让藏在村里的八路军投降。”李秀
芝说：“除了泊头、富国的鬼子，每个村里都有很多假鬼子(汉奸)，
八路军在屈家多一点，在我们村基本没有。鬼子缺粮食，就经常到
村里来扫荡。”

当时才七、八岁的李秀芝还在上学，经常放学回来就看见家
里被翻得一片狼藉，“他们就是拿着刺刀，到了老百姓家里看见什
么就拿什么，粮食、菜、鸡蛋甚至被子褥子，只要是有用的就全都
拿走，倒是也不会杀人。”李树桥又一次回家正好看见一个日本鬼
子拿着刀把母亲顶到墙上，说着日本话，自己吓得哇哇大哭，最后
鬼子什么也没搜到，随便拿了一些东西走了。“如果老百姓家里实
在穷得没东西，他们也没办法，在屋里翻了砸了也就走了，再去下
一家抢。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挖了地道，地道四通八达，能从这家通
到那家，有的时候鬼子来了就藏进地道里，等他们进来抢完了再
出来。也没有太多的伤亡。”

为了方便进村扫荡和日后继续向北侵略，日本军在泊头和富
国之间修了一条公路，附近村庄的老小都被抓去做了劳力。“那时
泊头的鬼子叫四区、富国的鬼子是五区，这条公路就是四区和五
区修的，能通义和。”李树桥说：“那时我们俩一个不到十岁，一个
十来岁，人都不如铁锨高，都被抓去修路，一干就是一天，也不给
饭吃。早上抓去，晚上再回来。”

八路军说要打仗

村里人都去帮忙

“打仗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两次。”李秀芝说。
1943年，9岁的李秀芝还在学校上学，在学校里就听到了外面

的枪声。“那是鬼子听说村里百姓家藏了八路军，就到村里来找，
还到学校里问了，老师说不知道，就走了，后来打了起来，老师让
我们躲在学校里没出去。八路当时就藏在朱荣申家，那天正好是
村里的朱荣申结婚，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朱荣申的爷爷开药铺，和家里的院子连着，好藏人，日本鬼
子搜到朱荣申家时，参加婚礼的乡亲们都帮着八路打掩护，那个
八路军身手也好，从院子的西便门出来冲到东大门，那天开了枪，
还扔了手榴弹，最后八路军成功跑了。”李秀芝说：“等到枪声平息
了，已经是下午了，我们才从学校里出来。”

十月中旬，渤海军区司令部得到可靠消情报，日军制定了“扫
荡”垦区根据地，重占沾利滨边区的计划。十月下旬，驻惠民的日
军曹野清大队纠集周边县区的伪军共一千二百多人，于三十日夜
分兵两路同时出动，妄图到沾化富国镇集结侵袭义和庄解放区，
进行“扫荡”。

渤海军区首长对敌情作了认真研究，迅速制定了将敌人消灭
在解放区前沿，粉碎敌人的“扫荡”阴谋的作战计划。根据作战部
署，于十一月一日凌晨，直属团一、二两营的全部兵力做好战斗准
备。杨国夫司令带领大家到徐万粮村及周围一带察看地形。徐万
粮村地形很好，是惠民、滨县这股日伪军进犯富国、义和庄的必经
之路。杨国夫便把战场选在徐万粮村，准备在村南先以小部队伏
击敌人，诱敌进村，争取时间，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

看完地形后，杨国夫把警卫排调来，埋伏在三岔口处，以坟堆
为依托，修筑简易机枪掩体，配备好火力，准备伏击敌人。同时命

令一部分战士到徐万粮村，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有组织地向孙桥、
宿桥一带转移、疏散，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一听说要在村里打仗，村里青壮老小都去帮忙，连夜把沟壕
都挖好了，垒台也都垫好了，然后八路军就组织村里的老百姓撤
退，沟壕四通八达，那时候也顾不上拿东西了，只要能走的都走
了，在天亮以前，全村人都撤到周边的几个村子，只剩下几个走不
了的老人。”李秀芝说。

冒弹雨放下炸药包

日军鏖战死伤大半

1944年11月1日早上九点钟左右，十几个日本骑兵，从费家方
向朝徐万粮村奔来。在距八路军伏击阵地五、六十米时，警卫排长
一声喊“打”，隐蔽在坟堆后的机枪开始设计，立即有几个日军被
击中，从马上滚了下来。剩存的日本兵知道中了埋伏，忙向来路逃
窜。

日本军听到枪声，南从吕望庄，西从费家，纷纷向警卫排的阵
地扑来。八路军等敌人麇集阵地面前时，四挺机枪一起开火重击
敌人。战斗持续到十一点左右，日军又调来了轻重机枪和两门小
炮，集中火力朝警卫排阵地猛打，狙击战打到晌午，伏击敌人的任
务已经完成，警卫排长命令战士们边打边撤，敌人逼近伏击阵地
时，警卫排的人员已顺着抗日沟撤到屈家去了。

晚八点，总攻开始，整个村内村外，枪声大作，弹光交映，围歼
日伪军的战斗打响。其中一伙敌人，占据着村子最西北角的一个
大院，房屋坚固，墙高四米左右，是村北部的制高点。八路军战士
在早准备好的方桌上，绑上四床湿透的棉被，把炸药包绑在一个
木杈子上，四人架着桌子腿，一人在桌下抱着炸药包，向财主大院
冲，冒着弹雨向屋墙靠近，当离墙五米多远时，敌人又向方桌上扔
手榴弹。手榴弹冒着烟从桌子上滚到地上爆炸了，爆破组内有两
名战士牺牲。剩下的三个战士继续顶着方桌前进，最终把炸药包
放在了大院西北角的墙下，点燃了导火索，在墙角顿时出现了一
个大豁口，其他战士趁机冲杀。

经过一场鏖战，日军死伤大半，剩余部分纷纷向后撤退，躲进
在院内死守等援。

据统计，徐万粮战斗，我军击毙日军四十余人，击伤六十余
人；击毙伪军二百余人，俘虏、击伤一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小
炮两门，步枪一百余支，弹药若干。在南路配合曹野清“扫荡”的伪
军李青山、周胜方等部，在王家店子也被我军击退。在沾城出动的
伪军刘佩忱部，被我四分区部队击退。至此，敌人梦想奔袭我义和
解放区、重占沾利滨地区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鬼子占领的房子内景，内部陈设都没有动过。

这栋房子就是敌人当时占领的财主大院，西边的一间房已经
拆了，只留了东侧的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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