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回溯到1939年初，八路军第一一
五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师
长陈光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第一一五
师师部、师直属队、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以
东进支队的名义，奔赴山东抗日前线。3月
1日，东进支队进入山东省境内，3月7日抵
达东平县无盐村，12日进驻东平县东部的
林马庄、常庄一带。14日，中共泰西地委一
班人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赶赴林马
庄欢迎第一一五师的到来。当时，我任中
共泰西地委宣传部长，与地委的其他同志
会见了第一一五师的首长，并筹备、参加了
隆重的欢迎大会。在家乡的土地上，见到
大战平型关的八路军主力部队，见到久经
沙场的罗荣桓、陈光等将领，心里感到特别
高兴，对泰西的抗战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

派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山东，是
毛泽东主席根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
山东的抗战形势，作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
决策。

早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
省委就按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在
全省发动了十余起较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
义，开展起抗日游击战争。在泰西地区，省
委派张北华等同志于1938年1月1日发动
了泰西抗日武装起义，随之建立了山东西
区人民抗敌自卫团。这时，我在家乡东平
县任中共东平县工委书记。县工委建立于
1937年10月，是泰西地区的第一个县级党
组织。县工委大力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
宣传，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于1938年2
月与汶上县的同志共同发动了永安寺抗日
武装起义，建立了一支抗日队伍。1938年
5月，中共中央任命郭洪涛同志为山东省委
书记。他从延安率一批干部来山东途经东
平时，听取了我代表县工委的工作汇报，对
东平县工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郭洪
涛同志随后东去到达肥城县北仇村时，在
那里建立了中共泰西特委，段君毅同志任
书记，孙光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
长，张北华同志任军事部长。特委大力开
展建党和宣传、组织群众工作。至当年底，
泰西地区的党员由不足百人发展到400余
人，并在东平县工委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泰
安（西）、肥城、长清、平阴、汶（上）东等5个
县委或工委，还建立了各县抗日动员委员
会。特委还在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中
开展了建军工作，使部队加强了党的领导、

严明了组织纪律、清除了混入的坏分子，面
貌焕然一新。这期间，永安寺起义建立的
抗日武装逐步扩大，被编为第十支队东进
梯队。这支部队到东平县活动时，与东平
县工委建立的东平县第五区抗敌自卫团和
几个区队合编为第十支队挺进梯队，队伍
发展到1000余人。1938年底，山东西区人
民抗敌自卫团和挺进梯队等部在长清县大
峰山区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
兵力达到数千人。经过中共泰西特委和八
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的共同奋战，初步
打开了泰西地区的抗战局面，创建了泰西
抗日游击根据地。当八路军东进支队到来
时，泰西抗日军民无不欢欣鼓舞，普遍预感
到泰西地区乃至山东西部地区的抗战局面
必将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东进支队到达东平县后，中共鲁西区
委奉北方局指示，与八路军津浦支队来到泰
西会合。鲁西区党委和第一一五师师部联
合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共同领导鲁西区的
抗日斗争，罗荣桓同志任军政委员会书记。
随后，根据罗荣桓同志的建议，鲁西区党委、
泰西地委（由泰西特委改称）于1939年3月
20日在东平县常庄召开了地方和部队党的
活动分子大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具体
筹备工作。罗荣桓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的
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分析了泰西地区的形
势，肯定了泰西党组织和部队的工作，提出
了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
的任务。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泰西远离延
安，我作为地方党委的领导成员，是第一次
直接听取传达中央全会的精神，心情十分激
动。这次会议至为重要，应该说是一次开创
泰西地区抗战新局面的会议。

常庄会议后，中共泰西地委在东进支
队的支持和指导下，大力开展了以建党、建
政、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根据
地建设工作。东进支队在积极作战的同
时，派出大批干部，与泰西地委派出的同志
共同组成大量民运工作团，深入到各县的
区、乡、村发动群众，建立自卫队和农、青、
妇、儿等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并以此为基础
建立起基层抗日政权。当时，我带工作团
活动在平阿山区。东进支队和泰西地委十
分重视并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曾在孙
伯村（今属肥城市）召开了泰西地区军政联
席会议，团结了一大批地方上层爱国民主
人士，使泰西出现了团结抗战的良好局

面。这时，各地加快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
设步伐，1939年6月，长清选举产生了抗日
民主县政府，接着，东平、泰安（西）、宁阳、
平阴、汶（上）东县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
府。我和工作团指导建立了东平、平阴两
县的抗日民主政府。鲁西军政委员会于10
月建立了泰西行政委员会，11月又民选建
立了泰西专署，这标志着泰西抗日根据地
正式形成。在这以前的10月份，地委组织
部长孙光同志调鲁西区党委工作，我改任
泰西地委组织部长。

在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我
和地委的同志们经历了当时震动全国的陆
房突围战。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一五师继平
型关大战以后与日军进行的又一次著名战
斗。东进支队自1939年3月上旬进入泰西
地区后，与第六支队相互配合，先后进行了
10多次战斗，横扫汶河两岸日伪军，歼敌
1000余人，加之泰西各地的抗日工作轰轰
烈烈，使日军非常恐慌。5月上旬，日军驻
山东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调集济南、
泰安、肥城、兖州等 17 个城镇的日伪军
8000余人，兵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
妄图将东进支队和地方党政军抗日力量一
网打尽。5月11日拂晓，第一一五师师部、
鲁西区党委和泰西地委机关、第六八六团
（欠第三营）、津浦支队、第六支队一部共
3000余人被敌人包围在肥城县陆房一带
一个狭小盆地里。当时，我们地委机关和
第一一五师师部一起活动，我和机关的大
部分同志被围在包围圈里。敌人在炮火掩
护下向我军展开进攻，陈光代师长命令第
六八六团抢占制高点肥猪山、岈山，师特务
营抢占东山岭，津浦支队抢占凤凰山，坚决
抗击敌人的进攻。我是生平第一次经历这
么激烈的战斗。只见周围山头上枪炮声、
厮杀声不绝于耳，陆房上空炮弹呼啸而过，
爆炸声震耳欲聋。第六八六团连续打退敌
人9次进攻，师特务营和津浦支队也给予敌
人以沉重打击。战斗从早晨持续到下午，
敌人曾一度攻到第一一五师师部附近，子
弹从我们身边飞过，经我军猛烈反击，才把
敌人打退。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地委的同
志才吃了点地瓜，喝了口水，算是吃了顿
饭。战斗还在激烈进行，师部决定坚持到
天黑，于夜间突围。我们地委机关的同志
都把背包存放到村内的大地窖里，准备轻
装前进。天黑以后，大家分头沿小路突
围。我和第一一五师的一位同志及通信员

一起，沿红山口一条怪石嶙峋的小路摸黑
往外突。一天一夜只吃了点地瓜、喝了口
水，又饿又渴，浑身疲惫乏力，咬着牙坚持
走了八九十里，第二天到达集合地点东平
县无盐村。几天后，第一一五师在无盐村
召开了陆房战斗祝捷大会；泰西地委组织
干部、群众清理战场，掩护、照料伤员；东
平、肥城县委组织大批物资慰问部队。

陆房战斗，第一一五师等部以伤亡200
余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其中
包括日军大佐在内的50多名军官。这是
山东八路军抗战期间歼灭日军最多的一
次，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第一
一五师师部、师主力部队和鲁西、泰西党政
领导机关的阴谋，有力地保卫了泰西抗日
根据地。陆房战斗震动全国，蒋介石亦致
电朱德、彭德怀，表示“殊堪嘉慰”，这实际
上承认了第一一五师在山东抗战的合法
地位。

陆房战斗以后，第一一五师一部转移
到津浦铁路以东活动。罗荣桓和陈光同志
率机关少数人员和一支小部队向东平湖一
带转移，第六八六团转移到东平湖一带休
整。8月2日至3日，罗荣桓和陈光同志指
挥杨勇同志的第一一五师独立旅在梁山歼
灭了日伪军400余人，其中毙日军少佐长
田敏江以下300余人，俘日军13人，创造了
在兵力相当、我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
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之后，敌人
疯狂进行报复“扫荡”。8月下旬，鲁西军政
委员会在东平湖小安山召开会议，研究创
建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问题。罗荣桓同志
在会议上阐述了创建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会议作出了创建鲁西
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决定。9月中旬，罗荣
桓、陈光同志遵照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指
示，率部离开泰西，奔赴鲁南，开辟新的抗
日根据地。

第一一五师在泰西7个月的时间里，为
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功绩。
这期间，泰西党组织和群众大力支持第一
一五师，先后派出5个县的独立营补充到主
力部队，并支援了足够的粮秣、钱款、布匹
等物资。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罗荣桓同
志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东进”曾寄养在肥
城县农村的老乡家里，根据地群众冒着生
命危险保护革命的种子。第一一五师与泰
西群众结下的鱼水深情，将永远记载在红
色史册里。

第一一五师、第六支队、鲁西区党委、泰
西地委负责同志，部队营以上干部，地方县
委及部分区委的负责人参加了地方和部队
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会上，罗荣桓传达了党
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指出，要坚持贯彻
全民抗战的指导方针，放手发动群众，组织
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提出建党、建军、建政和
建立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的任务，特别
提出建设泰肥、平阿、大峰山三大抗日根据
地的要求。最后，号召泰西地区的党、政、
军、民团结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彻底
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为开展东汶地区的工作，东进支队派
出主力一部，在第六八六团参谋长彭雄率
领下，深入东汶边界地带，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3月，该部协同第六支队一团，对驻
扎东平五区后围村的敌据点展开了军事与
政治攻势，终使伪军100余人全部缴械投
降，获长短枪60余支。16日，兖州、宁阳、
汶上、肥城、东平等县日伪军1000余人到
东平“扫荡”。第六支队司令员刘海涛、政
委张北华率部在香山布防，阻击来犯之敌，
进行反“扫荡”。在万籁俱寂的旷野里，战
士们迎着凛冽的寒风坚守阵地。17日，战
斗打响，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打退敌人一
次次轮番进攻。陈光及时率部增援，亲临
指挥，经两个小时激战，将敌军击溃，毙日
伪军30余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此
次战斗，我军13名战士光荣牺牲。香山之
战，扬我军威，不仅坚定了东平人民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信心，也鼓舞了泰西地区人民
的斗志，将这一带的抗日运动推向高潮。
22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驻在五区郑海

的东进支队一部及第六
支队一团，在彭雄

和一团团长陈伯衡率领下，经过5小时激
战，将配有精锐武器的东平县城日伪军击
溃，日军小队长龙田被击毙。陈伯衡同志
壮烈牺牲。

东进支队与鲁西区党委举行了庆祝胜
利大会。会场设在常庄，参加会议的有常
庄、徐坦、尹山庄、林马庄、肖庄、山神庙、麻
子峪、王埠、东屯、南屯、苍邱、鄣城、夏谢等
村的干部群众1万余人。东进支队和第六
支队的指战员、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县
委部分干部参加了大会。会场摆着两门大
炮和许多轻重机枪，战士们雄赳赳、气昂
昂，锣鼓声、口号声、歌声响成一片。与会
干部群众看到八路军战士的英雄形象，增
强了打败日本侵略军的信心和力量。

刘海涛主持大会。他总结了香山战斗
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阐述了这一战斗胜利
的重大意义。他说，东进支队进入泰西以
来取得的一个个胜利，说明日本侵略者虽
然武器装备精良，但只要我们英勇善战、勇
于拼搏，就一定能战胜它。他特别指出，只
要实现了全民抗战，日本侵略军便会陷入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必定以彻底失
败而告终，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陈光为郑海战斗中光荣牺牲的陈伯衡
同志致悼词，全体与会人员向烈士默哀致
敬。随后，罗荣桓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精神，阐述了发动全民抗战的指导方针，指
出每个中国人都应当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
出贡献，广大人民群众应当被紧急动员起
来，投入抗日战争中。他的讲话使大家进
一步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坚定了胜利
的信心。

4月间，为进一步开展东汶地区的工
作，尽快建立地方政权，师部决定以两个连

队组成东汶支队，在保卫部长石新安率领
下，深入该地区活动，同时配合地方党组
织，组成东汶办事处，石新安兼任主任，东
平县委派共产党员孙亚城任秘书，着重加
强东平东部、汶上北部地区抗日工作的领
导。东进支队还派出民运干部万丹如、田
荷英、侯敦、朱黎、徐杰、王一芝、彭涛、吴亚
楠、肖斌、魏华等同志分赴东平县的三、四、
五区，深入农村指导帮助工作。

东进支队连战皆胜，声威大振。5月，
日军从济南、泰安、兖州、东阿、汶上等地调
集5000余人及伪军一部，分9路“扫荡”泰
肥山区根据地，企图消灭第一一五师主力
和泰西党政军领导机关。11日凌晨，第一
一五师师部、第六八六团（欠第三营）、津浦
支队、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等部和中共鲁西
区党委、泰西地委等党政机关共3000余
人，被敌包围于陆房一带纵横不足10公里
的地区内。陈光命令部队迅速抢占陆房村
周围制高点，凭险据守。当夜，敌收缩兵力
监视被围八路军部队的行动，陈光指挥各
部队及党政机关分路突围，各部顽强反击，
至12日凌晨，各部队及党政机关均从敌军
间隙中跳出包围圈，在东平县四区无盐村
会师。

1939年8月，为贯彻党中央、北方局开
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第一一五师与鲁
西区党委在东平八区杨堤口村附近的东平
湖岸召开二、七地委联席会议。会议由区
党委书记张霖之主持，罗荣桓参加会议并
作了讲话，重点阐述了鲁西地区创建游击
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平原
上没有山，没有海，但有成千上万的民众，
可以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人海，形
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只要坚决发

动群众，依靠群众，认真改造地形，就能创
建平原游击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鲁西，是指津浦路以西的山东西部地
区，物产丰富，是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联结
的纽带，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鲁西
平原上村庄稠密，人口集中，多数大村庄建
有抵御外患的围墙，但顽固的封建残余势
力、道会门组织也凭此自立山头，私拉武
装，与我抗日政府、八路军对峙。日本侵略
军在伪军的配合下，经常使用骑兵、汽车、
坦克对大平原地区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地
烧杀抢掠。

鲁西区党委、鲁西行署、独立旅党委认
为，要坚持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必
须开展破路、挖沟、破围寨的工作，改造平
原地形、创造平原作战的新战场。

鲁西区党委和独立旅党委责成独立旅
参谋长何德全兼任鲁西区破路、破围寨委员
会主任，并设置专门机构，选派骨干力量参
加这项工作。同时，党政军各级机关也都成
立了破路、破围寨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大批
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宣传破
路、破围寨的意义，解除群众思想顾虑。

在破路、破围寨工作的关键时刻，何德
全和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在东平县
戴庙镇的一个学校里召集鲁西各县抗日民
主政府县长以及部分区长、村长召开会议，
进行思想发动。

会后几天内，破路挖沟、破寨工作便在
全区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至12
底，东平县西部地区除敌人据点外，能走汽
车和大车的路，都改造成了8尺宽、4尺深
的“抗日沟”。部分大村镇的围寨被破除。
这对于我部队反“扫荡”，坚持平原游击战
争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一五师在东平

抗日战争时期 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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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师驻无盐村时的司令部旧址

难忘那段
□万里

在我漫长的经历中，有许多往事，随着光阴的流失，从记忆中渐渐
淡去；而有些事情，却在脑际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任凭历史烟云的剥
蚀，始终不能消失。比如我在泰（山）西的战斗岁月，八路军东进支队
在泰西英勇打击日伪军的场景，陆房突围中惊心动魄的战斗，还有当
年战斗在泰西、如今已经逝去的第一一五师首长罗荣桓元帅、陈光将
军以及那些烈士们、战友们，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中共东平县委党史研究中心

★第一一五师和第六支队胜利突
围到达东平县无盐村。图为第一一五
师驻无盐村时的司令部旧址。

★泰西人民对主力部队给予无私
的支援，据不完全统计，半年时间捐大
洋28万元、粮11万多斤、实物1.96万
件和大量布匹。东平县芦泉屯村王笃
章、王诚秀父子为第一一五师运送布匹
时被敌人杀害。左上图为《大众日报》
刊登的东平成立动委会的消息；左下图
为当时第一一五师的募捐证；右图为罗
荣桓、陈光为王家父子写的挽联。

★第一一五师在挺进山东途中。

★第一一五师与鲁西区党委、泰西
地委、第六支队会合，在东平县常庄召
开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图为常庄会议旧址。

本版文图摘自《东进抗日铸辉煌——纪念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暨陆房战斗70周年》一书
□通讯员韩庆伟提供资料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田鑫、刘小东整理

泰山岩岩，汶水汤汤。在泰安光荣
的革命史中，英雄的人民军队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九死一生换来人
间巨变，在泰汶大地上书写出激越豪迈
的篇章。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
周年之际，本报联合中共泰安市委党史
研究院推出“犹记当年烽火里”专栏，穿
越历史的云烟，重温先辈的奋斗历程，
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聚磅礴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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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
荣桓、代师长陈光带领下进驻东平县。3月20日，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在常庄
召开了地方和部队党的活动分子大会。这次会议是把泰西地区的抗日斗争推
向高潮的一次强有力的动员会议，为泰西各县人民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

第一一五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 抗战时期的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