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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隶属于中共山东
分局滨海抗日根据地的临沭县（现属
江苏省东海县）的南辰、北辰、长沙头、
山后、小埠子、老古墩、郑庄等几十个
村子，散布在沭河两岸。在那烽火岁
月里，这一带共有两所抗日小学。抗
日小学除年龄偏小的一二年级孩子
外，其他学生在村里都是儿童团员。
他们活跃在沭河两岸，踊跃参加抗日
活动，靠热情、勇敢和智慧，为当地的
抗日斗争作出了积极奉献。

慰问伤病员倾深情

听南辰村当年的儿童团员王德宽、
徐建亮等几位老人讲，1941 年到 1942
年，八路军第 115 师的一处后方医院就
驻在北辰村。当时医院的条件相当简
陋，伤病员中有的想家，有的因伤致残情
绪低落，有的一时想不开和医护人员闹
别扭……针对这种情况，医院院长经反
复考虑后，便找到南辰抗日小学的何校
长，想请抗日小学的儿童团宣传队到他
们那里去活跃一下医院的氛围。谁知这
一去效果很好，大受欢迎。宣传队便坚
持每周去一次，并根据伤病员们的意见，
以在院子里集中演出为主，同时还深入

到各个病房里，为暂时不能出病房的伤
病员演出。没想到，这一来就向宣传队
队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因为
伤病员来自天南地北，有的喜欢听山东
快书，有的喜欢听吕剧，有的喜欢听快
板，有的喜欢听苏北民歌，有的喜欢听
鲁南小调，还有的喜欢听豫剧……这下
可急坏了小演员们。因为有的他们不
但不会，连见都没见过……天下无难
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在指导老师
的帮助下，他们主动克服种种困难，到
沭河两岸的各个村里去，向各村会演戏
的老艺人们学习，拜他们为师，邀他们
指导，请他们在现场传帮带。王德宽、
徐建亮、王家松等当时为了学习吕剧
《王汉喜借年》、山东快书《武松打虎》、
苏北民歌《绣花灯》，跑了十几个村子，
分别向十几位老艺人取经。

经过一个阶段的刻苦排练，宣传队
的翅膀硬了，演出的水平普遍高了，演员
增加到 30多个，内容上也更丰富了，节
目种类也更加齐全了。有个老家在河南
商丘名字叫周二贵的伤员，听了豫剧《花
木兰从军》片段，很受感动，高兴地说，再

也不能因想家而闹情绪了，古有花木兰，
离乡去从军，离家离亲人，为我们做出了
样子。我要好好养伤，争取早日返回战
场把敌杀，赶不走日本强盗，有何面目回
商丘。有位老家在鲁西南名字叫谢小平
的伤员，听了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激动
得直拍巴掌，表示伤好后，一定要拿出武
松打虎的劲头杀敌报国。后来，小埠子
村的抗日小学儿童团宣传队也积极参加
了这项活动。

宣传队的演出，受到广大医护人员
的一致好评，受到一茬茬伤病员的衷心
欢迎。八路军第 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
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 1942 年秋
天到北辰村医院看望伤病员时，亲切接
见了两个学校的儿童团宣传队成员，他
深情地说：“儿童团，人小办大事，影响很
大很好，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榜样，真是
好样的！”

识密探心明眼亮

1942年初冬的一天，小埠子村抗日
小学的学生朱江涛被派去帮助学校食堂

去大兴镇集市上买白菜。那年，朱江涛
刚好 15岁，还是村儿童团的团长。菜买
完后，天已过午，有个人在背后喊起了朱
江涛的小名：“狗狗，你也来赶集的呀！”
朱江涛一看，原来是大舅家的表哥，便跑
了过去。表哥有 40多岁了，热情地说：
“狗狗，你饿了吧，我老远就看见你了，表
哥买包子给你吃。”
“表哥，不饿，天还早呢，回家吃晚不

了。”
“狗狗，我正要到你家去呢，你们小

埠子村的儿童团演出队可出了大名呢，
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
“表哥，这都是应该干的么，打鬼子，

锄汉奸，人人有责！”
“狗狗，你常去医院，常给他们演出，

医院里有不少伤病员，肯定有不少条枪
在护着他们吧。”

朱江涛点了点头。
“到底有多少啊？外人确实猜不透，

总得有个数吧！”
朱江涛不愿回答，医院院长曾对他

们多次说过，医院的伤病员数，保卫医院
的军事力量及哨位分布，药库的药品，这

些都是机密，不能随便对外人说。
“那肯定不会少！”朱江涛笑着回答。
表哥不高兴了，“咱们还是亲戚呢，

表哥随便问个事还有什么呀！”
“我本来就不知道，哪能瞎编啊。”
表哥看问不出个结果，招呼也没打，

也不提吃包子的事了，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下午，朱江涛刚回到家，妈妈便批评

儿子：“狗狗，你怎么能惹你表哥生气呢，
他就是随便问问你，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啊，怎么回答。”
“怎么会不知道，保卫医院的张连长

前些日子还来过咱家里呢，顶多也就一
个连的兵力呗，加上最近连里抽调人员
加强对沭河渡口的警戒，护卫医院里的
力量恐怕已不足一个连了。”
“妈妈,表哥刚才来过？”
“这不，才刚刚离开家门。”
朱江涛的脑子一下子明朗起来，

表哥对这个问题为啥这么上心，一问
再问……

想到这儿，朱江涛突然站了起来，对
妈妈说：“有件急事，我得立即出去一
下。”说完，马上就跑了出去。

出了村口的表哥如释重负，正心里
得意时，却被前面巡逻的民兵拦住了。
表哥的手刚要往怀里伸，就被按住了。
在他的怀里，有一把崭新的手枪被掏了
出来。
“表哥，你这是干啥？”朱江涛从一棵

大树后走了出来。
表哥低下了头，他明白事情坏在谁

的手里，想凭情报去据点领赏钱的计划
彻底落空了。原来，朱江涛的表哥住在
东面有 15 里之遥的三家洼村，今年夏
天，他被沙河镇敌人据点里的情报队所
收买，当了他们的密探。

很快，15岁的朱江涛上了滨海区的
报纸，文章的题目是《根据地警惕的小
哨兵》。朱江涛还被县民主政府授予
“模范儿童团员”称号。八路军第 115
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萧华同志听说此事，自豪地说：“咱滨海
区儿童团的觉悟就是高。”中共山东分
局秘书处主任谷牧同志，亲临小埠子
村，在抗日小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动情地
说：“抗日小学办得好，儿童团人小立大
功，警惕性最高，眼睛最亮！”

沭河两岸抗日儿童团轶事
■王宗富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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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支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
支敌后抗日武装，它驰骋苏鲁交界、马踏
运河两岸，在抗日烽火中谱写了一曲曲
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1958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在济南接见出席济南军区第
一次党代会的代表时，得知时任济南军
区干部部副部长的童邱龙曾担任过“运
河支队”副政委时，高兴地说：“我听说过
这支部队，‘运河支队’是一支很能打仗
的队伍。”

罗荣桓：就叫“运河

支队”

1938年 10月的一天，在鲁南台儿庄
运河南岸的涧头集镇的天主教堂内，一
位戴着眼镜的文质彬彬的年轻“传教士”
与一个农民装扮的中年汉子接上了头。
“传教士”名纪华，是刚上任的中共峄县
县委书记；中年人叫朱道南，时任山（抱
犊崮）外抗日四部联合委员会主任。二
人见面是为了商量整合鲁南的抗日武
装。

1938年 5月，徐州会战后，国民党的
各级政府随军队南撤，曾一度出现政权
真空状态。各方面的武装力量打着“抗
日”的旗号，蜂拥而起。真正抗日且有一
定实力的武装有四支：一是孙伯龙，毕业
于黄埔军校第六期，曾任国民党峄县党
部书记长；二是邵剑秋，早年弃学从军；
三是胡大勋，人多势众，在贾汪一带很有
影响；四是孙斌全，虽然当了伪峄县第六
区区长，但此人刚毅正直，与日伪虚与委
蛇。

二人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认为胡大
勋的弟弟胡大毅是中共党员，工作容易
做。孙伯龙和邵剑秋一直与朱道南有联
系，二人由朱道南负责联络。孙斌全在
中共峄县县委驻地涧头集镇，由纪华做
工作。朱道南通过亲戚关系介绍纪华与
孙斌全相见。二人畅谈一夜，孙斌全当
即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抗日，纪华介绍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中共峄县县
委组建了第一支武装——苏鲁抗敌自卫
总团特务营，孙斌全为营长，共产党员张
喻鼎为政治教导员。

1939年 3月初，根据毛泽东“派兵去

山东”的指示，陈光、罗荣桓率领八路军
第 115 师师部和主力一部挺进山东，先
头部队第 686团和师特务团等直属部队
于同年 8、9月分别东进到抱犊崮山区，
创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从此，鲁南抗
日形势出现新局面。1939年 12月，罗荣
桓先后数次听取了朱道南关于山外抗日
部队情况的汇报和把孙伯龙、邵剑秋、胡
大勋、孙斌全等部组编为八路军的建
议。罗荣桓同意这个方案。当朱道南请
示部队的名称时，罗荣桓爽朗地说：“这
支部队活跃在苏鲁交界的运河两岸，就
叫‘运河支队’。”是月底，师首长颁发组
建“运河支队”的命令：任命孙伯龙为支
队长，朱道南为政治委员，邵剑秋为副支
队长，胡大勋为参谋长，文立正为政治处
主任。师政治部先后派一批红军干部和
抗大毕业的学生到“运河支队”工作。

1940 年 1 月 1 日，“运河支队”在周
营镇正式宣布成立。

敢在鬼子头上“跳舞”

“运河支队”成立后，所处的环境非
常严峻。日军占领着徐州城及周围其他
城镇和津浦、陇海等交通干线；南边不老
河一带是国民党苏鲁边游击司令韩治隆
部；东北面峄县、台儿庄一带是国民党孙
业洪部；微山湖南端津浦路两侧有顽军
刘毅生部；西面柳泉、利国驿两侧是顽军
韩瞎子部。“运河支队”处于敌顽军四面
包围之中，所以罗荣桓曾对朱道南说：
“我们的部队要敢于在日本鬼子头上‘跳
舞’。只要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扎住了脚跟，抗日烈火就会在整个山外
运河地区燃烧起来。”

1940 年 2 月初，“运河支队”第 1大
队奉命由运河北进到运河南配合第 2大
队对日伪进行袭扰，以牵制敌人对抱犊
崮抗日根据地的“扫荡”。2月 17 日早
晨，驻在杜庄的第 1大队第 3中队的两个
排正在吃早饭，贾汪的日伪军 400 余人
突然扑来。中队长丁瑞庭见转移已经来
不及了，于是下决心坚守。这是“运河支
队”成立后的第一仗，好多新战士第一次
见日军，心里有些紧张。面对敌人的疯
狂进攻，丁瑞庭将部队撤进村内杨家地
主大院。利用坚固高大的院墙和四角炮
楼进行顽强抵抗。战士们的子弹打光
了，手榴弹也甩完了。丁瑞庭命令战士
上刺刀，与敌人拼命。正在这危急时刻，
院主人杨德本将收藏的几箱子弹、手榴
弹和枪支送来。战士们如虎添翼，打退

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进攻。时至黄昏，
第 2中队前来接应。敌人只好赶着抢来
的十余辆牛车，拖着几十具尸体狼狈地
撤回了贾汪。

随后，“运河支队”乘着高昂的士气，
接连成功袭击了津浦线上的利国驿、塘
湖车站，两次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通
过武装较量，在黄丘山套南面，与国民党
苏鲁边游击司令韩治隆建立了较好的统
战关系，从而减轻了我军在南面的军事
压力。“运河支队”不断向根据地以外地
区出击，一举收复了阚山子、大阚口和阎
村等地，进一步保卫了黄丘山套的安
全。在运河北岸，第 1大队伏击常埠村
的日军，击毙副联队长广田中佐以下
100 余人，我军无一伤亡。这一时期，
“运河支队”士气旺盛，战果显著，从最初
的约 400人发展到 1500多人，处于抗战
第一个鼎盛时期。
“运河支队”的不断发展壮大，令日

伪军惊恐万状。敌人纠集了鲁中南和苏
北地区几十个据点的日伪军达 7000 多
人，进行为期 48天的梳篦式“扫荡”。战

斗于 1940年 10月 11日拂晓在涧头集镇
以南的库山打响。黄昏后，我军撤下库
山，向运河以北转移。12日晨，支队部在
朱阳沟村和敌人遭遇，打退敌人 20多次
进攻，以伤亡 5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伪近
400人。天黑后，部队成功突围。敌人的
大“扫荡”，令“运河支队”损失较大而撤
出运南。部队在突围时，途中遭到敌人
炮火轰击。向东撤到大运河巨梁桥闸口
时，第 2大队组织科科长陈诚一、手枪队
队长沙玉坤和滕县第九区区长李彦召等
同志，被汉奸刘善云的自卫队俘获，献给
日军。敌人将他们捆住手臂带到巨梁桥
闸口，威逼利诱，但是我队员无一屈服。
无计可施的敌人用刺刀将队员们捅死推
到运河里，28人遇害，1人跳进运河，下落
不明，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巨梁桥惨
案”。同年11月，部队撤到抱犊崮山区休
整。

1940 年底，罗荣桓听取了“运河支
队”进山休整和准备出山的汇报，并提出
具体要求。1941 年 1 月 10 日，“运河支
队”在峄县支队、教导第 2旅第 5团第 3
营的配合下打出山外。2月 10日攻克周
营据点，12日再克六里石据点，进入黄
丘山套，与留在运河南岸的胡大勋 3个
中队会师，重组部队，下辖 4个大队，力
量大增。1941年底，“运河支队”多次粉
碎敌人的“扫荡”，扩大了声势，站稳了脚

跟，在运河两岸又开创了崭新的抗战局
面。

抗日女侠不让须眉

1940 年 8 月中旬的一天，骄阳似
火。贾汪镇东市北门外，一位 20 多岁
的妇女端着一盆衣服走向泉水边洗衣
服。这时，一个壮年汉子走过来塞给
她一包衣服说：“胖张嫂，帮我洗洗衣
服吧。”胖张嫂接过衣服一摸，里面是
三支手枪，于是笑说：“好。明天到我
家去拿。”说着，把包着手枪的衣服塞
进衣服盆里，说笑着走进贾汪镇的北
大门。胖张嫂名叫王脉凤，出生于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17 岁被迫卖给一张
姓地主为妾，备受欺凌压迫。后带着
女儿逃出虎口，毅然参加“运河支队”，
被派遣进入贾汪日伪据点，做秘密情
报员。她多次获得重要军事情报，使
我军化险为夷。

贾汪镇是徐州北的一个大煤矿，日
军为了掠夺煤炭资源，派了一个中队驻

守矿区。“运河支队”为了阻止日军“以战
养战”的企图，决定袭击贾汪的日军，并
由第 2大队执行。侦察参谋谢绍唐在王
脉凤的帮助下，把贾汪镇敌人驻防情况
摸得一清二楚，又通过王脉凤把枪带进
镇内，几名战士拿着“良民证”大摇大摆
进入镇内隐蔽。深夜 12时，第 2大队的
两个中队和手枪队前进到贾汪镇南门
外，里应外合，不到一个小时便结束战
斗，顺利完成任务。可是由于疏忽大意，
潜入镇内的几个战士遗落在王脉凤家里
的草帽被敌人在全镇大搜捕中搜到了。
一个寡妇家里发现的几顶男人草帽，让
敌人高度怀疑上了王脉凤，敌人对其严
刑拷问，王脉凤坚贞不屈。几天后，大失
所望的日军把王脉凤押到贾汪北门外，
将其活埋处死。临刑前，王脉凤主动跳
进土坑，从容就义，年仅22岁。

1942年 1月 2日晨，驻枣庄、峄县县
城等地的日军 500多人、伪军 1000余人
突然包围了毛楼村。而此时孙伯龙率领
少量部队住在毛楼。孙伯龙指挥战士向
村西转移，突然一阵子弹密集射来，孙伯
龙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另有 10余名干
部战士伤亡，仅剩下后卫班 24人和非战
斗人员，总共不足 30 人。在这关键时
刻，一个瘦弱的女战士站了出来，主动承
担起指挥责任，她就是支队秘书梁巾
侠。她命令大家退回村内，借助有利地

形固守。敌人轮番进攻，并喊话劝降，甚
至动用毒气弹，梁巾侠带领战士们英勇
抗敌，誓死不退。临近傍晚，5中队赶来
支援，内外夹击，迫使敌人撤退。危急关
头，梁巾侠勇于担当，不愧为“运河支队”
的巾帼英雄。

通往延安的秘密交

通线

1942 年开始，大批新四军干部前
往延安参加学习。从华中去延安，原
先有两条秘密交通线：一是从新四军
第 4师活动地区越过津浦铁路，再往北
越过陇海铁路，经冀鲁豫区去陕北。
二是从盐(城)阜(宁)区走海路到山东滨
海区，再经抱犊崮山区越过微山湖进
入冀鲁豫区。这两条线路都曲折迂
回，且敌人重重封锁，困难较多，尤其
是海上交通线更加危险。1943 年 3月，
新四军第 3 师参谋长彭雄等赴延安就
是乘船在海上与日军遭遇而牺牲的。
因此，开辟新的安全交通线迫在眉
睫。新四军派员经过实地考察调查，
提出直接沟通陇海线南北的建议，并
将“运河支队”由八路军第 115 师管辖
调归新四军第 4师彭雪枫部管辖，这样
更便于工作的开展。这年 9月，一条从
华中经由“运河支队”防区进入华北通
往延安的交通线正式开通。“运河支
队”肩负起保卫任务，他们机智勇敢，
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护送任务，共护
送包括陈毅在内的过往党政干部上千
人次，还不时把从敌占区搞到的武器、
弹药、布匹、医药等送往延安。

1943年 12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赴
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之后召开的党的七
大。他乔装打扮，越过陇海线，来到“运
河支队”驻地北许阳村。当年参加护送
的“运河支队”副政委童邱龙在《运河支
队抗日史略》中描述道：“他身穿长皮袍，
外罩灰色大褂，头戴绒线套头帽，脚穿黑
布棉鞋，俨然学者打扮。”陈毅听取了“运
河支队”领导的情况汇报后，言简意赅地
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全国抗战的形
势，说道：“你们在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
下，坚守这块一枪打得透的根据地。今
后的抗战形势将更加严峻，困难也会更
多。你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克服困难，
勇于斗争，一定要坚守住这块战略要地，
保护好这条交通线。”

陈毅本来打算在北许阳村休息一天
再走，可是侦察员来报，距离这里仅有十
几华里的日军贾汪据点又增加了兵力。
为了安全起见，陈毅等人连夜启程出发，
进入了黄丘山套抗日根据地。陈毅指着
徐州方向说：“徐州是中国的古战场，历史
上多少英雄人物在这里显过身手啊！两
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称帝前，曾在西边
不远的沛县当过亭长。徐州有个子房山
吧，那个张良，就是刘邦的得力助手。他
们都是历史上的英雄好汉。可以说这里
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说到这里，他指着战
士们说：“现在这里也藏着真龙真虎，这就
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说完，他
哈哈大笑起来。

天黑后，陈毅出黄丘山套抗日根据
地，来到京杭大运河边的德胜庄，涉水过
河，趁着茫茫夜色快速穿过敌占区。凌
晨两点左右，到达津浦铁路东侧的界沟
村。在铁道游击队的护送下，陈毅连夜
通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

一枪打得透的抗日

根据地

这个被陈毅称为“一枪打得透的根
据地”的黄丘山套东西狭长 8公里，南北
宽仅两公里，大小 36座山头围拢 18个村
庄而形成一个小型盆地，四面群山起伏
连绵，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有“十八黄
丘”之称。1942 年后，中共峄县县委和
“运河支队”开始重视根据地建设，建立
了黄丘东、西两个基层政权，广泛发动群
众，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提高了群
众生产积极性和抗日热情，出现了参军
热。部队加强了后方基地建设，建立自
己的小兵工厂，能制造轻机枪；设立被服
厂，满足了部队由穿便衣改为穿军衣的
需要；建立卫生队和后方医院，提高了医
疗技术；还设立了战地小学，解决了根据
地儿童入学问题。

1944年春，“运河支队”经过两个多
月的冬训和整顿，士气高涨。3月下旬，
采取伏击战法，俘虏唐庄据点伪军约 30
人。5月中旬，新四军第 9旅第 27 团一
部奉命进入该地区，配合“运河支队”打
下涧头集镇以东的徐楼、莲花山、多乐
庄 3个据点，而后又攻克涧头集镇以西
侯孟至徐塘一线 5个敌据点。8月 3日
夜，又解放了被日军占领 4年之久的涧
头集镇。

在整个抗战中，“运河支队”先后隶
属于八路军 115师、新四军第 4师、新四
军淮北第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以
牺牲 40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近千人，
毙伤和俘虏伪军 4000 余人。到 1945 年
8月，部队发展到 3000余人，编入山东军
区警备第 9旅第 18团。解放战争期间，
编入华东野战军，先后参加鲁南、豫东、
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进军浙东，将胜
利的旗帜插上舟山群岛。

驰骋苏鲁交界的“运河支队”
■郑学富

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1943年 11月，陈毅启程赴延

安，临行前与夫人张茜在江苏省盱

眙县黄花塘合影留念。资料照片

昔日的黄丘山套抗日根据地如今旧貌换新颜。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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