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轰轰隆隆””一一声声，，敌敌人人碉碉堡堡开开了了花花
蒲滨战役，历时22天，解放了蒲台县、滨县大小村镇6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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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台城(1956年3月，蒲台县
建制撤销，其黄河以北属地划并
于滨县，黄河以南属地分别划并
于博兴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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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滨北街道办事处)，位于蒲
台城北20余里处。两城交通便利，
遥相呼应。

1945年6月10日下午，渤海军
区主力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
地将县城外围据点分割包围，主
力一部摸进蒲台城北关。正当我
军按原计划蒲台城之际，惠民、滨
县的日伪军倾巢出动向蒲台城扑
来。我军是放弃攻城还是围堵打
援？虽然参战部队有限，困难重
重，但还是选择了后者，城内的战
斗更加激烈。退守在城内核心工
事中的敌人，困兽犹斗，企图待
援。蒲台城四门失陷，敌人已成瓮
中之鳖，突击队员冲上去，“轰隆”
一声，敌人的碉堡开了花，核心工
事内的敌人伤亡过半。下午4时，
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胜利攻克蒲
台城，沦陷了八年的这座古城宣
告解放。我军围攻蒲台城之时，还
包围了蒲台城外的玉皇堂、北镇、
道旭、小营等敌人据点。

攻克鳌头周后，我军兵分两
路，南路以陶唐口(邹平县属)为
目标，北路以滨县城为目标，迅速
扩大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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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区独立团二
营、滨县独立营和利津县独立营，
分别从东北和南边发起进攻。渤
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把指挥所设
在滨城东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军区直属团团长郑大林和政委孙
正，冒着枪林弹雨率领部队突入
城内。战斗空前激烈，敌人的工事
全部被摧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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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坤等被歼灭，余敌四
散逃窜，至此，滨县城全境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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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四分区、五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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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晓霜 王领娣

我军攻克滨县县城后，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纠察队认真维持城镇秩序。 (资料图)

焦桥后三村惨案>>

保保守守抗抗日日机机密密，，乡乡亲亲宁宁死死不不屈屈

1939年冬，驻扎在焦桥
据点的日本鬼子对长山县
六区的抗日根据地后三村
加紧了封锁，并派遣密探对
经常出入后三村的抗日武
装进行侦察，腊月二十九这
天，夜幕降临，寒风刺骨，后
三村抗日自卫团团长曲本
秀奉命出村送信，刚出村不
远，就被潜伏在墓地里的敌
人逮住，曲本秀刚想设法毁
掉藏在身上的密信，不料被
敌人搜去，敌人逼问他信是
受何人命令送出，送到哪
里，交给什么人等问题，曲
本秀沉着冷静，一口咬定信
是在路上拣的，他这次出去
是走亲戚借钱。

曲本秀当时37岁，是村
自卫团团长，妻子是村妇教
会的会长，夫妻俩都是抗日
骨干分子，他深知，如果走
漏消息，责任重大，不知要

有多少人头落地，他下定决
心，即使牺牲自己，也不能
出卖同志和组织。

敌人把曲本秀押回村
后，交给日本鬼子队长长谷
川，“杀人魔”长谷川对曲本
秀开始严刑拷问。了解内情
的人透露，长谷川的父亲也
是侵华日本鬼子，在战场上
被中国抗日部队击毙，他对
中国人民比别的鬼子更狠
毒、更残暴。长谷川凶相毕
露，惨无人道地把火炉烧红
的环形碳坯挑起来套在曲
本秀的脖子上，烙得他几次
昏死过去，等醒来后再问，
得到的答案依然是“不知
道”，日本鬼子又将烧红的
火柱在曲本秀的脊背上烙
烤，脊背上冒着白烟，散发
着焦糊的腥臭味，曲本秀回
答日本鬼子的还是“不知
道”。

送信落入魔掌惨遭酷刑

第二天拂晓，鬼子纠
合伪军全副武装，杀气腾
腾地押解着曲本秀重返后
三村桥头。

曲本秀在寒冬腊月的
凛冽北风中，赤着胳膊，浑
身是血，被五花大绑地站
在桥头上，长谷川指着被
威逼的群众，吓令他们指
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八路
军。并威胁说，谁要不说就
把他全家杀光，曲本秀望
着无辜被逼来的乡亲们，
愤怒地对长谷川说；“不知
道就是不知道，杀了我也
不知道。”长谷川黔驴技
穷，气急败坏地嚎叫着，将

曲本秀踢到河底，早已被
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曲本秀
壮烈牺牲。

长谷川见曲本秀气绝
身亡，便对后三村群众大
施淫威，大声恫吓，乡亲们
个个怒视敌人，宁死不开
口，敌人将枪口对准群众，
后三村村长曲遵臣为了保
守抗日机密，保护村内群
众，被敌人打得奄奄一息，
群众曲文希当场被打死，
曲爱芳被毒打致残，禽兽
般的鬼子把20多名姑娘、
少妇捆绑成串，用刺刀威
胁，押到焦桥鬼子据点糟
蹋……

后三村百姓无辜遭劫

抗战不忘发展
根据地经济

李人凤，原名李本厚，山东省临淄
县北羊乡南卧石村人，他是清河、渤海
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1937年

“七七”事变后，李人凤响应党积极组
织抗日武装的号召，与其他成员组织
了以当地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志
愿军训团”。同年10月，日寇侵入山东，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
逃。李人凤毅然带领从未打过仗的“学
生志愿军训团”奔赴胶济路沿线迎击
日寇。在矮槐树村附近伏击了沿胶济
路东进的日寇先遣分队，击毙日寇小
队长等敌军数名，缴获军旗、枪枝、望
远镜等许多战利品。这次战斗是日寇
侵入山东境内后在胶济线上遭到的第
一次打击，揭开了清河平原抗日游击
战争的序幕。

李人凤重视根据地经济发展，发
行北海币，建立税收制度。当时由于敌
人的封锁，根据地日用工业品十分缺
乏。在李人凤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些生
产军需民用产品的小型工厂和手工
业。办起纺织、盐业、渔业、造纸、油坊
等合作社事业，促进了根据地与敌占
区的商品交流，增加了农民收入，发展
了根据地经济。渤海沿海地区盛产食
盐，但在敌人的封锁下，大批食盐积
压，敌占区人民只能买高价盐吃。根据
地的一些盐业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
无力运销。李人凤了解这一情况后，毅
然批准盐业合作社赊销食盐，使敌占
区的人民吃上了廉价食盐。根据地用
销盐获得的伪钞，从敌占区换回了大
量急需物资和生活用品，促进了根据
地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王晓霜 王领娣

1937年7月，“七七”
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
争爆发。在民族危急存亡
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深
入敌后，在各地发动人民
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力
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以后，由于游
击战争的巨大发展和抗
日根据地广泛建立，严重
威胁着敌人的后方，日寇
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
地的进犯，残酷地进行大

“扫荡”。原长山县六区
(今邹平县焦桥镇一带)是
抗日根据地，1939年农历
腊月底，焦桥据点的日本
鬼子制造了一起灭绝人
性的惨案，曲本秀等人为
保守抗日机密壮烈牺牲。

本报记者 王晓霜 王领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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