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 年 2 月，河南省
委派彭雪枫来徐州，向中
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传
达了党中央关于开辟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他指出：徐州即将被日军
占领，特委要早作向敌后
转移的打算。1938 年 3
月初，中共苏鲁豫皖边区
书记郭子化、委员张光中
通过统战关系，从国民党
徐州专员兼第五战区游
击总指挥李明扬处争取
到人民抗日义勇队总队
的番号，并由李明扬委任
张光中为队长。特委即
利用这一合法名义，公开
在沛县、滕县、峄县等地
发展抗日武装。郭子化
到枣庄向特委委员、鲁南
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通
报了河南省委的指示，传
达了关于特委要向鲁南
山区转移的计划。然后，
他们到沛县，与在那里发
动群众组建武装的张光
中、丛衍瑞交流了解情
况。张光中、丛衍瑞对此
表示赞同，并开始将沛县
武装向滕峄边区集中。5
月，郭子化召开紧急会
议，决定让王文彬、郭影
秋、张如、陈筹等人到湖
西地区进行抗日发动工
作，邵幼和、张芳久等人
到徐州东南开展工作。
特委机关由郭子化率领
转 移 到 鲁 南 抱 犊 崮 山
区。会议还决定调集沛
县、滕县和峄县的人民抗
日武装，组建一支由特委
直接领导的基干队伍。
并决定特委领导的另一
支队伍——鲁南民众抗
敌自卫军暂不合编，仍沿

用原番号，由董尧卿、董
一博率领，单独活动于滕
峄边山区。

5 月中旬，特委及特
委调集的沛县、滕县、峄
县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滕
峄边集结，分驻墓山、凤
凰庄、南塘和善堌一带。

5月21日，特委在老
古泉村（今属枣庄市山亭
区西集镇）召开扩大会
议，特委书记郭子化、特
委委员张光中、丛衍瑞、
何一萍、陶洪瀛及各县县
委、抗日武装的负责人参
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
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
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
何一萍任政治委员，王见
新任政治部主任，韩文一
任参谋长。总队下辖三
个大队和一个警卫连。
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及
褚思沛等人的武装编为
第一大队，谢文秀、宋学
敏（后叛变）分别任大队
长、教导员；滕县人民抗
日义勇队编为第二大队，
于公、渠玉柏分别任大队
长、教导员；峄县人民抗
日义勇大队改编为第三
大队，朱玉相（后叛变）、
纪华分别任大队长、教导
员，刘景镇、李浩然、郭致
远任副大队长，张鸿仪任
副教导员；总队警卫连由
李荆山任连长，李季如任
指导员。总队机关设四
个处，李微冬任秘书长，
褚子方任副官处长，李景
黄任军需处长，褚雅青任
军医处长。全队 800 余
人。总队部暂住南塘，三
个大队分别驻沙冯、善堌
和凤凰庄。

鉴于当时统战工作
任务繁重，特委书记郭子
化、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
队的主要组建者朱道南、
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主
要组建者李乐平，以及由
上级派来的红军军事干
部童陆生等都未在总队
任职。但是，在总队创建
初期，他们都在总队部一
起参与领导部队的抗日
活动。

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初建时的番号没有冠以

“苏鲁”或“鲁南”两字，也
没有“第一”的称谓。同
年6月11日，中共徐西北
区委在丰县渠楼创建人
民 抗 日 义 勇 队 第 二 总
队。此后不久，人民抗日
义勇总队才改称“人民抗
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因
两总队皆处于苏鲁边区，
最初又都是由苏鲁豫皖
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部署
发起的，故又分别称“苏
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
总队”和第二总队。因两
总队的活动区域一在鲁
南，一在湖西，故又分别
称“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
队”和“湖西人民抗日义
勇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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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师挺进鲁南和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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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武

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

罗荣桓在抱犊崮山区用缴获的炮对镜观察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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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抱犊崮山区成立后，为
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苏鲁支队第三营在支队长张
光中的率领下，到滕峄边山区开辟工作。滕县的日伪军乘支队
立足未稳发起进攻。苏鲁支队与敌激战一天，日伪军溃逃。不
久，枣庄、峄县的日伪军又纠集更多的兵力，对苏鲁支队实施
迂回包围。苏鲁支队一面还击，一面巧妙地跳出包围圈，并取
得毙伤日伪军30余人的胜利。

同月，驻防在滕东的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滕东县大队，为
了巩固滕东根据地，向盘踞在东江、驳山头的土顽申宪武下属
的朱石英 （顽团长）、王玉森 （顽司令） 部发起进攻。生俘朱、
王，缴获步枪540支和大批弹药，把朱石英、王玉森枪毙于幼鹿
山。12月，苏鲁支队二营在东凫山一带活动与日军遭遇，激战
数日，毙伤日军百余。1939年12月26日，苏鲁豫支队支队长梁
兴初率由湖西调来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在滕费公路上的兑
头沟 （现山亭区冯卯镇境内） 伏击日军运输队，歼日军 90 余
人，缴获迫击炮4门、电台1部及60辆满载枪支、弹药和其他军
用物资的牛车。

1940年4月，苏鲁支队正式划归第一一五师建制，仍由张光
中、彭嘉庆分别任支队长、政治委员。

苏鲁支队重返滕峄边

1939 年 6 月 21 日，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指示山东部
队：在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我应趁此机会将一一
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及肖华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
地，并应下放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下放专员，以争取
政权。根据这一指示，一一五师所属部队陆续开进鲁南地区。
为响应中央军委和集总的号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于1939年7
月进入鲁南。先头部队由参谋处长王秉章带领，于8月下旬由

费县南下，9月1日到达抱犊崮东侧的大炉，同“义勇总队”
会师。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山区后，首先拔除了由枣庄伸向抱犊
崮山区的白山、上下石河子等日伪据点，打开了孔庄、文王
峪，打击了反动地方武装，分化了顽固势力，镇压了一些汉
奸，摧毁了一些伪组织，制止了伪化活动，巩固了以大炉为中
心的基本区，打开了抱犊崮山区的局面。

一一五师进驻鲁南后，为了统一军事领导，将鲁南抗日武

装进行整编。经与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协商，正式改编为
八路军苏鲁支队，仍属于八路军山东纵队建制，但由第一一五
师指挥。“抗日义勇总队”脱离张里元的保安二旅，取消其番
号，改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支队长张光中、政委李乐平、参
谋长胡云生。此时，部队驻徐庄、山亭、桑村一带，支队部驻
核桃峪。全支队近千人。

一一五师主力挺进鲁南

1939年11月20日，鲁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峄县抗
日民主政府在王家湾 （今山亭区凫城乡境内） 正式成立。在
170多人参加的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
光、政治委员罗荣桓、高级参议彭畏三及第三地委书记宋子
成先后讲了话。第一一五师民运部长潘振武当选为峄县县
长，民主人士孙倚亭当选为参议长，选出朱道南、邱焕文、
王子刚、王鼎新等35名县政府委员。动委会主任朱道南兼民
政科长、张捷三任财政科长、刘仲旭任教育科长、刘少彭任
实业科长、房洪义任武装科长。峄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

《关于开展减租减息政策的决定》。规定：土地收入不论是租
佃还是分种，一律照原租减25%，钱之利息减半。得到广大
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之后，峄县六个区政权也相继建立起
来。随着形势的好转，峄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发行了峄县流通
券。流通券不但在解放区能用，连敌占区枣庄的商人也乐意
使用。流通券的发行，对于克服困难，促进根据地经济发
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峄县县政府在王家湾选举产生不久，枣庄的日军对此十
分震惊，调集了日军200余人，加上伪军400多人，向我县政
府驻地进犯。在县长潘振武的统一指挥下，县政府警备部队
及抗敌自卫总团常备大队，在王家湾西南占据有利地形，以
逸待劳。当敌人进入我火力网时，我即进行有力地阻击，打
了一天，直到下午敌人才撤退。此战，给敌人很大杀伤，我
无一伤亡。这一仗，保卫了抗日根据地和新建立的峄县抗日
民主政府，参战部队士气高涨，对当地人民鼓舞很大。此
后，日军经常对北庄地区进行“扫荡”，我军民受到一定损
失，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查奸、肃奸。在北庄黄龙洞
捉住以教学作掩护进行汉奸活动的老道，将其枪毙，并布告
于民，群众闻之莫不拍手称快。

峄县民主政府建立后，在进军山外地区的同时，县长潘
振武带着政府工作人员和县直属大队，帮助建立各区抗日民
主政府，当时有六个区政权相继建立，在全县范围内到处可
见抗日武装，听到抗日歌声。此时是抗战初期的“黄金时
期”。

鲁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