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指挥挥战战士士用用步步枪枪打打下下日日军军飞飞机机
战火纷飞年代，济南人民英勇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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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3日讯（记者 肖龙凤）
“在家里看感觉不那么强烈，还是来这里
跟大家一起看有感觉！”3日上午，甸柳新
村街道第一社区居委会礼堂里，激扬的
歌声和整齐的掌声不时传来。应社区党
员们的要求，社区党委组织100多位社区
党员集体观看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听着国歌、看着国旗的时候，我就
想掉眼泪，国家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可
是那些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都没有机会
看到了……”80岁的社区老党员桑子谦
不顾社区党委的劝阻，一大早拄着拐杖
从远在王舍人的住处赶来，他说：“我们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是要铭记历史，珍
惜现在，更好地维护现在来之不易的和
平生活。”

本报9月3日讯（记者 肖龙凤 通
讯员 王晓燕） 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之际，益寿路社区党总支走访慰问辖区
抗战老荣军，送去节日的祝福。

山东省荣军总医院是益寿路社区的
驻地单位，其中也有几位在此疗养的抗
日老战士，他们平均年龄88岁，自十几岁
就参加了红军，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
役等，屡获奇功。益寿路社区走访慰问了
这些老战士。

社区党员集体观看阅兵式

益寿路社区慰问抗战老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略济南期间，有一群人英勇投身抗战，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自己
的全部力量，有的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记者获悉，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济南抗战时期历
史全景史录系列丛书》已出版发行，里面有不少英雄的事迹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向人们讲述着那
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济南人民英勇抗战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雅菲

9月3日，山师附小四六中队集体观
看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直播。直播结
束后，同学们表演了《大刀进行曲》等节
目，并在国旗下庄严宣誓：铭记历史，不
忘国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看直播受教育

9月3日，观看完胜利日阅兵之后，山
师附小六年级三班雏鹰小队的孩子们，在
班主任组织下，到省博山东抗日战争主题
展，参观展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本报记者 张九龙 摄

参观抗日展览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
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3日，
文化西路一商厦内，举办了一场“老干部
抗战歌曲快闪——— 我们的胜利日”活动，
吸引不少年轻人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老干部唱红歌

●焦延荣
行医作掩护，他的家是

地下活动最可靠的基地
在济南的这些平民抗日英雄中，有很多都做

过教师，他们在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同时，还将救国
救民的道理传播给了学生，带动了更多人投身到

抗日中。
焦延荣就是他

们之中的一位，他
是历城乡村师范的
第一期毕业生，毕
业后在高而乡南高
而村任小学教员。在
教学之余，焦延荣还
从亲戚朋友那里找
些进步书籍来阅读，
领悟书中救国救民
的道理，并把自己的
学习体会向学生们
传播，以启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1937年

“七七事变”后，日军
大举侵华，国民党
政府实行不抵抗政
策，大片国土沦陷，
面对民族受辱国家
危亡，焦延荣心急

如焚，决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焦延荣的兄弟5人，有4人参加了革命，他的家

还是当时地下活动最可靠的基地，由于他家开着
药铺，他又会行医，就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联络
活动。他家每天晚上都有人来，不等天明就又走
了，从未发生过意外。

焦延荣为人熟知的，是他领导的南高而儿童
剧团。剧团排演的反映送子参军的《砸砂锅》、小歌
剧《归队》、《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让很多青
年看了以后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打鬼子。

●武中奇
曾指挥战士用步枪

打下日军的轰炸机
说起武中奇，济南人可能都不陌生，他在书

法、篆刻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五龙潭公园内还有一
座武中奇书法篆刻展览馆，展出了他的200余件艺

术作品。他的作品
不仅在国内展览
和出版，而且誉播
中外。在日本、德
国、英国、新加坡、
澳大利亚等国展
出了部分作品，获
得一致赞誉。外国
一些著名的博物
馆，如伦敦大不列
颠博物馆亦将其
作品列入珍品收
藏。

但是最让他
自豪的，还是指挥
战士用步枪打下
日本人的轰炸机
一事，这在当时极
其轰动。1938年10
月初的一天，日本
侵略军“扫荡”山

东淄川地区太和庄一带。武中奇奉命带领一个排
到太和庄，当他们走到一个小山坡上时，发现有一
架日本的重型轰炸机飞来。这个排使用的是苏制
水连珠步枪，射程远、威力大，而敌机又飞得很低，
容易击落。于是他迅速命令全排战士仰卧，向敌机
射击。只见敌机尾部冒起了烟，摇摇晃晃地栽了下
来。敌机上除一人跳伞活命外，其余4人全部摔死。
活着的飞行员后来被送到延安，经过教育后参加
了反战同盟。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一大新闻和
奇迹。

●王馨华
济南的“江姐”，被誉为

“盛开在泉城的红梅花”
在《济南抗日英雄谱》中，还记录了一位名叫

王馨华的女英雄，同焦延荣一样，她也是一名教
师，她更是一位江姐式的女英雄，被誉为“盛开在

泉城的红梅花”。
1942年，中共

地下党员赵正阳打
入济南市内开展党
的工作，到黑虎泉
小学任教。从此，王
馨华开始在赵正阳
的启发帮助下接受
党 的 教 育 ，并 于
1944年3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王馨华
深知在困难当头的
时候，教师的任务
就是要唤起学生们
抗日救国意识。于
是，她抓住一切时
机向学生们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宣传
抗日救国的道理。
同时，她还组织“家
长联谊会”，以合法

的群众组织形式掩护革命活动，广泛发动群众抗
日，利用课余时间接近群众，走访学生家长，团结
了一大批抗日群众。

在《济南抗日英雄谱》中，记录了王馨华的
抗日故事，1944年秋，由于叛徒出卖，王馨华被
捕。敌人将她押到日本特务机关——— 泺源公
馆。特务头子亲自审讯，并用种种酷刑企图让
她说出我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但她严守党的机
密，机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后经党组织设法
营救，学生和家长们联名保释，王馨华终于逃
出虎口。

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后，解放军攻城胜利前
夕，王馨华惨遭特务杀害，终年35岁。

●李洪业
日军竖大拇指称他英雄

拒绝投降20岁壮烈牺牲
抗日英雄李洪业牺牲的时候也才刚刚20岁。

虽然年轻，但李洪业在参加革命后，工作却十分出
色。他深入到各个村庄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广大青

年学习革命理论，
教唱革命歌曲，唤
醒民众的抗日爱
国热情。还积极组
织和发动群众开
展减租减息和借
粮运动，在他的带
领下，这一运动搞
得轰轰烈烈、卓有
成效，对支援抗日
队伍和保证人民
生活都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

1 941年5月1
日，日伪军200余人
扫荡湿口山、箔庄、
罗圈崖一带，李洪
业、尹序贤等三人
来不及转移，被敌
人包围在韩寨西南
面山下的山洞内。

李洪业在突围至村西时不幸腿部中弹受伤，他忍住
剧痛、奋力攀上西长山岭，却又与伪军遭遇。

据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资料记载，伪军中
有一人与李洪业是同村，当伪军班长，李洪业被其
认出，遂被大批敌人包围。伪军轮番劝其投降，但
李洪业视死如归，大骂这些伪军：“你们这些卖国
贼，不配与我说话！你们不是中国人……”并慷慨
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对敌人的引诱没有丝毫屈
服。随后日军赶到，用尽规劝、诱惑、威逼等手段，
又一再献媚，并伸出大拇指称他为英雄，想先把他
带回县城再慢慢劝其投降。但李洪业一步不走，并
破口大骂：“日本帝国主义是吃人的豺狼，你们的
日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共产党员是杀不完
的！”最终英勇跳崖，壮烈牺牲。

焦延荣

李洪业王馨华

武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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