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台儿庄大运河岸边的禹王山，
海拔仅有125米，可就是在这座小山包
上，79年前的春天，中国军队在此阻击
日军进攻达27天之久，为武汉会战部
署兵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这场大
拼杀中，有来自“云南省妇女战地服务
团”的12名女兵志愿者活跃在前沿阵
地和战地医院，为战士们表演文艺节
目、缝补衣服、抢救伤员，有的还拿起
武器上前线打鬼子。

没有脱去旗袍的战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云南省政
府将滇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六十
军，出滇抗战。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
的夫人、著名民主爱国人士顾映秋的
支持下，昆明的60名女中学生组成了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笔者在云南
省图书馆查阅《云南日报》时，发现那
段时间《云南日报》的“南风”文学副刊
上刊登了很多歌颂云南妇女战地服务
团的散文、诗歌，其中一首写道：“去
吧，英勇的姑娘，别了那年老的爹娘，
别了那美丽的家乡，抑住吧，那离别的
悲伤……”

1937年12月13日，云南妇女战地服
务团从昆明出发。第二天《云南日报》
的一篇新闻特写中报道了一个临时要
求上前线的女学生，报道中说：“当场
激发了一个女学生要随团而去，‘我也
要去，我也要随你们去，因为我也是一
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我一定要同
你们一起去！’斩钉截铁的声音，坚决
勇敢的神情，团员们没有理由拒绝她，
六十个草绿色的战士当中，增加了一
个没有脱去旗袍的战友。她的名字叫
姜迪芳，是最近来省城求学的弥勒人，
年纪二十来岁。”

奔赴台儿庄前线

1938年4月中下旬，60余万中国军
队集结在鲁南，准备与日军决战。六十
军接到增援命令后，于4月22日赶至台
儿庄以东的陈瓦房、邢家楼一带，与日
军遭遇并展开血战。

六十军将士在台儿庄浴血奋战，
不断传来的将士伤亡消息令正在武汉
集训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姑娘们
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她们纷纷请战，
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在一天深夜，宋志
飞带头，刘佩兰、刘先德、彭明绪、张丽
芬、陈琼芬、孟昭文、黄自仙、姜笛芳、
苏志贤、汤炳贤、马少良12名姑娘偷偷
从武汉爬上去徐州的火车来到了台儿
庄前线，在车辐山车站下车后，步行来
到位于大运河岸边的黄家楼六十军军
部。见到军长卢汉后，整齐地向卢汉打
了个敬礼，要求分配工作。卢汉说道：

“谁让你们来的？”宋志飞回答道：“我
们自愿来的，花木兰、穆桂英都能上前
线，我们也能杀鬼子。”卢汉说：“你们
这些小姑娘要上前线打鬼子，很好。马
上去军医处报道，做好抢救伤员、转运

伤员到后方医院的工作。”12位姑娘立
正敬礼，高声喊道：“保证完成任务！”

当天下午，她们来到离前线约10
里地的车辐山军医处报道。此时，六十
军正在陈瓦房、五圣堂、邢家楼一带与
敌人激战，运下来的伤员很多。可是这
个村子仅有几户人家，人已经跑光，房
子少，安排不了多少伤员。她们就把打
谷场、牛棚等能住人的地方打扫干净，
铺上晒干的稻草；伤员来了赶紧包扎
伤口、换药，尽快地把他们抬送上火
车，转运到后方医院治疗。她们昼夜抢
救伤员、运送伤员，顾不上休息，眼睛
都熬红了，可是没有一个叫苦的。

禹王山上慰问勇士

位于台儿庄东南5公里的禹王山
海拔125米，是台儿庄周边唯一的制高
点。从4月下旬开始，六十军184师师长
张冲在禹王山打下一条坚固防线，有
一个加强连坚守在禹王山顶，与日军
反复肉搏争夺。

12位姑娘就合计：战士们在阵地
上流血牺牲，我们也不能在后边呆着，
我们到前线去慰问，为我们的勇士们
鼓劲加油。

5月初的一天，姑娘们准备好慰问
品，打理好行装，向禹王山前线进发。
她们到禹王山附近的麦地时，从山北
面的日军阵地李圩子村一阵枪弹打
来，姑娘们忙趴在麦地里隐蔽。宋志飞
说：“就是再危险，就算连命都搭上，我
们也要把慰问品送到战士们的手中。”
她们解下腿上的绑带，把慰问品绑好，
背在身上，匍匐前进，爬到运河边，过

了浮桥，来到了山南麓的张冲师长的
指挥所。张冲说：“前边危险，姑娘们快
回去！”她们回答道：“弟兄们不怕死，
我们也不怕！”张冲简要地向她们介绍
了禹王山战斗经过，叮嘱她们注意安
全，把她们送出指挥所。

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12个姑娘
3人一组，分成4个小组，继续向山顶进
发。她们来到半山腰的团指挥所，1086
团团长杨洪元热情地一一和她们握手
说：“姑娘们辛苦啦。在战场上牺牲是
光荣的，我们决心与禹王山共存亡。”
她们走出掩体，爬过弯弯曲曲的交通
壕，来到了前沿阵地。战士们正持枪密
切注视前方，严阵以待。姑娘们走到他
们中间，把慰问品送到战士的手中。战
士们在异地他乡，见到家乡人民亲手
制作的云南大头菜、饼干，异常兴奋，
纷纷表示誓与鬼子拼到底！姑娘们还
给战士们唱起了《六十军军歌》和家乡
的戏曲小调。

黄昏时分，日军的炮击又开始了，
连长李佐对她们说：“鬼子要开始进攻
了，姑娘们快下去吧。”姑娘们齐声说：

“我们和你们一起战斗！”说着姑娘们
趴在战壕里，跟在战士身边学扔手榴
弹。炮击过后，日军开始冲锋。我军奋
勇还击，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
成一片，震耳欲聋。激战半个小时，日
军在阵地前留下一片尸体，龟缩回去。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姑娘们与战
士们依依告别，趁着黑夜返回驻地。

5月16日午后，六十军接到撤离禹
王山的命令。12名姑娘们也随同部队
撤离台儿庄，向武汉转移，又奔赴新的
抗日战场。

风雨沧桑忆寿张

【消失的古县】

□张永红

1964年春节，淄博博山区计划生育展览会于大年初六正式
开放，展览会设在淄博市工人文化宫展览大厅。这张照片是在
开展当天拍的，工作人员是从各医院抽调来的医生和护士，我

（左二）当时是展览会的负责人。
展览分四部分，一是前言与当时的计生方针，二是晚婚，

三、四部分是主要板块，为生育知识和节育技术，图文并茂。那
时计划生育是“新生事物”，人们对这方面知识匮乏，育龄妇女
对此也是羞于出口。然而，经过宣传发动，参观者却与日俱增。
致使三个讲解员难以应付，我不得不连夜背词，操着一口章丘
普通话充当讲解员。待到春暖花开之后，每天参观者络绎不
绝，只要有一个人我们也不下班，有时工作到晚上九点。

在此基础上，次年，博山区组建了一支28人的计划生育
工作队。时任区卫生科科长宋立云负总责，我任工作队队长，杜玉仲任副队长。先后到八陡、源泉、岳庄、桃花泉等公公社开展
工作。那时对计划生育是提倡，并非后来的“推行”、“实行”，更未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按当时“一个孩子子太少，两个正
好，三个犯错误”的提法开展工作。重点是三孩以上的育龄夫妇。我们除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宣讲，还利用广播站进行行宣传
外，就是挨家挨户上门动员。队员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岳庄公社正值春旱，凌晨两点公社书记王福勇就喊大大家一起
挑水上山，为小麦浇返青水。几天下来，肩膀肿了，甚至磨出了血，包上纱布，继续挑。没有一个叫苦的。

如今。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展览会同事和工作队员，都已年逾古稀，有的已经作古。然而，当年的这段社会实践与磨炼，，却
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笔财富。

50多年前的计生展

【老照片】

□郑世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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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阳谷县城，沿333省道往东南方向十
余公里，就到了金堤河北岸的寿张镇。由此
继续向南约30公里，黄河南岸的梁山县北
部，也有一个寿张集镇。两个相距不算太远
的地方，为什么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名字？
原来这一切都与一个已经消失的千年古
县——— 寿张县有关，它们都曾经是寿张县
城所在地。岁月沧桑，流年似水。如今，除了
金堤下面的一座仿古石牌坊以外，昔日烟
云难觅痕迹。而两个乡镇的名字，也成为这
个千年古县为数不多的遗存。
寿张县因古典名著《水浒传》而广为人

知。书中第七十四回说的是，燕青和李逵去
打擂擎天柱，返回途中李逵走散，来到寿张
县衙，装做县官判案，放了打人的人，铐了
被打的人。又去学堂吓跑教师，吓哭学生。
书中写道：“却说李逵手持双斧，来到寿张
县……原来这寿张县贴著梁山泊最近，若
听得‘黑旋风’李逵五个字，端的医得小儿
夜啼惊哭，今日亲身来到，如何不怕……”
在刻画出一个鲁莽率直“黑旋风”形象的同
时，也让人记住了寿张县的名字。

说起寿张县，其历史悠久，屡次迁徙，
数度分合，可谓一波三折，历尽风雨沧桑。
根据《寿张县志》记载，寿张“春秋为良邑，
战国为刚寿”。春秋时期的良邑属鲁国，战
国时期的刚邑和寿邑属齐国，治所均在今
东平县新湖乡霍庄一带。秦朝起实行郡县
制，寿邑改为张县，这是寿张建县之始，距
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时改为寿良
县。东汉时，为避光武帝之叔刘良名讳，改
为寿张县，这是寿张县名出现之始。

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北方后，在东平
湖一带设置兖州和济州，二州又都设有东
平府和寿张县。其中，兖州寿张县治所沿袭
汉制，济州寿张县治所设在今梁山县寿张
集镇。北齐时期，兖州寿张县并入须昌县，
结束了两县并存的局面。寿张集镇作为县
治持续了900多年，一直到金大定六年（公
元1166年）黄河决口，县城被毁，县治被迫迁
往竹口镇（今阳谷县李台镇祝口村），12年
后才迁回原址。李逵大闹寿张县衙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里。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黄河再次决
口，寿张县城毁于水患。次年，寿张县治被
迫迁往黄河北岸的王陵店，即今寿张镇所
在地。直到1964年的583年间，这里一直是寿
张县治所在地。此后的数百年，寿张先属东
平府，后属兖州府，民国时期属山东省东临
道。新中国成立后，先属平原省聊城专区，
后属山东省聊城专区。1958年12月至1961年7
月，阳谷县曾被撤销，并入寿张县，这也是
寿张辖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时期。

寿张县最近一次广为人知，是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末期的大跃进时期。1958年6
月，寿张县台前农业社放出了小麦亩产
3175斤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当年8月
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题发表专

文，介绍寿张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
运动经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省
内外前来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一年
内来访者约有一万多人，各地纷纷开

展“学寿张，赶寿张，学台前，赶台前”的赶
超运动。7月中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刘少奇也亲往考察；8月初，省委在寿
张召开现场会，树立其为贯彻党的社会主
义建设总路线的“红专标兵”。一时间，寿
张成为大跃进的典型，名噪一时，闻名全
国。

为解决鲁豫金堤河流域水利纠纷，国
务院决定调整两省边界，将金堤以南地区
划归河南省，金堤以北地区划归山东省。由
于寿张县辖区地跨金堤河两岸，1964年11
月，国务院决定撤销寿张县建制，将其金堤
河以北地区划归阳谷县，金堤河以南地区
划归河南省范县（今属台前县）。千年古县
寿张的历史到此戛然而止。

历史上，寿张县的辖区范围包括今河
南省台前县全境，我省阳谷县南部、梁山县
西部和北部，东平县西部等区域。因此，以
上县份的历史沿革，追根溯源，其源头均在
寿张县。1978年，析范县东部7个公社成立台
前县。台前在介绍其历史沿革时，开头第一
句就是“台前境原属山东省寿张县，历史
悠久”，可见寿张历史之悠久，底蕴之深
厚。

【故地往事】

台儿庄战役中的“娘子军”
□郑学富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部分团员在台儿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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