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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清晨，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
来到位于山东省滨州市北郊的渤海革
命老区纪念园，仿佛走进了一段血火交
织、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在那日寇铁蹄践踏神州大地、亿万
军民浴血奋战拼死抗敌的年代里，我的
家乡——渤海湾畔的冀鲁大平原上同
样燃起了熊熊烽火，在民族脊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父老乡亲与凶恶的
侵略者进行着殊死搏斗。这座渤海革
命老区纪念园，就是那段时光的记录者
和见证者。

说来有缘，我本就是一位渤海区
的后代：父亲曾在我党当时创办的渤
海区干部学校学习，经受了严格而系
统的培训，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从而正式走进了革命队伍。从我上小
学起，时常会听到父亲讲述在渤海干
校的故事，只因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直
到今天我才走进渤海革命老区纪念
园，近距离感知那弥漫着战火硝烟的
日日夜夜。

走进纪念园，迎面是一座类似长城
烽火台的门楼，中间镶嵌着一颗大大的
红五星，上方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旁
边墙上整齐地挂着一排金底红字的铭
牌，分别写着：“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国家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
位”“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山东省党史
教育基地”……

渤海区，一个消逝在历史深处的特
定区域和特定名词。

20 世纪 40 年代，那是我党我军在
环绕渤海湾中南部的山东、河北交界地
带，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是开展革命
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抗日战争时
期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
时期整个华东战场的重要后方基地。

在纪念园的中心位置，坐落着单层
尖顶、素墙蓝瓦的渤海老区纪念馆。纪
念馆东西两侧墙壁上是两幅巨型浮雕：
“车轮滚滚”“奔赴疆场”，再现了战争年
代渤海区人民开展“大支前”“大参军”
的动人场景。

纪念馆内分为序厅、星火初燃、
烽火燎原、烈火铁流、渤海英杰等 5个
展厅。通过展出大量历史图片、革命
文献、文物，辅以电视短片、艺术雕塑
等，形象直观地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渤海区党政军民走过的伟大
历程。我久久地凝视着一块块展板，
眼前如同电影闪回镜头似的，怒潮翻
涌，烽火连天——

渤海是我国的内海，三面环陆，分
别与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三省一市
毗邻。其西部北起河北省大清河口，南
到山东省黄河口一带为渤海湾，周边即
是广袤的冀鲁大平原。七七事变后，日
本侵略军自北平天津一路南下，国民党
军政人员仓皇出逃，大片地区成了敌
后。中共津南工委、山东省委分别于
1937年夏秋时节先后组织领导了盐山、
黑铁山和寿光牛头镇起义，后在八路军
115师和山东纵队的帮助下，沿渤海湾
畔建立了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开展抗日
游击战争。

1944年 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
要，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冀鲁边区与
清河区合并，建立渤海区。景晓村任渤
海区党委书记，杨国夫任八路军渤海军
区司令员，刘其人任渤海区行署主任。
机关驻地就在今天的山东省滨州市惠
民县。区内平原地域广阔，海岸线长，
物产丰富，既是我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
地，又是战争资源的供给基地和休养整
训的可靠后方。

1947年 4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
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根据中央军委指
示，华东军民实行了战略大转移。当时
的渤海区是山东唯一未被敌人占领的
地区，我党政军机关干部、医院伤员等
大批人马北渡黄河，扑进了母亲般的渤
海湾怀抱。

这年 7月，华东局和华东区机关分
别从鲁中、胶东转移到渤海区的惠民、
阳信县一带。兵站、医院、后勤机关、华
东军政大学、荣军学校、华东解放军军
官教导总队人员和部分民工、部队，总
计约 40.5万人也转移到渤海区的惠民、
滨县、阳信、乐陵、临邑等县。其中，仅
惠民一县就驻扎了10万人。

为保证转移人员迅速渡过黄河，惠
民县在清河镇等渡口设立兵站，筹措大

批船只，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昼夜抢
运。轰！轰！敌机投下的炸弹令黄河
水柱不断溅起，有不少战士和村民倒在
血泊里，但人们仍然奋不顾身地撑竿划
船，或抓住木板游水过河。

1947 年 8 月上旬，华东野战军司
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带着一个警
卫排、一部电台，从高青县过黄河来到
惠民县城，准备转赴冀鲁豫边区。得
知这个消息，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
军区政委景晓村，及接替率军开赴东
北的杨国夫为司令员的袁也烈，赶紧
从驻地来与陈毅、粟裕会面并接他们
回到何坊村。

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应邀在渤海区
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上做了一场形势
报告。为防敌机袭扰，会址选在村西北
角一片松柏茂密的坟茔里。天气有些
闷热，性情豪爽的陈毅索性摘掉帽子，
解开衣扣，拿着扇子开讲起来。他首先
讲到解放战争全局已经到了历史的转
折点：“不久前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
挺进中原。从此，整个战局迅速扭转，
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山
东战局也将很快发生变化。”

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接着讲蒋
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不是强大的表
现，而是“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他们有
生力量被大量歼灭，已无法向各解放区
发动全面进攻，只好收罗残兵败将，向
延安和山东来了个所谓“重点进攻”。
最后，陈毅一挥扇子豪迈地说：“不要看
他目前表面上气势汹汹，像个‘霸王’，
用不了多久，就连他的老窝也保不住
了。今日我携万民渡河，不久我军将饮
马长江……”

很快，事实就证明了陈毅所言。在
土改中获得解放的渤海区农民以前所
未有的革命热情，掀起了保家保田、参
军支前的热潮，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
了人民战争。关于这一段历史，纪念馆
中“烈火铁流”展厅介绍得十分详细，照
片实物应有尽有。据统计：解放战争时
期，渤海区先后有 82万民工支前，出动
大小车辆 13万车次，牲口近百万头，向
前线运送军粮两亿七千万斤，占山东全
部支前用粮的三分之一；有近 20万优秀
子弟参军入伍，6000 多名干部随军南
下，建立巩固新政权；有 55000多名渤海

子弟英勇捐躯。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元帅对包括

渤海区在内的人民大支前念念不忘，
曾动情地说：我们的胜利，是人民群众
用小车推出来的。我就是死了埋进棺
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对我们的支
援！是的，都说根据地建设是我们党
和军队的立身之本，其实民心才是真
正的根据地！

走出纪念馆，后面就是著名的渤海
区烈士英名录碑廊，还没走到近前，就
感到一阵扑面而来的浩荡正气，令人肃
然起敬。它全长 162米，高 7.9米，碑廊
内有 4块大理石巨幅石碑，上面镌刻着
渤海区为国牺牲的 55308名革命烈士的
英名以及他们的籍贯、出生年月、牺牲
时间和地点。黑色大理石上工工整整
镌刻着一行行白字，在阳光的映照下闪
着光泽。

我默默地仰起头，仔仔细细地看
着、抚摸着：一个个英烈的名字，如同繁
星点点，好似霞光道道，在广阔无垠的
天空上闪耀着。

我摘下帽子，虔诚地向他们、向这
些无言的前辈深深地鞠了一躬。

转过身来，阳光下的滨州城展现
在面前，这就是当年的渤海区中心所
在地。新中国诞生之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这里天翻地覆、日新月异。
滨州不再是土里土气的乡镇，而是迅
速成长为一个现代化都市，先后荣获
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等
称号。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

人。”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广大人民群
众在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基础上，发扬
“老渤海精神”，汗珠落地摔八瓣儿干出
来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滨州人
民更是再接再厉，再创辉煌。渤海湾
畔，黄河尾闾，正在发生着沧海桑田的
大变迁。

回头再看这渤海革命老区纪念
园，再看这烈士英名碑廊，一幅幅图
片、一个个名字犹如一朵朵浪花，汇
聚成波涛起伏的大潮，“哗哗”地奔腾
着。当年摧枯拉朽，潮涌渤海湾，涤
荡着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如今同样汹
涌澎湃，奔向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
上的新时代……

渤海湾的浪花
■许 晨

站在北大红楼玉兰树下，一个个声
音如黄钟大吕，从历史的窗口传来。走
进红楼，一幅幅画卷波澜壮阔，在历史
的厅廊徐徐展开。

环顾这间教室，一排 4行，一行 8个
座位，坐满也仅有 32人。普通的黑板，
简易的桌凳，一群青春学子在木质地板
上走动，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遨游。这
不大的“学生大教室”走出了新文化运
动诸多健将，将大学之“大”从红楼扩展
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李大钊的乐亭之声，从图书馆主
任室发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
旗的世界！”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在这儿诞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
这儿组织，《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儿撰写。与
蔡元培，与陈独秀，与鲁迅，与毛泽东，
在这儿谈工作，谈国事，谈文学，谈主
义……同新潮社，同民国杂志社，同新
文学研究会，商讨“冲决历史之桎梏，
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
回民族之青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
文章”。

陈独秀的怀宁之声，在文科学院
“声名冠寰宇”。这位先被校长蔡元
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被一个
会议变相解职者，学贯中西，风流倜
傥。不但《新青年》威震四方，警醒无
数仁人志士，还开中华文章“加标点
符号”之先河，开新文化横排印刷之风
尚，开讲世界上有个马克思主义……
1935 年身在国民党监狱，还给刘海粟
题写“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
若虹”的条幅。

毛泽东的湘潭之声，从“第二阅
览室”传到《湘江评论》之上，“世界的
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
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
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1918 年 8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
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由长
沙来到北京，后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
员，每月领取薪金 8元。他在北大图书
馆期间，广泛结交新文化运动人物，探
索寻求真理，从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就没有动摇过”，自信地发出了民族
强音：“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
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
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能力。”

北京大学红楼地处故宫博物院
北 侧 ，始 建 于 1916 年 ，落 成 于 1918
年，因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
名红楼。

五层红楼静立，五星红旗飘扬，
五湖四海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
里参观。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
垒，如今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

我在北大红楼里，在进出的人海
中，知道了在五四运动当天，红楼里印
制出全北京唯一的印刷品，呐喊出“中
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
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知
道了当年沦陷的北平，日寇将红楼强
占为宪兵司令部，将这个人类传播文
明的圣地，变成血腥屠杀的人间地
狱。1939 年，国画大师李苦禅，就在北
大红楼被日寇宪兵关押，遭受了惨绝
人寰的折磨……

在北大红楼中，在历史的深巷处，
我看到一轴轴画卷：屈原的“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杜甫的“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岳飞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
惜死”；还有西南联大衣衫褴褛的知识
分子们，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喊出
“铁是愈锤炼愈坚韧的”；更有延安抗日
军政大学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面
对强敌猖狂且惨无人性的进攻，吼叫出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
来担承……”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文化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是民族生
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文化与信仰统一，
意志与奋斗一体，知识背后是文化内
涵，是信仰不移！在红楼听声，听到的
是历史的回声，是民族图强的不屈呐
喊，是共产党人的初心真音！

红楼的声音，民族的声音，信仰的
声音，今日听，明日听，世世听；红楼的
画卷，历史的画卷，人民的画卷，你来
看，我来看，代代看。普通的红楼，文化
的红楼，思想的红楼，人民的红楼，中华
民族史诗里的红楼。

我望着斑驳的红砖，瞬间望见了
上海的石库门，望见了嘉兴南湖的红
船，望见了井冈山的红旗，望见了湘江
强渡的硝烟，望见了遵义会议的灯火，
望见了大渡河上的铁索，望见了草地
上篝火中的鱼钩，望见了延安宝塔闪
烁的金光，望见了西柏坡进京“赶考”
的车队……

红楼无语，历史有迹，时代奔流
向前。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

人民领袖的话，回响在我的耳际！

红
楼
的
回
响

■
李
朝
俊

王成琪是原济南军区第 89 医院
一位创伤外科专家。他 1931 年生于
山东，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先后 3
次荣立一等功，多项成果获国家或军
队科技进步奖，由他参与创建的全军
创伤骨科中心在断肢（指）再植领域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所在科被中央
军委授予“勇攀医学高峰的先进科”
荣誉称号。

王成琪虽已年届九旬，但仍精神矍
铄。适逢建党百年，他兴冲冲地聊起了
自己的入党故事，把我们又带回到了那
个战火硝烟的年代。

1948 年 10 月，年仅 17 岁的看护员
王成琪被选派到华野后卫第三医院前
线分院，负责收治前线后送的伤员。不
久后，后卫第三医院接到命令，要求把
现有的伤员全转走。根据当时情况，必
须在一周内将医院近百名伤员护送到
黄河以北的地方医院去。这个前线医
院一共只有 4名医生，人手紧张，不能派
出医生护送。最终重担落到王成琪身
上。医疗队长李加森把王成琪叫到办
公室，说：“小王，组织上交给你一个任
务，由你负责把伤员护送到河北衡水一
带的地方医院去。一路上吃住行都由
你负责安排。”领导的话不多，可是分量
很重。

王成琪沉不住气问：“还有谁？”
“再给你派一名护士，新来的小李，

就你们两个。”李加森语气缓慢地回答
他。
“就我们俩？”王成琪惊讶不已。这

下可把他愁坏了，他还太年轻，从没有
单独外出执行任务，连班长都没当过，

叫他负责去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他还
真有点惶恐。
“我们考虑你是个比较有经验的老

兵，工作细心负责。”
王成琪眨巴了一下眼，又问：“医院

在哪？”
李加森用他那双大手抚摸着王成

琪的肩膀说：“现在具体方位说不准，地
点大概在黄河以北至衡水一带。这个
任务非同一般，责任重大，你是一名预
备党员，我相信你能经受住党组织对你
的考验！”他严肃地看着王成琪，但眼神
里充满了期待。
“保证完成任务！”王成琪声音洪

亮，坚定地接受了护送任务。
第二天一早，王成琪便和战友麻利

地打点好行装，带着队伍上路了。近百
名伤病员，仅是抬担架的民工就有 300
人。二人带着这支队伍，冒着连绵秋
雨，沿河北山东一带边界，向衡水进
发。一路上的艰难是难以形容的。他
们二人进行了分工，王成琪负责带领担
架队和治疗，小李打前站、号房子、准备
伙食。每到一处宿营地，安排好伤病员
都睡下后，他们二人还要逐门逐户看一
遍，巡诊换药，检查病情，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一夜睡不了多大一会儿。

白天，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时对解
放区进行狂轰滥炸，一路上险象环
生。王成琪带领着浩浩荡荡的伤病员
队伍，只好利用夜间行军。路上滑倒
在地里、沟里是常事，尤其是阴天没有
月光，路更难走。每次夜行都必须走
到早晨 5 点钟，才能交到下个村往下
传。每到一处，王成琪先将伤员安排
在老百姓家住下，然后到村长那里请
求安排吃的，并派出百余副担架替换
上一村送来的人。就这样，担架队伍
一个村又一个村交替地前进着。由于
当时没有现金可支付给村民，只好由

村长把账记在纸条上，待最后向乡镇
政府统一汇总结算。

一路上，王成琪既当指挥员又当救
护员。根据自己多年的战争经验，王成
琪能准确判断出国民党飞机的出没规
律。一路上，王成琪对可能出现的空袭
十分警惕。当隐约听到嗡嗡如蚊蝇的
飞机声时，王成琪就果断地叫大家停下
来隐蔽。有的伤员因上下担架不方便，
便慢腾腾地磨蹭着。王成琪赶紧上前
大声劝说：“危险！动作尽量迅速，赶快
隐蔽！”大家刚隐藏好，敌机就开始猛
烈扫射。这时，大家才认定王成琪这个
队长年纪虽轻却指挥得当，如果等枪响
起来再应对，慌乱之中会造成多大的伤
亡！大伙心里一阵后怕，不由得对王成
琪刮目相看。

经过几天的紧张行军，队伍过了
临清，准备向北继续进发。这时联络
员从老百姓那里得知，头天夜里，国
民党军一个团的兵力已占据前面村
庄，封锁了北上的去路。王成琪当机
立断，立即调整队伍，将伤病员分成
两个排，护士小李带领伤情较轻的伤
员为一排作前卫，自己带领伤情较重
的伤员担任后卫，负责收容。在掌握
了详尽的敌情后，王成琪决定带领队
伍趁天黑绕道突围。他等大家把路
线记清了以后，又细致交代了经过每
个地方的注意事项，要求带枪的同志
一律压满子弹，上好刺刀，随时准备
战斗。

太阳落山，夜幕悄悄地垂下，守在
村庄的国民党士兵点起一堆堆篝火，人
喊马嘶声，此起彼伏。

王成琪又检查了一遍准备情况，当
发现一排一个伤员发烧严重，便把自己
的军用水壶取下来交给小李：“你们排
这个伤员烧得厉害，把它灌满水，路上
能用得着！”

夜色茫茫，寒风刺骨。队伍穿越村
庄时，王成琪往后传话：成二路纵队快
速前进。于是，队伍在敌人的缝隙中宛
如一条游龙，腾挪闪避，迂回穿插。好
几次，他们都已经听到了敌军的车马喧
闹，然而这支以伤病员为主的队伍总能
化险为夷。

月底，几经周折，总算找到那家地
方医院，王成琪将伤员护送到位，他终
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交接安排完伤病员，王成琪顾不上
休息，他和战友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
带着护送队安全返回。在执行任务的
一个月中，俩人很少休息，身上的衣服
从未脱过，人又黑又瘦，大家几乎认不
出他们来。

黄学祥院长、李加森队长望着预备
党员王成琪，既赞叹，又心疼。黄院长
一把拉住王成琪的手说：“你的任务完
成得非常好！既把这么多伤员安全送
到目的地，又确保了医院整体转移去接
收淮海大战的伤员！在这次艰巨的任
务中，你已经通过了党组织对你的考
验，具备了一名合格中共党员的条件！
经院党委研究，准备让你转为中共正式
党员！”

第二天上午，天气格外晴朗，金色
的阳光洒满了大地，把医院会议室的党
旗照得倍加鲜艳。王成琪在大家的掌
声中通过了转正，并荣立三等功。

尽管 70多年过去了，王成琪每念及
此事仍激动不已……

火线转运伤员
■李 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