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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里一带的党组织多次受到日、
伪、顽的残酷镇压。1944年夏到1945年
秋，盘踞在泊里的日、伪军，制造了骇
人听闻的“泊里惨案”，一年多时间里，
被无故残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有
300人之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在敌人严
刑拷打和野蛮屠杀面前，大义凛然，英
勇不屈，展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
　　1938年11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
日游击队第二支队，赶跑了驻在泊里
的国民党自卫队、土匪游击队，歼灭了
在贡口登陆的日军。1939年，我二支队
西撤后，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队第二
纵队第六支队（李永平部）乘机进驻这
里，1943年3月8日，李永平发表反共

《宣言》，公开投靠驻青岛的日军内田
旅团长。日军将其部队编为“滨海地区
警备军”，李永平任司令，下辖五个团，
作战兵力达4000余人。1944年11月1
日，李永平病死在青岛，原一团团长李
贤斋继任司令。
  李永平投降日军后，大搞“治安强
化”运动，推行保甲连坐法，严查共产
党、八路军的活动。1943年，他们与国
民党军统特务分子王明甫勾搭在一
起，成立以特务分子祝仲岚为首的所
谓“勤劳服务部”，大搞我党我军的情
报。同时，在各村成立“剿共委员会”，

查处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
　　进驻泊里后，李永平部在镇中心
设立“公合兴”商号，在贡口等地设立

“税务卡”，对泊里周围的农民横征暴
敛。为修筑据点和炮楼，他们还在当地
农民中抽丁抓夫，致使泊里周围的大
片土地因无人耕种而荒废。日伪军还
在3年间收给养粮1200多万斤、征款
800多万元，拆民房100余间，致使许多
农民流离失所沿街乞讨。而李伪这一
伙民族败类，把搜刮的粮款运往青岛，
供日军享用。仅1945年春就运往青岛
小米、瓜干400多万斤。
  1944年，“讨李战役”后，他们先后
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并

将他们活埋或枪杀。更残忍的是，郑文
信、牛启昶叛变后，由刽子手李贤斋、
祝仲岚、聂怀增等人制造的大屠杀，十
几天就杀害我党员43人、群众40人。
　　敌人的血腥屠杀，没有吓倒共产
党和革命群众，他们继续投入新的战
斗。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滨海部队
于11月27日包围了盘踞在泊里的伪滨
海警备军。战斗打响后，泊里一带的党
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带领民兵运送弹
药，抢救伤员，配合支援部队作战。经
一个月的激战，我军于12月27日攻克
泊里镇，生俘伪滨海警备军副司令于
炳宸以下官兵3500余人，枪毙500余
人。叛徒郑文信和汉奸于举千、曹大

有、张仲雨被活捉。藏马县政府在泊里
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这些罪犯，并
就地实行枪决。对此，广大群体拍手称
快，纷纷涌向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
舞，庆祝解放。另有李部残余500余人
溃逃到胶县，被国民党胶东行署的赵
继勋、张天佐改编为诸城保安第二大
队，伪司令李贤斋改任大队长。1946年
6月，被张天佐派往安丘县协防。同年
冬，解放安丘城时，该保安大队被击
溃，李贤斋、王德三这两个罪大恶极的
刽子手，被击毙于安丘县境内。至此，
横行一时的伪滨海警备军全军覆灭。
  （本文整理所据资料由中共青岛
西海岸新区工委党史研究中心提供）

抗日烽火燃泊里
红色壮歌留青史
——— 记抗日战争时期泊里地区党组织的英勇斗争

  □本报记者 谭宁 整理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
　　1938年春，日军的铁蹄踏进了泊里，当地人民遭受了极大的蹂躏。国难当头之时，泊里地区的一批爱国志士为了抗日救国，
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他们又
怀着救国救民的赤胆忠心，带着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回到泊里一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
人民群众与日、伪、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日伪军对我党的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泊里惨案”。一大批优秀儿女为了民族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
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为西海岸地区党的斗争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泊里一带的党组织，是在人民抗日
救国运动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党员主
要来自五个方面。
　　一是在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军政干
校学习的人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1938
年2月7日，入侵诸城的100余名日军乘车
侵入泊里，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泊
里一带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牛孔硕、
崔仁卿等人，在逄家台后组织起了抗日
游击队。因这支队伍多数人是当地农
民、小学教员和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学
生，所以非常缺乏军事指挥人员，于是他
们决定派人到正规部队进行培训。经多
次联系交涉，于当年6月选派了于家官庄
于云光、丁莪家庄张鲁东（又名张启舟）、
山河子村（现属日照市）郑希南、泊里河
北牛启昶到驻莒县的国民党69军新编第
六师进行军训。4人来到时，部队正准备
向北转移，于是他们又经该部政治部主
任钟辉（中共党员）介绍，到了八路军山
东人民抗日军政干校学习。8月，4人在
干校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0月
前后又加入了共产党。12月学习结业
后，中共山东分局先后将他们派回原地
开展地下工作。
　　二是中共诸城县委通过在泊里举办
训练班，发展了一批党员。1938年11月，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在
司令员刘涌、政委景晓村的带领下，沿途
攻打了朱解、瓦店，接着又赶跑了泊里的
土顽王子经部。这时，诸城县委和八路
军诸城独立营也随二支队来到了泊里。
我党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大。
鉴于这一情况，1939年春节前后，诸城县
委的同志深入各村动员了一大批爱国人
士和进步青年，在泊里举办了训练班培
训骨干、发展党员。学习班共举办了两
期，每期半月，约150人受训。结业后，又
有一大批同志加入了党的组织。
　　三是诸城县委和八路军诸城独立营
选送部分青年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军
政干校学习，发展了一批党员。1939年
春，诸城县委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
培养我党工作人员，壮大我党在泊里一
带的力量，从诸城独立营和泊里周围的

邱家庄、辛庄等村选派了于剑波、董新
华、丁笑秋等13人，到沂水八路军山东人
民抗日军政干校参加培训学习。他们在
培训期间都先后加入共产党。培训结束
后，多数回到原地开展工作，丁笑秋、董
新华分配到地委做群众工作。
　　四是五区委建立后发展了一批党
员。1939年2月，诸城五区委建立（现泊
里一带）。诸城县委为更好地加强党对
这一地区的领导和继续坚持开展对敌斗
争，指示五区委利用我党我军在这一地
区的政治影响，壮大党的组织。为此，区
委深入各村，通过秘密工作，一个月内就
在泊里、邱家庄、崔家庄、辛庄、马家庄、
刘家庄、孙家屯、大马家疃、茉旺、东泮家
庄等十几个村发展党员20多名，壮大了
党的队伍。
　　五是区委调整以后，又发展了一批
党员。1939年6月，泊里周围的反动武装
组织加紧了活动。五区委因领导力量薄
弱，加之工作方法欠佳，工作出现被动局
面。鉴于这一情况，地、县委为加强五区
委的工作，把在地委机关和部队工作的
刘干、陈升阁（陈鹏）、董新华、丁笑秋等
同志先后派回泊里，协助五区委做党的
地下工作。这些同志回来后，县委书记
钮新农来到五区，在刘家庄主持召开了
区委扩大会议，调整充实了区委的领导
人员。经过大家的反复酝酿讨论，选举
刘步云担任区委书记，刘干任组织委员，
陈效先、陈升阁任宣传委员，王震任武装
委员，丁笑秋任青年委员，于剑波任民运
委员，丁荣贵任妇女委员。
  区委调整后，对全区的党组织进行
了一次整顿，并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到
年底，五区的党员已发展到80余名，分布
在20多个村庄。区委根据党员人数的迅
速增加和分布面广的新情况，为便于领
导和开展工作，决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的
村庄，都要建立支部或小组。当时建立
支部的有：孙家屯、马家庄、刘家庄、茉
旺、泊里，长阡沟、皮狐岭为一个支部。
建立党小组的有：于家官庄、辛庄。这些
基层党组织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全区
党的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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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日伪顽匪掀起抗日高潮

共产党人英勇斗争反抗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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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里地区的党组织建立后，遵照
党中央提出的“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
国人民的总动员”和“武装人民发展抗
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的全面
抗日方针，采取多种形式与日伪顽展
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沂水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军政
干校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的于云光、
张鲁东等人，随二支队和诸城独立营
回到泊里，积极组织当地民众开展各
种抗日宣传活动，泊里一带抗日救国
的浪潮汹涌澎湃。
　　日军侵入泊里后，当地一些土匪、
流氓趁火打劫。为此，五区委指示各
村党员发动群众，组织自卫武装。在
较短的时间内，胜水、小店子、高戈庄
等村，先后成立了村自卫队，它们在保
护群众利益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驻泊里一带的伪政权重新整理
区、乡、村政权组织，推行保、甲连坐
法，企图逐步消灭共产党。泊里一带
的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打入乡、
村政权机构，以掩护我党的活动。为
此，五区委书记刘步云隐蔽身份，通过
参加竞选，当上了山阳乡乡长；区委委
员王震、刘镜如先后担任了山阳乡自
卫大队大队长，党员刘树勋等同志也
先后打入乡常备队。这样，山阳乡的
政权和武装全部掌握在我党的手中。
与此同时，各村党员发动群众与伪保

长算账，经过一系列夺权斗争，五区凡
有党员的村庄和整个山阳乡的政权，
全部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刘步云当上山阳乡乡长以后，原
伪政权人员丁子辉、于敬五等，因被罢
官，而对刘步云怀恨在心，向李永平告
密说其私通八路军。李永平于1941年
8月19日以在泊里“公合兴”商号开乡
长会为名，将刘步云诱至乜家庄前逮
捕。李永平给刘步云捏造八大罪状，
施尽各种酷刑，刘步云坚贞不屈，揭露
李永平与人民为敌的罪行。李永平恼
羞成怒，当夜将其活埋在于家官庄祠
堂前。五区委书记、优秀共产党员刘
步云英勇就义，时年36岁。
　　刘步云牺牲后，五区委与上级党
组织失掉了联系。为加强党对泊里地
区工作的领导，1942年12月，中共滨海
地委派陈建华回到泊里，恢复组建了
五区委。陈建华任书记、陈效先任组
织委员、陈鹏任宣传委员。区委恢复
后，重新调整了泊里一带的党组织，秘
密地开展了各种活动。为搞到敌人内
部的情报，五区委通过在李永平内部
任副官的党员牛启昶等，随时掌握敌
人的兵员数目、武器装备、防地分布、
工事据点设置，以及敌人的调动和火
力配备情况。陈效先、董新华、于剑
波、杜雨、丁笑秋等人，也分别深入各
村开展秘密工作。

　　经过多次周折，五区委的党员刘
干、尹惠民打入了李部的编练处，牛启
昶、刘众邻打入副官处，陈效先打入军
医处，陈祝三等也打入了李永平部队
的内部。他们利用交朋友、拉家常等
方式，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搜集敌人
的情报。1944年7月第一次讨李战役
以前，他们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上级
党组织和我部队提供了大量有关敌人
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等军事情报，并绘
制了地图。由于情报提供的及时、准
确，使这次讨伐取得了巨大胜利。此
战共攻克李部大小据点42处、摧毁碉

堡300多个，毙伤日、伪军380多名（其
中日军130余人），俘日军3名，伪军300
余名，毁敌汽车6辆，缴获轻重机枪6
挺，步枪300多支，短枪30支，使30万人
民得到解放。
　　讨李战役以后，敌人觉察到我党
在其内部的活动，打入敌人内部的同
志已无法继续工作。为避免他们遭遇
捕杀，刘干、刘镜如、刘众邻、陈效先、
陈祝三、陈建华、于剑波、董新华、徐增
彩等先后秘密撤出，其中多数人员在
是年10月份被分配到诸胶县敌工部
工作。

八路军在讨李战役中攻克的碉堡。
1938年2月14日，泊里崔仁卿、于云光、张鲁东等人组建抗日游击队。（图画）

  在“泊
里惨案”中
牺牲的丁荣
贵、丁荣娇、
丁笑秋三姐
弟烈士墓。
□王刚 摄

王尽美：

壮美青春光和热
尽善尽美唯解放

　　1925年8月，青岛。病榻上的青年在弥留之际，
向身边的同志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好好工作，
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
实现而奋斗到底。”
　　他就是王尽美，生命的刻度永远停在了27岁。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
者和领导者，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辞世的一位。
　　1918年，刚满20岁的王尽美，在家乡考取了山
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彼时的中华，国门之外硝烟
漫漫，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
国门之内枪声四起，争权夺利鱼肉百姓的军阀混战
仍难见休止。
　　在济南求学期间，王尽美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
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
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
为外埠会员。同年11月，他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
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这份半月刊积极宣传
新思想、新文化，刊载了诸多有关社会改造的文章，
抨击时弊，启发青年觉悟。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
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这是王尽美最为著名
的《肇在造化——— 赠友人》。王尽美，原名王瑞俊。
1921年在写下这首短诗后，他便将“尽美”变作自己
的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志向与主义——— 为全人类实
现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
　　也是在这一年，他与邓恩铭作为济南中国共产
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
同志，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沪上归来的王尽美，转身投入了波澜壮阔的革
命运动。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下，他在山东建立
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担任书记。1922年1月，他
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
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他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
大。他所参与起草的《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
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
　　山海关、秦皇岛、广州、天津、济南、青岛、青州、
潍县……王尽美四处往来奔波，为民族振兴、人民
觉醒贡献着光与热。长期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活，
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即便如此，他依然抱病
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等，
直至在工作的最前线溘然而逝。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
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1961年，同为中共一
大代表的董必武挥笔写下了这首《忆王尽美同志》，
追忆英年早逝的革命战友。
　　斯人已逝，英魂长存。在王尽美的家乡山东省
诸城市枳沟镇，近些年当地挖掘红色旅游资源，修
缮王尽美故居，建设尽美干部学院、北杏村史展馆、
党建融联体展馆等红色文化传播阵地，打造尽美红
色小镇。
　　“通过图文资料、实物展示等形式，展现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以及当地的发展历程、发展轨迹和变
迁，用一件件物品承载历史，用一幅幅图片记录变
迁，用一处处实景浓缩记忆，打造区域性党性教育
基地。”枳沟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我要努力
传承革命先烈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敢于担当
的责任意识。”枳沟镇社区干部张凤娟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