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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为我们投稿吧。

□陈寿昌 文/图

1996年7月， 我们部分山西
知青模范和山西团省委的青年们
来到阳泉市郊的狮脑山 “百团大
战” 遗址参观， 缅怀为抗击日军
侵略而英勇牺牲的先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 粉碎日军
的侵略阴谋， 争取华北战局更加
有利于我军的发展， 并影响全国
的抗战形势， 八路军从1940年8
月20日起， 在华北敌后出动105
个团， 约40万兵力， 在2500公里
长的战线上， 发动了规模最大的
举世闻名的 “百团大战”。

狮脑山是阳泉的近郊制高
点， 是阳泉的屋脊。 控制了狮脑
山， 就等于卡住了正太铁路的咽
喉， 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之一。

8月20日22时， 八路军385旅
14团 ，由陈锡联旅长带领，在暴
风雨中占领狮脑山后， 便开始向
驻守在阳泉的日军片山旅团司令
部兵营猛攻。21日，日军千余人在
炮火掩护下，片山大佐手举军刀，
指挥敌兵向狮脑山上冲锋， 妄想
夺回高地。此时，卧在泥水里的我
军战士沉着应战， 他们凭借有利
的地形， 用排子枪和集束手榴弹
连挫敌军。25日，发了疯的敌人又
纠集两千余人， 出动百多架次飞
机，轮番轰炸狮脑山。我军阵地上
炸弹呼啸，整个山头硝烟弥漫，碎
石飞溅，阵地上的工事多处被毁。
敌人涌上山头后，八路军500名战
士用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 一场
惊天地、泣鬼神的厮杀直到天黑，
敌军死伤300多人， 狼狈撤退。八
路军在这里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七
个昼夜， 使狮脑山阵地始终牢牢
地固守在我军手中。

在这全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
年的日子里， 我们决不能忘记那
些为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献
身的英雄们， 再次向先烈和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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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特稿

太行山的元氏独立营

有人说和睿者交流能够打开
心灵的门扉， 和老者恳谈能够领
悟到历史的真谛。 在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前夕， 我和93岁的老父
亲打开了思绪的钥匙， 去追忆他
在抗战的枝蔓叶端。

父亲的抗战岁月

父亲韩新秋1938年入党， 在
元氏县旷村成立了党支部， 担任
首任党支部书记。 1941年父亲抗
日从军到县独立营， 有高小文化
的父亲在独立营属于知识分子，
入伍时间不长就担任了独立营营
部的支部书记， 后来抽调到太行
军区一分区政治部任干事。

太行革命根据地， 是中国共
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华北
敌后抗战的重要基地之一。 它地
处晋冀鲁豫边区的腹心地带； 八
路军第129师、 第115师、 山西牺
盟会等部在此纵横驰骋抗击日
寇， 用血肉之躯创建了太行革命
根据地。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
军总部长期驻在这里领导华北敌
后抗战。

为了抗击日寇， 我党在太行
山组织并建立了革命武装， 抗日
组织如火如荼地建立起来。 当时
太行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
政委郭峰也在各县组织建立了抗
日武装———独立营。 元氏县地处
太行山东麓 ， 距石家庄30余公
里。 元氏县独立营接受我党县政
府领导， 由县长和县委书记分别
兼任营长和政委。 独立营是县政
府抗击日寇的有生队伍， 全营有
一支百十人的基干连， 这是独立
营的骨干队伍； 同时下辖各区干
队人员。 加起来也有几百号人。
别看是地方部队， 枪支不齐， 穿
着八路军军服也不齐整； 但它是
我党地方政府的主力军， 也是八
路军的后备队。 从独立营走出过
解放后的省委书记、 军政委、 铁
道部局长等领导， 可以说是我党
干部的摇篮。 解放战争时， 这支
部队整编到二野九纵队的行列。

父亲讲述了县独立营在抗日
战争时期的故事。

故事1 ：
和鬼子的遭遇战

1941年以来是抗战最困难时
期。 日寇在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
的大扫荡 ， 对所经村庄实行杀
光 、 抢光 、 烧光的 “三光 ” 政
策。 元氏县几百个村庄， 只有一
个半村庄还由我党领导， 其他都
被日寇占领。 独立营不能整体行
动， 便分散成连排甚至班的编制
深入敌后开展活动。

1941年12月12日， 元氏县政
府准备在胡家庄召开纪念 “西安

事变”五周年会议。一分区有支几
十人的朝鲜义勇军， 他们在头天
晚上提前入住胡家庄。 不想召开
会议的事走漏了风声， 一百多鬼
子加上数百名伪军悄悄地包围了
村庄。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独立
营郭成根副连长带几十人走到胡
家庄附近的三道坡村时和鬼子撞
上了。霎时间枪声、手榴弹声此起
彼伏，响作一团。鬼子有备而来，
又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很快郭副
连长的队伍就挺不住了。 他带着
人马一边还击一边往树木葱茏的
山峦撤退， 鬼子和伪军在后面紧
追不舍。 此时胡家庄村里也是枪
声大作， 原来义勇军听到枪声知
道有敌情，便带着队伍往外冲。朝
鲜人在语言方面和日语有相通地
方，他们听得懂日语。鬼子叫嚣的
战术和打算都听的一清二楚，加
上义勇军打仗异常凶猛， 很快就
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

胡家庄三面环山， 鬼子内外
受敌， 还没缓过神来， 郭副连长
仗着地势熟悉， 带着一队人马趟
河沟、 穿地垄， 越山丘， 很快就
把鬼子甩到后面， 他带人进入了
重峦叠嶂的山丛里后心才逐渐平
静下来。 鬼子在根据地是不敢贸
然进山的， 怕中埋伏。 此时， 他
才觉得脚跟疼痛难忍， 低头一看
才知右脚中了几弹， 鲜血把裤腿
半截都趟湿了， 他一屁股坐到地
下就起不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 父亲到石
家庄检查工作时， 见到了时任石
家庄民政局副局长的郭副连长，
两人聊起此事来颇有感慨。 郭副
连长说， 那时为了甩掉鬼子的追
击， 真正是豁出去了， 要不然几
十个弟兄就报销了。

故事2 ：
敌后武工队的“黑大个”

父亲已想不起来黑大个的尊
姓大名了， 只知道他姓李， 是邢
台人。 当时一分区为了对付日寇
的扫荡， 派出了精悍的人员组成
武工队。 武工队也接受独立营的
领导， 他们个个身怀绝技， 装备
好， 枪法高超， 在敌后来无踪、
去无影， 所向披靡； 虽然队员们
高低不同， 但个个眼有神、 体有
型， 威风凛凛； 手中武器更是让
独立营的战士羡慕至极。 也让鬼
子汉奸胆战心惊。

父亲曾到武工队检查， 也亲
眼看到过黑大个的功夫。 黑大个
膀大腰圆 ， 1.8米以上的身高 ，
站在那里像黑铁塔一般。 他在房
檐下可一只手捏住五公分见方的
椽子将身子吊起来， 另只手抓住
前面的椽子， 左右手倒着就从房
头倒到房尾。 三米多高的院墙，
他轻腾身体纵身抓住墙壁， 脚踩
墙中， 如同壁虎贴墙一般。 但见
他挥展双臂， 手脚并用， 张臂曲
腿像天马行空， 十几米长的院墙
他只用几分钟就倒个来回， 那架
势如猿似猴 ， 颇有飞檐走壁之
形。 博得父亲和队员们的掌声。

别人不好完成的任务到他这
里就小菜一碟。 鬼子汉奸提起黑
大个就害怕， 老百姓提起黑大个
就翘大拇指。

武工队像突兀的山峦横亘在
日伪军面前， 使敌人魂飞魄散；
像青纱帐一般搅乱了敌人的视
野， 让敌人看不清、 摸不着； 像
播种机点燃人民群众抗日的激情
和火种。

故事3 ：
与敌同归于尽的胡玉从

胡玉从与父亲很熟悉， 两人
同时参军到独立营。 胡玉从为人
厚道， 沉默寡言，打仗冲在前，干
活不惜力， 颇得战友们的好评。
1942年， 面对日寇残酷的五一大
扫荡，一些人动摇了，独立营一个
副营长弃枪开小差， 一个排长携
枪投敌。就在这种动荡的情况下，
胡玉从经父亲介绍加入共产党。
父亲至今都难忘胡玉从入党时激
动的面庞和坚定的誓语。

1942年冬季， 胡玉从与战友
深入敌后执行任务返回时被一个
中队的日伪军包围。 战斗打的很
惨烈，手榴弹、机枪声响成一片，
为掩护八名战友突围， 胡玉从身
负重伤，半昏迷的倒在村中，鲜血
流了一地。 五六个敌人端着刺刀
围了上来， 当敌人去拿胡玉从手
里枪时，怎么也未想到，这个奄奄
一息， 浑身是血的八路军竟拉响
了手榴弹，“轰”的一声，胡玉从同
志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胡玉从用
19岁的生命火花报效了祖国，壮
士牺牲震撼敌寇胆魄， 英名流芳
回荡太行山脉。

父亲特意赋诗一首：“太行风
雪战旗雄，血染河山别样红，敢问
诸君现何处，群星闪闪月当空。”

岁月荏苒， 抗战时期的英烈
们的英姿时常萦绕在父亲心头，
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当年的英姿
勃发的小伙子， 现已是皓首白发
的耄耋老人。 他抚摸着抗日战争
独立勋章， 充满深情地说： “独
立营的战友们， 祖国和人民不会
忘记你们的。”

韩新秋 (后排右一) 和他的战友们， 摄于1945年1月

缅怀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