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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 主打

今 日 商 河

““伤伤疤疤是是对对历历史史的的见见证证””
抗战岁月给老兵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听闻9月3日要举行抗战胜利70
周年阅兵的消息，商河县袁窦村102
岁老人卞如荣激动不已。她一遍又一
遍地表达着自己想要看看阅兵仪式
的想法，她对孙子说：“你们不知道，
当时胜利有多难！”

商河县城第一次沦陷的时候，卞
如荣24岁，已经结婚生子。她所在的
商河县孙集镇袁窦村距离商河县城5
公里左右。她听村里的人说：“鬼子来
了，赶快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当大
家都处在恐惧中时，日军占领商河没
几天就走了。卞如荣说：“鬼子来的时
候气势汹汹，我们都吓得不行，孩子
他爹一个劲嘱咐我们没事别出门。”

日军南下之后，卞如荣说：“当时
的商河混乱得不行，国民党杂牌军和
地方顽固势力相继成立武装队伍，他
们打着抗日的旗号为非作歹。”没多
久，日军又重新占领商河县城，这次
占领后，日军开始将魔爪伸向商河人
民。

1939年10月，卞如荣听到村里外
出的人说：“鬼子杀人了，赶紧逃啊！”
后来才知道，日军去了孙集村，进村
后见人就抓，要是有人反抗就立马杀
掉。卞如荣说：“妇女老少全都不放

过，听说孙集村死了三四十人。”
当时，整个中国都在抗战，共产

党员在村里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卞
如荣说：“他们开会啥的很小心，都是
在晚上，我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我
也是1947年入党后才听说的。”

对于解放商河的具体时间，102
岁的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中
秋节前后。老人略显无奈地说：“我咋
给忘了？”据她描述，当时村里建起了
很高的围墙，县里的抗战队伍和敌人
战斗，没多久就听说八路军来了。

卞如荣说：“当时的八路军都很
自觉，他们有的就睡在我们村里的胡
同里，睡醒后接着战斗。”八路军来了
之后，卞如荣和村里的姐妹们给八路
军补衣服、纳鞋底。“你们不知道啊，
八路军走路太多了，很多人的脚底都
磨出洞来，我们给他们做的时候，都
特意加厚点儿。”老人激动地说。

让老人骄傲的是，当八路军负责
后勤的战士看到她纳的鞋底后，一个
劲地夸纳得好。看到现在的军人都穿
军靴，老人感慨说：“现在他们的鞋多
舒适啊，想当年战士不知道吃了多少
苦，咱过上好日子了，可别忘了他
们！”

八年抗战岁月，他们是亲历者，风雨飘摇之时，他们尽全力与敌
人搏击。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他们看到了商河人民的困苦，也看到
了商河人民的坚强。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记忆正在消逝，但与战争
有关的日子，却越发清晰。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潘成方

百岁老人卞如荣：纳的鞋底八路军都夸好

抗战老兵李尚坡：当兵时还没有枪高

走进商河县韩庙镇胡营村，村
里人提起李尚坡总是一脸骄傲，
1929年出生的李尚坡是一位抗战老
兵。身为孤儿的他，12岁便参军抗
日，后来跟随军队南下，赶上了抗战
的“末班车”。参加过渡江战役，经历
过抗美援朝，26岁复员回家。

李尚坡小时候正值兵荒马乱，
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已经忘记父母
是何时去世的，只记得小时候只能
靠讨饭为生。直到1940年前后，村里
来了他的“贵人”。

韩庙镇是商河的革命老区，处
于济南、滨州、德州三市交界处，交
通地位极其重要，在抗战期间有不
少军队临时驻足。来到他村子里的
抗日队伍，李尚坡至今不知道具体
名字，只听村里人都称抗战队伍为

“十一团”。他记得团长长得十分魁
梧，身材很高，脚也很大，走路都带
风。李尚坡说：“我当时就想跟随他
们参军，我小打不了鬼子，但是我能
干点别的，跟着他们总不至于饿死，
当时村里人都很穷，谁也没有多余
的力量照顾我。”

一天晚上，趁着“十一团”还在
村子里休息的时候，李尚坡找到了
团长。李尚坡说：“我当时就和团长
说我要当兵，让他走的时候带上
我。”团长看见李尚坡个子较小，问
其年龄。“我当时长了个心眼，怕他
不带我走，我就说我16岁了。”

团长听了李尚坡的回答后，觉
得不可思议，让战士拿了一支步枪

回来。团长将步枪竖起来
在他身上比了比，发现李

尚坡还没有步枪

高。团长笑着说：“你还没有枪高，咋
当兵啊？作战的时候你根本就跟不
上趟。”在听闻李尚坡是孤儿的时
候，团长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乐
陵（现在德州乐陵市）的医院做看护
员。

来到医院后，李尚坡每天都能
看到有不同的伤员送来。李尚坡说：

“有很多战士受伤很严重，缺胳膊少
腿是常事，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但
是战士们都很能忍，我打心眼里佩
服他们。”带着对战士的敬佩之情，
李尚坡照顾伤员格外用心。

在伤员的带领下，李尚坡也和敌
人展开小规模的战斗。他印象最深的
一次是去德州地区破坏铁路。敌人的
一批物资和部队要通过德州，李尚坡
他们接到上级通知去德州破坏铁路。
他和“三边县”（现在位置大约是惠民
县的西部、商河县的东部和南部、济
阳县的北部）的一些战友来到德州，
当时的工具有限，他们就拿着铁锹、
铁棍等，靠人力硬砸。李尚坡说：“我当
时年纪小，力量不足，砸起来比别人
要费劲一些，不一会儿手上就磨出了
血疱。纯靠人力，我和战友撬了一天
才把铁路撬掉。”

作为商河人，李尚坡没有参加
过解放商河的战役，他当时在连长
李茂泉（音）的带领下，去了别的地
方，也逐渐从看护员发展成为一位
抗日战士。李尚坡之前有十几个军
功章，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外加一枚
抗战60周年的纪念章。李尚坡说：

“这些军功章见证了我参加革命的
那些日子，我得好好留着，做个念
想。”

1924年出生的信玉林，是德州
乐陵市郑店镇（原属于商河，1964
年区域划分归乐陵）人，他头上的
伤疤是战争抹不去的痕迹。1939年
7月，15岁的他参加了革命，参加过
卢家、小胡家两场战斗。91岁的他
常说：“看到现在大家发展得这么
好，当初战士们的罪没白受。”

1937年，商河在11月开始沦
陷，日军占领没多久，就弃城南下。
到1938年，商河县城第二次沦陷。
在日军的操纵下，汉奸李干臣粉墨
登场，当了伪县长，实行“三光政
策”，百姓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玉林在
1939年7月份参加了革命。信玉林
说：“日军两次占领后，咱商河的百
姓太受苦了，日军到处残害百姓，
虽然我当时年纪不大，但我想打鬼
子。”15岁的他在县政府担任通信
班班长，在商河和乐陵的部分地区
进行抗战。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卢家战斗
和小胡家战斗。在卢家战斗中，他
头部负伤。1941年前后，正值麦收，
信玉林和战友们在卢家村（现沙河
乡卢家）隐蔽，后来接到线报，黄屯
据点伪军出动外出扫荡。信玉林
说：“敌人大约10个人，我们人员较
多，于是决定对敌人发起进攻。”

在此次战斗中，信玉林和一位
同岁的战友张春贵（音）隐蔽在卢
家村西边的一个坟头。信玉林在隐
蔽中，听见一声枪响，随后看到战
友被敌人击中腿部受伤不能行走。
后来得知，战友被鬼子用刺刀刺杀
在坟头。他自己在战斗中负伤，子
弹擦着头皮飞过，头上的伤疤现在
依然清晰可见。在这次战斗中，信
玉林有4名战友牺牲。

信玉林说：“每当触及头上的
伤疤，我就想起那些战斗，战士们
身上的伤疤是对历史的最好见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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