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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祥，本是宁阳县东庄乡
的一位普通农民。如果不是日寇
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了美丽的家
园；如果不是强盗的魔爪，狰狞
地伸向自己的同胞，他也许会和
许许多多的中国老百姓一样，扶
犁耕耘，荷锄劳作，过着自得其
乐的田园生活。但当日寇将熊熊
战火燃烧到家门口时，他也和亿
万志士仁人一样，冒着敌人的炮
火，昂起了不屈的头颅，挺起了
中国人那钢铁般的脊梁。

在凤仙山、大汶河、徂徕山
这片英雄的土地上，身为八路军
山东战时邮政局邮递员的他，钻
山沟，走水路，一次次穿越敌人
的封锁线，将一份份《大众日报》
撒遍了抗日疆场，瓦解了日伪的
士气，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杀敌斗
志！日酋恼羞成怒，大为光火，一
次又一次严令清剿，百般破坏，
却始终掐不断这条钢铁战线！

东庄镇南陈村村南有个郁
家沟，那里离他家不远，长着一
片翠绿的柿子树，小时候，他经
常在林中玩耍。1942年的秋天，
当熟透的柿子犹如红灯笼挂满
树梢时，他送报归来途经此地，
巧遇陈美庄据点的4个日伪军正
在摘柿子吃。他顺手牵羊，当场
击毙3人，俘虏1人。日伪军极为
惊慌，没用我军费劲，吓得连夜
逃离了陈美庄据点。

日伪军在华丰煤矿设有一
个电灯房，主管着整个矿区的照

明。1943年的夏天，他只
身一人摸进院子，打死
熟睡中的日伪军，炸烂
了发电机，致使矿井生
产中断，鬼子矿长为此

差点儿被上司枪毙。也是这一年
的秋天，日伪军妄想对抗日根据
地进行大扫荡，我军急需情报。
他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只身一
人来到石崮集上，把手枪夹在一
捆葱里，抵住伪军队长的腰，将
他押回了根据地。由于掌握情况
及时，避免了我抗日军民的重大
伤亡。

东庄镇北鄙村东有块高粱
地。1944年的初秋时节，他护送
从沂蒙山根据地来的两名干部
越过日伪封锁的铁路线。走到那
块高粱地时，他突然发现了鬼子
的巡逻队。危急时刻，他让干部
们隐藏好，随手摘下几个高粱穗
子就大骂起来。鬼子们不明白他
的意思，翻译官说他是在咒骂偷
庄稼的人，鬼子对此可不大感兴
趣，贼手一挥，迈着整齐的步伐
走掉了。他把干部们安全护送到
大汶河北的徂徕山根据地，归来
已是午夜时分。穿越铁路时，他
扬手甩出几颗手榴弹，鬼子的中
枢桥梁便在一阵爆炸声里断成
了好几截，很长一段时间都跑不
成火车……

也许，他做的这些，与那些
牺牲在抗日前线的烈士相比，算
不了什么。但他不同！因为，他和
常人不一样。他小时候因为受风
寒导致驼背，他是那个闻名四
方，令日伪闻风丧胆、让百姓跷
指称赞的抗日英雄“王罗锅”！

当年采访他时，我曾夸下海
口，要给他写一部《罗锅传奇》，
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认识他。特
别是在日本政府加速右倾，否认
和美化侵略历史，急不可耐奔向
扩军之路的今天，就让我先写这
篇短文吧！我要告诉世上所有的
人，是他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
烈，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用生命
和热血，敲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
美梦，凝成了不屈不挠、顽强战
斗的华夏民族魂！

1600元伪钞，泰西

地下情报总站变身自

行车铺

1 9 3 9年取得平型关大捷
后，八路军115师改称东进支
队，在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率领下秘密东进至山
东的泰安、肥城山区，在肥城
闫屯村组建泰西地下情报总
站。1939年3月，上级任命时任
闫屯村支部书记的郭长灿为
泰西地下情报总站站长，并负
责筹建工作。郭长灿最初将泰
西地下情报总站设在自己家
中，下辖肥城、泰安、东平、平
阴、长清等情报分站。

1939年12月，115师司令部
为了使地下情报总站安全、有
效地开展工作，决定将泰西地
下情报总站转移至于庄，并拨
付1600元伪钞，由郭长灿筹建自
行车铺，以修自行车作掩护开
展情报工作。各地的情报人员
就装扮成商人，以谈生意做买
卖的名义往来于泰安、肥城、长
清、平阴、宁阳、汶上等地。没多
久情报人员就摸清了这些地方
敌伪的分布情况，并绘制了大
量详尽的作战地图，为我军作
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陆房突围前，情报

站已获日军行动情报

1940年4月，郭长灿因组织
安排被调走，泰西地下情报总
站站长由庞甲庭同志代理。一
日，情报总站接到肥城、平阴、
东平、宁阳、汶上等五个县敌军
扫荡的情报，庞甲庭先后派出

两名情报员前往分区司令部和
地委传递消息。等到第二天拂
晓，眼见敌军调动频繁，两位情
报员均未回来，庞甲庭担心情
报没有送达，就亲自前往分区
司令部传递消息。他刚走不久，
第一位情报员完成任务安全归
来，得知庞甲庭已离开，急忙骑
车追赶，却眼看庞甲庭同志被
敌人阻截并杀害。庞甲庭同志
牺牲时，年仅18岁。

敌人从庞甲庭的遗体上搜
出了情报，发现了自行车行的
秘密，泰西地下情报总站被破
坏，敌人掠走了车行的财物，多
名情报员被捕。7月郭长灿受组
织委派又重建了泰西地下情报
总站，恢复了情报网。

1939年4月，泰西地下情报
总站获得情报，驻山东日军危
高龟藏中将将亲率济南、兖
州、济宁、泰安等地日伪军共
8000余人，突袭安临站陆房村

一带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5

月5日晚，情报站又获得肥城、
平阴、东平、宁阳、汶上的日军
出动的情报。郭长灿迅速派情
报员将此情报报告了一一五
师师部，后来证实他们的情报
是准确及时的。但由于一一五
师在获悉情报后转移行动迟
缓，加之部队缺乏平原作战经
验，一一五师等部队在正面遭
遇到日军主力的猛烈阻击，只
好仓促退回陆房，凭借山地据
守，待机突围。

万里同志亲自制

服特务

据郭长灿同志回忆，1939年
冬，郭长灿家中来了一位名叫
郭长河的人，自称认亲，开始
并未引起郭长灿的注意。一个
偶然的机会，郭长灿发现郭长
河躲在人群中形迹可疑。郭长

灿将这一情况向路经此处的
上级领导作了汇报，时任泰西
地委组织部长的万里同志先
发制人，抽出枪来制服了郭长
河，通过审问得知其为敌派侦
察特务。

1940年9月，泰安独立团副
团长马亚鲁调分区任侦察参
谋，在去军区开会归来的途
中，与夫人停驻肖庄，被敌人
发现行踪。郭长灿当时正与其
他两位同志在肖庄执行任务，
提前获悉敌人出动的情报，立
即安排马亚鲁夫妇转移，有惊
无险地躲过了敌人搜捕，保护
了同志安全。1978年郭长灿与
马亚鲁在北京重聚，马亚鲁同
志还十分感慨地说：“长灿，那
次 不 是 你 ，我 们 俩 就 完
了……”郭长灿同志2010年于
肥城市去世，享年96岁。

（本文图片由肥城市档案
馆提供）

□曹健全 刘佳

情报，来自泰西地下情报总站
抗日奇侠“王罗锅”

□侯中兴

1945年9月5日，是海阳人
民值得骄傲的日子，海阳县留
格区大辛家乡南庄村民兵张
吉俊徒手夺取了一架日军飞
机。

上午9时许，张吉俊正在南
大沙锄红薯 ,突然一架飞机像
是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落
在离他很近的海滩上，接着有3

个日本鬼子爬出来。
躲在红薯垄沟里的张吉

俊看到鬼子，知道这是日本
的飞机，就悄悄地靠近飞机。
原来这架飞机左发动机发生
故障，迫降到这里要进行修
理。

张吉俊一抬腿上了飞机，
机舱里还有一个鬼子正在忙
碌，这时周围干活的几个民兵
也悄悄地围过来。吉俊看到有
了帮手，就跃进机舱来个猛虎
扑食，直扑那鬼子，右手揪住他

头发，左手卡住脖子把他按倒。
但鬼子年轻体壮，训练有素，从
下面翻起来，抓一把钢刀朝张
吉俊突刺过来，张吉俊向右一
闪，左手背上被刺了一刀。张吉
俊忍痛拼搏，用力朝那家伙的
小腹猛踢一脚，“哎哟”一声，鬼
子倒下去了。张吉俊一个箭步
蹿上去从他手里夺过钢刀，朝
他左肋骨戳了一刀，鬼子昏过
去了。

张吉俊在机舱和鬼子搏斗
时，其他民兵高喊着“缴枪不
杀”冲了过来。一个鬼子急忙开
枪，但都没打中，于是拔腿就
跑。但见附近的民兵从四面八
方冲来，人越来越多，那鬼子见
走投无路，饮弹自杀。另外两个
逃跑的鬼子，被民兵活捉。

在审讯3个俘虏时，其中被
张吉俊打昏后来醒来的那个鬼
子说:“不是先进机舱那个人来

打我，发动机很快就会修好，不
用5分钟飞机就飞走了。”“哼！”
另一个俘虏讥笑地说:“你们中
国人只会种高粱，能开得了飞
机吗？飞机到你们手也只是一
堆废铁！”

在场的人听着肺都要气炸
了。正当大伙十分为难时，正好
一批汪伪空军扬州起义人员赶
来了。他们8月20日在扬州起义
后，已有6人先行驾驶飞机飞往
延安，其余几人和家属等，从地
面随新四军北撤到了山东。他
们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就立即
乘车赶了过来。

巧的是，这架飞机同起义
时驾驶到延安的那架飞机是一
样的——— 日式九九双引擎运输
机。经过他们的紧张工作，很快
把飞机修好。

“飞机是咱的啦，还带着日
本的机徽干啥？”于是大家动手

把机体上印着日本红膏药的标
志洗刷掉，在机身两侧写上“中
共”两个大字。

根据上级决定，要把飞机
转移到离南庄村100多里的桃
村隐蔽。这天早饭后，飞机腾空
而起，广大军民欢呼“咱的飞机
上天啦！”飞机摇晃着机翼与大
家告别后便爬高向北飞去。

就在这时，机舱里却突然
发现多出一个人来，这人竟然
是张吉俊。原来，张吉俊曾要
求:“我没坐过飞机，想坐飞机，
跟你们同去桃村。”由于在海滩
上起飞难度大，再增加人恐怕
增加起飞的困难，当时机组婉
言谢绝了他。于是，头天夜里，
张吉俊带着干粮躲在飞机的厕
所里，等飞机飞上了天才敢出
来。不一会儿飞机到达桃村，在
一片比较平坦的地里安全着
陆。

□李炳来

海阳民兵徒手夺取日军飞机

情报！这张红色的有些残损的纸条是1940年夏张情报分站向泰西地下情报总站传递的情
报，长26 . 3cm，宽16cm，共232字，情报主要内容是报告泰西地区日伪军的动向和军力部署等情
况。该情报经修裱后现珍藏于肥城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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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忠

在我们家,珍藏着一枚保存完好
的“抗日光荣复员证”（见右图），呈圆
形，直径为37毫米，重量达9 . 5克。因
长年用红布包裹，又藏于枕头中，历
经近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至今仍
图案清晰可见，透着亮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外祖
父从老家章丘小楼村出发，在辽宁伊
通县小孤山落户，兄弟四人合伙盘炉
起火，驾着独轮车，串屯钻峪打“跑
铁”。一年四季餐风饮露，仍换不来温
饱。我二姥爷愤然弃工投军，成为野
战军三团一连二排的一名机枪手。先

后参加打狙击、反围攻近四十次战
役。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1945年6月，在一次突击战中，右腿不
幸中弹挂彩，成了“跛腿”军人。

1946年4月，为了配合国共合作，
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对部队实行“精兵
简政”，将五万野战军全部转为地方
武装；让一万余名病残、后勤、文职人
员退役归乡。我二姥爷服从部队分
配，从首长手中领取了复员证，荣归
故里——— 章丘县明水镇小楼村。

二姥爷一生未婚，归乡后，伺候
照顾他的重担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母
亲的责任和义务。二姥爷秉性耿直大
度，便把复员证交给母亲保存。

▲郭长灿

1940年泰西情报总
站收到夏张分站的情报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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