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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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滨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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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麦收冒雨进城

蒲台城，坐落在黄河之滨，城高丈余，
护城河宽数十尺，日伪军长期盘踞，惨淡经
营了8年。滨县城，位于蒲台城北20余里处。
两城交通便利，遥相呼应。“说白了，这是一
场抢粮之战。”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李文进介绍，蒲滨战役的起因就是因为
抢夺粮食，“正值麦收，不光我军需要粮食，
那些日伪军长期盘踞于此也要吃饭啊，这
场战役也因此打响。”

1945年6月10日下午5时，渤海军区主
力部队冒着蒙蒙细雨，从50多里之遥的刘
家集向蒲台挺进。夜里10时左右，我军在夜
幕掩护下悄悄地将县城外围据点分割包
围，主力一部摸进蒲台城北关。战斗打响
了，我军首先使用迫击炮猛轰敌人的工事，
敌人顽强抵抗。

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正当我军按
原计划夺取蒲台城之际，惠民、滨县的日伪
军倾巢出动，向蒲台城扑来。我军一举攻克
东门，接连拿下6个碉堡。下午4时，经过近
一昼夜的激战，我军胜利攻克蒲台城，沦陷
了八年的这座古城宣告解放。同时，三营打
援部队也传来捷报，他们不仅击退了惠民、
滨县的增援之敌，还打死日军中队长松本，
活捉了几名日本鬼子，一营、三营胜利会师
于蒲城。

“我军在围攻蒲台城之时，还包围了蒲
台城外的玉皇堂、北镇、道旭、小营等敌人
据点，同时歼灭了伪蒲台县长兼警备大队
长徐秉彝。”李文进介绍，其中，玉皇堂位于
黄河以南，距蒲台城20余里，是敌伪边沿据
点，又是蒲台县伪县长徐秉彝的老窝。

我军扫清了玉皇堂、道旭、北镇外围据
点后，小营的敌人还想作垂死挣扎，固守待
援。我军于6月10日晚包围了小营的两个碉
堡，并做好了攻击准备。就在双方沉寂之
际，徐秉彝战战兢兢地向碉堡走去。他眼见
蒲台城失守，外围据点接连被攻破，再拼下
去也没好结果，就命令驻守小营据点的伪
中队长李连申放下武器。我军没费一枪一
弹，便生俘徐秉彝，轻取小营。至此，蒲台县
全境解放，我军共毙俘敌伪军1400余人。

◆激战一夜拔除据点

我军攻克蒲台城，扫清了蒲台城外围
之敌后，又乘胜向滨县境内推进。军区直属

团和特务营沿黄河西进，直取滨县伪县长、
伪团长杜孝先的老巢鳌头周据点。鳌头周
位于滨县城南40里北镇西10余里处。顽匪
头子杜孝先妄图独占滨县、惠民、沾化3县，
在鲁北地区长期横行下去。敌人在鳌头周
村外筑起了高达15米的围墙，围墙封顶宽
三米，并筑有坚固的掩体。四门外建有4个
大碉堡，碉堡左右各修两个炮楼。围墙外挖
了一道宽6米深3米的内壕，内壕外又开挖
了一道宽10米深5米的外壕，内外壕之间设
了一道铁丝网，网内下梅花桩，桩下埋设地
雷。鳌头周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
攻。

壕深，深不过我们对敌人的深仇大恨；
墙高，高不过我们战胜敌人的高昂斗志。6
月11日夜约10时，我军对鳌头周展开围攻。
战斗首先从东南方向打响，我军占领南门
之后，第二梯队从南面围墙攻上来，西南炮
楼的敌人疯狂反扑，战士们用手榴弹进行
还击，顷刻间，炮楼晃动，敌人的机枪哑巴
了。突击队乘虚而入，一举拿下伪营部。经
过交战，敌人损失惨重。残敌见“大本营”失
守，败局已定，纷纷缴械投降。第二天，太阳
从东方冉冉升起，清爽的晨风吹散了战斗
的硝烟。此次战役，除伪县长、伪团长杜孝
先带伤率百余人逃跑外，其余守敌800余人
被我军毙俘。

◆粉碎日军报复扫荡

攻克鳌头周后，我军兵分两路，连续攻
克陶唐口、张官庄、尚店、杜店等10余处敌
据点。滨县二十里堡伪军一个中队，在伪中
队长孙洪德率领下弃暗投明，至此滨县全
境大部分解放。16日夜，滨县守城伪军中队
长耿兴盛率领600余人向我军投诚，余敌在
200余惠民援敌的接应下弃城而逃，我军胜
利收复滨县城。

此后，日军仍不死心，为挽回败局，他
们调集张店、惠民之敌3000余，配合蒲滨溃
散残敌共6000余人，以夺取蒲滨两城为目
标，于6月21日对我军实行报复扫荡。我军
为避敌锋芒，遂主动撤出滨县城。24日，自
称国民党嫡系的韩兆坤在大汉奸刘佩忱的
直接指挥下，率1100余人进驻滨县城充任
伪县长，敌人虽再一次反扑过来，但已是强
弩之末。27日，在我军区主力部队、地方武
装的全面打击下，敌人的“扫荡”草草收场，
被迫撤退回城，死死固守。为了彻底粉碎敌
人的企图，重新收复滨县城，渤海军区首长

决定7月1日再次向滨县城发起进攻。
这天下午，乌云密布，淅淅沥沥的小雨

下个不停。6时，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军区特
务营迅速攻入西关，斩断了敌伪西逃之路。
我军分别从东北和南边发起进攻。战斗空
前激烈，敌人的工事全部被我军摧毁，大街
小巷血流遍地，横七竖八躺着敌人的尸体。
经两小时激战，我军再克滨县城。守敌王复
成、韩兆坤、成建基部大部被歼灭，余敌四
散逃窜，至此滨县全境解放。

◆黄河大汛遗迹难寻

整个蒲滨战役，自6月10日起至7月1日
第二次解放滨县城止，历时22天，解放了蒲
台县、滨县大小村镇600余个，缴获长短枪
1500余支，机枪23挺，大炮22门，汽车11辆，
战马40匹，粮食32万斤，毙伤、俘虏及投诚
的敌伪军共2900余人。蒲滨战役的胜利，使
渤海四分区、五分区及六分区根据地连成
一片，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渤海区根据地，大
大改善了渤海平原上抗日斗争的形势，鼓
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做好了准备。

李文进告诉记者，中国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1956年撤销了蒲台县建制，后又鉴于
黄河对旧蒲台城一带的威胁日益严重，
1965年，政府投资陆续将旧蒲台城厢附近
的村庄迁移至北镇黄河堤外重新安置。

“1976年8月29日，黄河大汛漫滩，政府组织
人力将此地人畜尽数迁出，当夜，洪水冲决
蒲台护城堤，瞬间就使这座近千年的古城
变成了一片泽国。”李文进说，六年后，政府
决定将这里改建为水库，名为“蒲城水库”。
但人们根据其水面浩瀚，有多称其为“湖”，
并根据其原名“蒲城”而成“蒲湖”，现用于
工农业生产用水。

1945年，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断发起攻势作战，抗日战争取得节节胜
利。5月，广袤的渤海平原上麦浪滚滚，丰收在望。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保
卫麦收，渤海区党委、军区准备在6月上旬，对蒲台、滨县一带的日伪军进行一次
大的打击。我军4000余人首先开展了大练兵运动，而盘踞在蒲台县、滨县的敌人
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强征民夫，构筑工事，妄图垂死挣扎。一时
间，蒲滨大地上战云密布，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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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滨战役中攻克的蒲台玉皇阁据点。

蒲滨战役中缴获的日军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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