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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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家井战役:

以以少少胜胜多多振振军军威威

1939年农历四月十九是刘家井村老百姓苦难的一天，
也是抗日军民给以日寇沉重打击的一天，八路军3000人对
抗日伪军5000人，终以牺牲73人的代价，击毙日寇800余人，
创下了三支队军民团结抗日、以少胜多的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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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井战斗遗址纪念碑。

董传爱带着记者参观刘井战斗烈士陵园。

邹平县魏桥镇刘家井村70岁的老支书董传爱，没有经历过刘家
井战役，但是生活和出生在这一片土地上，他总是听老人们谈起过，
随着老人们渐渐离世，董传爱觉得，要将这场战役用文字的形式记
录下来，让后人能够明白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更为了缅怀那场战役
牺牲的军民。董传爱说，他在人民公社时，老人们经常谈起这场战
役，但是他们没法系统还原战争的过程，他通过县志和实地采访，将
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赋予纸上，流传后人。

关于这场战役，董传爱讲了好多遍，在战争旧址上建立起来的
烈士陵园成为了他教育孩子们的老师，每逢清明等节日，前来扫墓
的孩子都能从他口中感受这场战争发生的始末和过程中八路军英
勇感人的场面。

1937年农历四月十七，由杨国夫、景晓村率领的三支队主力在
焦桥前后三元村一带与马耀南汇合，研究决定西进开展对章丘、齐
东的抗日工作，部队在途中驻扎刘家井一带修整，司令部和清河特
委机关及特务团一营和警卫营驻刘家井村，十团团长李人风带两个
连和一个特务连驻吴家、大碾村、特务团一营驻西左村，政委马晓云
和团长孙正带领的七团驻扎韩家村，二梯队司令孙鸣岗驻刘聚桥
村，长桓独立营驻郑家村，由王乐之、高鲁带领的齐东独立营驻马庄
村，总兵力达3000人。

农历四月十九拂晓，日军少将松本纠集了济南、章丘、齐东、青
城、惠民、周村、张店等地的日伪军5000余人，配有汽车百余辆，炮兵
骑兵各一部，统一指挥，从东北面围剿而来，妄图一举消灭三支队。

当时的刘家井村是一个百余户人家的小村，早年为防匪患，曾
挖壕筑墙，围墙修得特别坚固，大约高5米，宽3米，周围有护村河，河
中有很深的水，有5个像城门一样的围子门，都很坚固，门楼上有炮
台，下面有吊桥，算得上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正是依托刘家井村的
防御工事，三支队在马、杨二位司令的指挥下，决定就地反击，粉碎
敌人的进攻，杨国夫副司令带领各营的干部查看了地形，做好了充
分的作战准备，同时发动刘家井村民一同进入阵地，并肩作战。杨司
令是个参加过红军的指导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身披军装，头戴
草帽，在村口指挥战斗。

太阳升起后，日伪军三面包围了刘家井村，从北面发起进攻，敌
人以密集的队形，多次进行冲锋，大炮不断向村内发射，围墙上的八
路军战士和村民刘振秀、刘桂清、梁启绪等青壮年，他们用八门“五
子炮”和护家用的“抬枪”以及战士们的几挺机枪与一些“单打一”

“汉阳造”等老式武器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机械所所长吕福
禄指挥持土炮的战士，在敌人距离五六十米时猛烈轰击，一大一大
片敌人不断地反击，吕福禄越战越勇，索性脱去上衣，打几炮换一个

地方，一鼓作气打死了三十几个敌人。指导员孙华利自己就打死敌
人18个。指挥北面的部队半天打退了敌人十余次进攻，有一个战士
小名叫小罐子，消灭了十几个敌人后，子弹卡了壳。马上跑下围墙就
近到刘振星家借了锤子砸开枪栓，一颗炮弹落在身边，他的肠子被
炸了出来，小罐子英勇牺牲了。

日寇在多次进攻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就动用了重型大炮，企图
炸平刘家井村，炮弹的轰炸声像开锅一样响成一片，村民刘振长和
母亲被炸伤，年迈的姥姥被炸死。颜廷功的弟弟也被炸死，董传忠家
的房子被炸毁，大火通天，村民刘桂清在围墙上作战，听到妻子和儿
子被炸伤的消息，更是义愤满胸，狠狠装满了一枪碎铁皮，拉动火
线，一连击倒了十几个敌人，由于军民团结抗日，英勇斗争，半天多
的时间，日寇的进攻未取得半步进展。

下午3点后，东面驻西左村的八路军特务团一营，由于子弹打
光，被迫退出西左村，刘家井村东面失去了西左村的掩护，敌人趁机
从东面猛攻刘家井的东门。五门重炮连发在东围墙上打开了一个5
-6米的左右的缺口，敌人蜂拥而入，八路军特务团一连和三连战士
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敌人又冲了上来，班长
赵廷水带领战士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士李德富与敌人扭打在一
起，他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全体官兵奋不
顾身，艰苦作战，一直坚持到黄昏。

军民联合共同抗日 土炮抬枪退敌多次

借风沙安全转移 日寇羞怒施暴行

在天将黑时，一阵黄风刮得天昏地暗，双方停止了战斗，八路
军趁天黑从南门突出重围，安全退到了芽庄湖，恼羞成怒的日寇，
从东北门进了村，他们恨透了刘家井村的老百姓，见人就杀，村民
刘桂亮被活活用刺刀穿死，哥哥刘桂桐跑得快，脊梁上被穿了一刺
刀，侥幸活了下来。日寇砸开刘振平家的大门，冲着屋门一阵扫射，
一家人倒在血泊里，刘振平的叔叔被打掉了耳朵，妻子和嫂子惨
死，两个妹妹被打伤了腿，刘振全家大门被砸开后，三个鬼子冲刘
振全迎面刺来，幸亏他自幼习武，三拳两脚踢飞了鬼子的刺刀，趁
机跳过一堵矮墙，藏了起来。

这时大街上鬼子的哇哇喊叫声，砸门声响成了一片，眼看刘家
井村要遭劫难了，一位曾经在日本做小铲匠手艺的老汉颜景湖跑
到一个日寇君面前用日语说了几句，正好这个日寇军官是当年店
东家的小孩，还认识老汉，他编了几句瞎话，支走了日寇，刘家井百
姓幸免于难。天也黑下来了，日军怕中埋伏，用汽车拉着日军的尸
体，向九户方向撤退了，遇上八路军埋伏的地雷，炸得尸飞丧胆，大
皮鞋都挂在了树枝上，路上一片狼藉。

这是八路军三支队与日军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军民
团结，同仇敌忾，共同抗日，沉重打击了日寇，战斗共击毙击伤日伪
军800余人，其中日军417人。在这次战斗中，73名八路军战士英勇
牺牲，很多战士牺牲时只有十几岁，战役结束后，刘家井、北韩、西
左等村的群众自发就近选择幽静之处将烈士厚葬，每逢清明，战役
纪念日等村里群众都会到墓前祭扫。

英雄埋骨昔日战场 后人主动无偿扫墓

董传爱说，由于当年在刘家井战役中牺牲的很多烈士都没有
留下姓名，加之经历过此战役的老人多已去世，很多烈士墓已成荒
草丛生的土堆，孤零零散落在荒郊田间。

1964年，中共邹平县委下发文件，要求修建刘家井烈士陵园选
址在刘家井村东边的一处杨树林中，修建陵园最大的难处在于迁
坟，战役中牺牲的73名烈士的墓散落在周边的十多个村庄，寻找及
确认身份都需要群众的配合才能顺利完成，原本工作组计划用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寻找，没想到修建陵园的工作得到了各村群
众的大力支持，各村公社一得到消息就迅速开展工作，主动联系工
作组73座烈士墓仅仅用了2天就完成了，刘家井烈士陵园占地5 . 3
亩，由于陵园中大部分烈士姓名已无法确认，有的仅晓得外号，所
以不少墓碑上没有刻名字，如“八路军三支队司号员小瓮子烈士之
墓”，有的只知道姓，如“八路军三支队战士肖烈士之墓”，还有的就
只写了“八路军三支队战士革命烈士之墓”。1978年邹平县委，县政
府又在陵园中修建了一座高约8米的纪念碑，正面刻“为国民而死，
虽死犹荣”。

刘家井烈士陵园建成以后没有成立专职管理人员，一直由经
历此战的村民自发打扫，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们多年事已高，刘
家井烈士陵园中也是荒草丛生，野草盖过坟头，成为了一片荒地，
附近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这里曾发生一场惨烈的战役，陵园周
围高大笔直的杨树也曾被盗取。

刘家井村村民刘德龙看到这一切，急在眼里，疼在心里。刘家
井一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是中国人民顽强抵御外敌的
见证，烈士们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死后怎能遭此辱没？慎重
的思考之后，刘德龙决定无偿为烈士守墓。

刘德龙带着妻子清理了陵园里的杂草，栽上了松柏和月季，几
天以后，刘家井烈士陵园的南边又多了两间茅草屋，这是刘德龙捡
来的树干自己搭的，随后他又用树枝编了简易的围墙，经过他一拾
掇，陵园焕然一新，而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守墓生活。

谁也没想到，刘德龙这一守就守了30年，2013年，中共邹平县
委，县政府曾重建刘家井烈士陵园，将面积扩大到了6亩，修建了新
围墙，还在南边为刘德龙特意盖了两间砖房，有人曾问刘德龙是否
后悔，他表示这是他应该做的，将来他走不动了，他的子女将接替
他继续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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