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亭区徐庄镇东南1
公里，有一连环山套，外
小内大，形同葫芦，故
名葫芦套。东西绵延3.5
公 里 ， 其 间 分 布 12 个
村，虽各有村名，对外
皆称葫芦套。生态环境
优美，名胜古迹众多，
红色底蕴深厚，是远近
闻名的乡村旅游胜地。

连环山套之中，山
高林密，清幽静谧，古
藤老树，峡谷天坑，流
泉飞瀑，石奇洞多，花
香鸟语，桃源胜境。周
边山林 1 万多亩，林木
覆盖率 95%，生长着大
量珍稀树种。其中楸林
连片，俊秀挺拔，枝繁
叶茂，每至花期，繁花
满枝，如雪似银，状若
钟铃，随风摇曳。葫芦
套诸村，深居山峪，土
地肥沃，禾青苗壮，树
木茂盛，遮天蔽日。

葫芦套北山悬崖缝
隙，最宽处可容一人，
有 鸽 子 栖 息 ， 曰 鸽 子
楼。南山悬崖处，有一
10 余平方米山洞，是战
争年代村民的重要藏身
之 所 ， 洞 壁 被 熏 得 漆
黑，称为黑锅屋。西山
穆家洞，高 10 米，上下
皆有出口，传说穆桂英
挂帅征战曾来此。东山
牤牛泉，飞花溅玉，声

如牛哞，似白练挂于山
崖，泉水自东而西，撞
石拍树，白茫茫飞流而
下，或流淌成溪，或跳
跃成瀑，恰似银河落于
九天，蔚为壮观。

葫芦套南端山口处
有石佛寺，建于明代，
石雕佛像高 6 米，宽 1.5
米，神态安详，现不知
所踪，仅存石墙屋框、
石马石棺等。今重修，
分 前 后 两 殿 ， 雄 伟 壮
观，整体石刻，佛像 35
尊 。 长 山 寨 ， 清 末 民
初，匪患严重，乡人在
葫芦套长山西首山顶，
垒墙筑寨自保，现寨墙
保留基本完好，寨内有
大量房屋遗址。寨中有
关帝庙一间，清同治年
间，由郭姓寨主修建，
现存完碑三通，均高 2
米，宽1米，雕工精细。

葫芦套地势险要，
群山环绕，极为隐蔽，
革 命 基 础 较 好 ， 1939
年，已有中共地下党员
12 人 。 1940 年 5 月 中
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
光、政委罗荣桓率部进
驻葫芦套尚村，并在村
北松树林里，召开了著
名的葫芦套干部会议，
总结反扫荡胜利的成功
经验，“翻边战术”在八
路 军 中 推 广 。 之 后 北

上，罗荣桓去了西七里
河，陈光去了费县桃峪。
现村中司令部旧址、陈光
故居、罗荣桓故居3个院
落，已被列为“山东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八路
军在葫芦套周边山上隐
蔽时，刘庄妇救会长宋刘
氏带领村民送水送饭，宁
可自己不吃，也不让八路
军挨饿。1943 年 5 月，国
民党军一后方医院设在
石佛寺，某夜遭日军偷
袭，后方医院近百人被打
死，仅数人撤离，日军冲
进村子，杀死村民2人。

为保护绿水青山，
建设美丽乡村，徐庄镇
投入千万余元，发展乡
村旅游。现在的葫芦套
山构骨、水活脉，林为
发、田为肌，成为一幅
生态田园画卷，山环水
绕，绿茵满目。葫芦文化
特色、景观处处体现，观
赏采摘，品菜尝酒，感悟
尽显。福禄文化馆 1100

平方米，葫芦艺术品3000
余件，烙画、压花、雕刻、
彩绘等，多种工艺制作，
还可亲身体验。传统农
家老屋化身现代民宿，已
成旅游新景观，处处各具
特色、古朴优雅、幽静舒
适，居此胜地，泡一杯清
茶，与青山为邻，与花鸟
为伴，远离尘世喧嚣，饱
览山水之美，更遂林泉之
志。玻璃栈道，筑于南
山，长 300 多米，峭崖之
上，漫步云端，举手触天，
虽感腿酥心跳，但可尽收
满目青山，心驰神往，神
迷目眩。高空滑索，高差
45米，“空中飞人”刺激惊
险。

2020年，葫芦套村被
评为乡村旅游重点村、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被誉为
有青山、有绿水、有文化、
有底蕴，民风淳朴、潜力
巨大旅游胜地，游人如
织。 （赵天宾 单立华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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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及上级党
委的指示精神，义勇总队
成立后，便在滕峄边一带
积极开展袭击日军的活
动。第一大队曾袭击官
桥火车站的日军，并在柴
胡店抓获大汉奸、伪济南
市商会会长的儿子张某，
对其罚款1000元，充作抗
日经费；第二大队在柴胡
店伏击日军，打死打伤数
人；第三大队在甘霖伏击
日军运输队，打死打伤日
军数人，缴获洋马 3 匹、
东洋刀两把、弹药物资一
宗。人民群众无不称赞

“义勇总队才是真正抗日
的”。与此同时，边区特
委还领导义勇总队在善
堌、南塘、赵庄南北一带
广泛开展群众抗日工作，
先后组织了农救会、妇救
会、儿童团、抗日自卫团
等群众抗日团体。6 月，
为开辟滕峄边区抗日根
据地，统一领导峄滕边地
区的抗日工作，根据特委
指示，在徐庄建立中共峄
滕边县委。李乐平任书
记，周南任组织部长，杨
继元任宣传部长，隶属鲁
南中心县委。并在附近
十几个村庄成立了农民
抗日救国会和自卫武装，
还积极筹备建立党领导
下的抗日民主政府。在

此之前（4 月下旬），中共
滕县党组织为执行中共
中央提出的组织广泛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派生碧泉、马奉莪、李景
黄等与退逃至滕西的国
民党滕县县长周侗联系，
协商建立了滕县抗日联
合政府，由周侗任县长，
中共党员马奉莪任第五
区区长。

边区特委领导义勇
总队在滕峄边山区发动
群众，袭击日军，发展党
组织，使这一地区的抗日
运动空前高涨，义勇总队
迅速发展，特委控制的地
区不断扩大。这也引起
了原来盘踞这一带的封
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顽
固派的嫉妒和仇恨。他
们封锁抗日武装的给养，
限制共产党的活动。边
区特委从团结抗日的大
局出发，先后派郭子化到
张里元部，李微冬、韩文
一到申宪武部，石涛到李
子瀛部，韩去非到王洪九
部，朱道南到王学礼部，

赵笃生到沈鸿烈部，做团
结争取工作，希望他们以
民族利益为重，团结起
来，共同抗日。经过说服
工作，其中一些人与边区
特委保持了较好的统战
关系，而另一些人则把特
委的工作视为软弱。自
称为国民党华北游击第
五纵队司令的马卫民，收
编附近的土匪武装，组织
了一支 400 余人的队伍，
盘踞在滕峄边山区的马
庄一带。他们到处抽枪、
派款、牵牛、绑票，群众对
其恨之入骨。更有甚者，
他们经常用人民抗日义
勇总队的名义绑票，还在
徐州国民党的报纸上骂
义勇总队是土匪。一次，
义勇总队第三大队第三
中队的司务长乔锦章，率
领 10 余人到墓山村催柴
草、粮食，路过小马庄时，
被马卫民部的人收了枪，
扣了人。义勇总队多次
派人交涉未果，于是决定
歼灭这股顽匪。义勇总
队与马卫民部激战3日，

全歼马部 400 余人，生俘
马卫民并枪决，缴获电台
一部及大量枪支弹药，被
马部抓去的 10 余人也全
部解救出来。消灭了顽
匪马卫民部，群众无不拍
手称快，认为只有人民抗
日义勇总队，才是保护老
百姓利益的抗日武装，纷
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义
勇总队。

反击土顽战斗开始
后，特委决定调褚雅青在
西集大寺庙成立义勇队
医院。当时医务人员、药
品、医疗器械一无所有，
而伤员却不断送来。褚
雅青以一个党员的责任
感和对伤员的深厚阶级
感情，立即从地方上动员
几个人迅速整理好从枣
庄带来的药品、器械，投
入抢救工作。后来袁化
坤等也调来医院工作。
因药物严重缺乏，医疗器
械不足，褚雅青数次潜入
日军铁蹄下的枣庄，从广
仁医院抢运出一批药品
及医疗器械等，抢救伤员

的工作得以维持。
边区特委进驻滕峄

边山区后，先后建立了滕
县特支、滕峄边县委，并
充实调整了峄县县委，群
众性抗日工作不断高涨，
义勇总队迅速壮大，滕峄
边山区抗日根据地初具
规模。

滕峄边山区抗日根
据地的基本形成，引起了
这一地区顽固势力的不
满和仇恨。1938年6月，
驻滕县东部冯卯的国民
党游击第七纵队司令申
宪武，纠集邹县的秦启
荣、峄县的梁继璐、滕县
的刘广田、费县的李以锦
等国民党地方顽军，密谋
吃掉这支新建的抗日武
装。申宪武率 3000 余人
南下羊庄镇，妄图围歼驻
南塘的义勇总队。与苏
鲁豫皖边区特委有统战
关系的峄县士绅崔遽庵
获悉这一情报后，将地方
顽军的阴谋信告特委。
郭子化立即通知朱道南
率领义勇总队第三大队

连夜返回南塘总队部。
郭子化主持召开会议，分
析严峻的斗争形势，并命
令各大队立即进入临战
状态。会后，特委调集鲁
南抗敌自卫军董尧卿部、
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常备
队前来参战。与特委统
战关系较好的田瑶峰、崔
遽庵、梁继箴等也派人前
来协助。公推上级派来
的红军军事干部童陆生
统 一 指 挥 这 次 反 顽 战
斗。部队迅速集结，密切
配合，经四昼夜激战，将
集结在羊庄、庄里、北塘
的申宪武部一举击溃，并
争取了朱锡海中队投诚，
取得了反顽作战的初步
胜利。申宪武率残部逃
回老巢冯卯、东江一带。

作战中，义勇总队也
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总队
政治委员何一萍及 10 余
名干部战士英雄牺牲，30
余人负伤。何一萍，又名
何 冰 如 ，河 南 孟 县 人 。
1913 年生，“七·七事变”
前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7 年 10 月受中共河南
省委派遣来特委工作，先
后任特委委员、宣传部长
兼鲁南中心县委书记、苏
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
总队）政治委员等职。他
担任义勇部队政治委员
后，不避危险，深入前线
指挥，赢得了全体指战员
的爱戴和拥护。在反顽
战斗中，何一萍不顾大家
的劝阻，坚持到前沿阵地
视察敌情，不幸中弹牺
牲，年仅 25 岁。何一萍
牺牲后，边区特委和义勇
总队召集全体人员在北
塘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
大会，高度评价何一萍的
革命功绩，号召全体官兵
向他学习。特委书记郭
子化沉痛地写下了《吊何
一萍同志》诗：

热血满腔愤义师，锄
奸未尽竟长辞。

独留豪气摧敌胆，先
把宏躯奠国基。

呜咽南塘流漫漫，隐
忧北岭草萋萋。

祈君安息泉台下，逐
倭杀寇有健儿

连载六

抗日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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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萍，化名何
冰如，河南省孟县人。
“七.七”事变前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中共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宣
传部长兼鲁南中心县
委书记、苏鲁人民抗日
义勇总队政治委员。
牺牲时年仅25岁。

◀李乐平

▶朱道南

◀ 杨 际
元，滕州官桥
镇人。1936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牺牲
时 年 仅 19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