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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传仁，生于1924年，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刘家村人，曾是鲁中军区特务营的一名侦察兵。1943年，高传仁在历
城参军，加入泰安县独立营。1943—1945年间，他在泰安、章丘、莱芜、新泰一带抗日。如今，因老年痴呆症加重，高传
仁老人已无法与外界正常交流，我们只能从其女儿高吉英处得知老人抗日的点滴。

留留一一颗颗手手榴榴弹弹准准备备拼拼命命

高传仁认出了复员证上的自己，久久不愿放下证书。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1938年以后，历城县南山区包括锦阳川、锦绣川、锦云川，先后落入日
寇之手，仲宫镇成了敌人的枢纽。敌人为占领该处地盘，把住济南南部山
区的门户，先后建立了仲宫、柳埠、高而敌伪据点，不断对周边村庄进行
扫荡。该处日军还经常与张夏、党家庄、邵而地区日军来往。

在此情况下，许多像高传仁一样的历城区（原历城县）当地居民纷纷
加入抗日组织进行抗战。记者从仲宫镇民政部门了解到，仲宫镇目前有20

多户抗日烈属家庭，高传仁是唯一在世的抗战老兵。

仲宫镇抗战老兵仅剩一人

相关链接

我父亲在部队里任侦察员。他
与战友经常在村外主干道上偷袭
日本人。他跟战友一人一边藏在路
两旁的草丛里，看见日本兵骑马过
来，他们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绊马索
拉起来，绊倒马匹，俘虏日本兵，战
绩不错时，一天能俘虏五六个。不
过，父亲他们一旦不成功，就可能
被日军活捉甚至砍头。

父亲谈起次数最多的还是他
们反扫荡的那场战斗。当时，日军
集合千人兵力进行扫荡，鬼子的战
斗力很猛，虽然他们团是当时周边
地区最强的抗日部队，可还是被鬼
子给打散了，包括他们连长在内的
很多战友都被日军打死。

被打散后，父亲和另外六七个

战友逃到附近村里，躲在一家农户
的牛栏里。后来，农户主人又让父
亲几人躲到了里屋的橱子里。

橱子是嵌在墙里的，后面有个
通道直接连着窗户，顺着窗户爬出
去后，父亲几个人就躲在胡同下面
的地沟里。

父亲说，当时连长给他们每人
发了一颗手榴弹，一旦谁被逮住
了，就和敌人同归于尽。庆幸的是，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几人。据说，他
们那场仗打得很惨，他们打死了十
来个鬼子，但损失了几十个人。

随着父亲年纪增大，很多事都
想不起来了。不过，他以前跟我说
过，去世后立碑时，一定别忘了在
上面刻上他抗日打过鬼子的事。

鬼子大扫荡，农户帮他们藏身

口述人：高吉英（高传仁的小女儿）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杰

复员后不搞特殊，拒绝政府安排工作
在采访中，高吉英展示了高传

仁当年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
表》。该登记表简单勾勒出了高传
仁的抗日经历：1938年参加了抗日
红枪会；1943年5月在历城参军，编
入泰安县独立营二连；1944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编入鲁
中军区特务营四连当侦察兵；1945
年7月，编入鲁中军区八纵第四师
第十二团侦察连……

根据该登记表记载，高传仁作
战非常勇敢，军事素质过硬，曾荣
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
功三次。另外，高传仁还曾在华东
第二编练基地接受过坦克驾驶训

练，可在一般地形

下驾驶坦克。
高吉英称，高传仁性格沉稳踏

实，不爱说话，也不爱搞特殊化。从
部队复员回家后，历城区政府曾为
他专门安排工作，但高传仁却以不
想给政府添麻烦为由拒绝。之后，
他又以同样理由拒绝了村大队让
其在生产队开拖拉机、当保卫等差
事。“最后，他选择在生产队电磨组
当组长，始终在劳动第一线。”

高传仁的儿女们心中一直有个
遗憾——— 没有趁高传仁身体好时，多
听他聊聊当年的抗日经历，为他保留
一份文字记录。“那时候我们没这个
意识，他也不主动讲；现在知道历史
珍贵了，他也老得说不清楚了。”

高传仁家住历城区仲宫镇刘
家村。记者近日来到他家时，老人
正躺在一个躺椅上。老人神情呆
滞，面对来客或者家人都只是“啊
啊”地叫着，已无法正常沟通交流。

“我爸今年92岁了。他现在越来
越迷糊，常喊饿。有时刚吃过早饭，就
又要东西吃，还说自己已经四五天没
吃饭了。”高吉英称，父亲患有老年痴
呆症，随着年龄增大，病情也越来越
重，“连我们都快不认识了。”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高吉英向
记者展示高传仁的复员证时，躺在
床上的高传仁忽然流出泪来，他哆
嗦地指着证书上的照片说“这是我
啊……”老人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

记忆也随着病痛模糊了，但老人手
握着复员证，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照
片，久久不愿放下。

高吉英称，老人的下半身现在
已无法活动，每天晚上都需要她来
帮老人翻身。虽然眼下天气转暖，
但因腿脚血脉不循环，老人仍穿着
棉衣，盖着毯子。

作为村里的低保户，高传仁的
经济来源主要有两项：低保金和90
岁以上老人的高龄补贴，两项加起
来每季度2052元。这些根本无法满
足老人的日常开销，“父亲这几年身
体越来越差了，医药费的开销很大，
买两盒药就得花100多块钱，还得照
料我哥，生活很辛苦。”高吉英说。

身患老年痴呆，依靠低保过活

这张登记表记载了老人的抗战经历。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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