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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敌情，送情报，机智“胖三”叫响革命区

聊聊城城有有一一位位现现实实版版““小小兵兵张张嘎嘎””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靳军

在聊城，有一位现实版的“小兵张嘎”，他幼年时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机智，送情报，摸敌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日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聊
城市领导还亲自给他佩发了由中央领导人亲笔签发的荣誉证书和金质纪念奖章。他就是高唐县的靳明楼老人。临近“七七一”建党节，我们走近这位
老人，和他一起回忆战火硝烟的峥嵘岁月。

扮成小乞丐送情报

受到范筑先将军赞赏

靳明楼(曾用名，靳文台)，
外号胖三，山东省高唐县城北
邵庄村人。1931年出生，初中文
化，自幼受父亲靳光荣(高唐早
期地下党的组织——— 红团副团
长)革命思想影响较深，爱憎分
明，聪明伶俐。

从七、八岁起，他就跟着父
亲为地下党组织跑交通，配合
主力游击队工作。革命工作的
需要锻炼了他的胆量，增长了
他的见识。芦沟桥事变后，由北
京南下路经高唐地区的日军日
渐增多，并不断骚扰当地百姓。
原红团团长金谷兰带领抗日游
击队准备伏击日军，行动前为
了摸清敌情，争取战斗的胜利，
决定派常活动在城北一带的老
战友靳光荣前去探清敌情，并
把情报传送给当地地下组织，
配合作战。

由于情况复杂，敌军封锁
无法进入战区。关键时刻靳光
荣父子收拾好平时卖油的独轮
车，把早已准备好的情报信件、
密码一一缝在三儿子靳文台的
衣服里，打扮成小乞丐的模样
连夜赶向战区，一路冒着随时
被搜身、随时被抓捕、甚至被杀

头的危险，穿过层层关卡，提前
把情报传递到战区地下组织，
为战斗布置赢得了时间。

随后金谷兰率领的主力武
装游击队，原红团余部和乡亲
自发组织的救援队伍赶到。金
谷兰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由
于敌人措手不及，很快丢盔弃
甲，狼狈不堪。没等敌人摸清来
势去向，我方力量已全部撤回
到安全地带。这次战斗中消灭
敌人多名，烧毁敌人装甲车十
多辆，给当地日军来了个下马
威。消息传到范筑先将军那里
后，将军对金谷兰以及“小乞
丐”特别赞赏，不久金谷兰被范
筑先将军调到军政处专门做统
战工作。从此那个被父亲带到
战区传递情报的“小乞丐”也被
大家熟悉和喜爱了，出头露面
的事情也就更多了。

送情报，摸敌情

机智“胖三”叫响革命区

送情报，摸敌情，他一个小
孩子比大人更能迷惑敌人。因
为靳光荣的二儿子明星被敌人
杀害后，家里又生了这个三儿
子靳明楼，他最小，又是男孩，
所以全家人把他当成宝贝，爱
如掌上明珠。有点好吃的先尽
他用，养得胖胖的，看起来就是

个胖墩儿，楞头楞脑。但人小鬼
大，心眼灵活，所以红团余部的
人们都称他为“胖三”。这个胖
三多少次跑交通，通过敌战区、
盘查再严密，他都能完成任务，
未出现过任何失误。所以，他这
个名当时叫得很响，参加工作
多年后，当时认识他的离退休
的老人们见了他还称呼“胖
三”。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
敌我交错，硝烟不断。虽然1946
年高唐县已基本解放，但各村
让位的还乡团特务活动仍然猖
獗。暗杀、放火仍有发生，为维
护社会治安和秩序，各村相继
成立了民兵队、妇救会、农协
会，学校成立了儿童团。

正在学校读书的靳文台被
校方指定为儿童团长。他在校
积极组织参与儿童活动，放学
回到本村还组织校外儿童活
动，勇敢的他自封为本村的儿
童团长，为村委会跑前跑后传
话送信，坚持在村头站岗放哨，
查路条等，为维护本村社会治
安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经常
受到村委会和上级领导的表
扬。因此从学校毕业回村后就
他被第一个保送到城里参加工
作。工作后不久，由于表现突
出，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中国共
产党的基层组织正式批准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又被提
升为副科长、科长、城关区人民
武装部部长，文革中被命名为
城关区革委会主任，后又被调
入县交通系统工作。

1980年由于身体情况欠
佳，被挂职尹集公社副主任，次
年因病办理退休，聊城市政府
经了解情况后，认为其从事党

的地下工作多年，是对党和人
民有特殊贡献的人物，故给予
更改为离休。由局级待遇改为
县处级待遇。曾多次参加县市
的大型纪念、庆祝活动。在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
聊城市领导亲自为他佩发了由
中央领导人亲笔签发的荣誉证
书和金质纪念章。

▲ 高唐县的靳明楼老人。

 荣获的金质纪念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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