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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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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前，英
勇无畏的渤海区
军民坚定革命理
想信念，不怕牺
牲、艰苦奋斗，团
结一心、浴血奋
战，创造了彪炳
史 册 的 辉 煌 战
绩，谱写了荡气
回 肠 的 英 雄 赞
歌，在这片光荣
的土地上孕育形
成了“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
的“ 老 渤 海 精
神”。

新时代下，
传承和弘扬这一
优良传统，重温
渤海区光辉的革
命斗争历程，缅
怀渤海区党政军
民的丰功伟绩，
对激励全市上下
加快推进品质滨
州建设，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
最美滨州篇章具
有重要意义。本
报特开设《渤海
老区印记》栏目，
进一步深入挖掘
新时代背景下渤
海革命传统的现
实意义和时代价
值，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
脉、汲取信仰力
量，更好助力新
时代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

“生前不能孝父母，死后鲜
血为国流。嘱我抗日众同志，
踏我血迹报国仇！”这是乐陵县
县长余志远牺牲前在墙壁上用
鲜血写下的诗句。

余志远，原名张汉卿，1917
年出生在乐陵县杨家乡邸家村
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中
经济困难，经常受地主、恶霸的
压迫和欺侮。

1928 年 10 岁时，父亲想让
他跟自己学医。但他看到父亲
行了半辈子医，家里还是受地
主欺负，便坚决要求上学读书，
并到县立小学求学。1931 年，
考入县立高级小学。

1936年6月，毕业后的余志
远来到黄夹镇张牌村县立初级
小学任校长。每月 16 个大洋的
薪水，生活比较舒适，但他并没
有因此而感到快慰。相反，他
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挽救民族危
亡奉献力量。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余志远投笔从戎，参加了杜
步 舟 的 抗 日 救 国 军 第 六 团 。
1938 年夏，余志远任乐陵七区
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为了加
强抗日根据地建设，抗击日军
的“扫荡”，他起早贪黑，走村串
户，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帮助各村组建抗日自卫

队。同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1 月中旬任七区区长兼动
员委员会主任，改名余志远。
1941年1月，余志远任乐陵县抗
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
长，率领县机关和县大队，到乐
陵、宁津边境一带开展游击活
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
己，1942 年底被行署评为“模范
县长”。

1943年2月，日军采用远地
奔袭战术，对乐陵县进行空前
规模的“扫荡”。余志远指挥县
大队，利用纵横相连的道沟作
掩护，巧妙地迂回到敌人包围
圈外面，部队没有受到大的损
失。

4 月上旬，日军纠集大批兵
力，又对鬲津河以南乐陵县独
立营经常活动的县城西北部丛
林 地 区 进 行 了 一 次“ 铁 壁 合
围”。乐陵县委代理书记陈华
亭、县长余志远、县独立营教导
员杨文启带领县委、县政府和
县独立营在转移中被敌人发
现，遭到追击，在杨店村附近交
火。干部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凶
猛炮火，边打边撤，撤进邢官
庄，分散隐蔽到群众家中。日
军包围了村子，双方展开了激
烈的巷战。战士们三五人一
组，利用民房作掩护，充分发挥

步枪和手榴弹的威力，大量杀
伤敌人。但终因敌众我寡，杨
文启和不少战士壮烈牺牲，陈
华 亭 等 干 部 战 士 20 余 人 被
捕。在激烈战斗中，余志远和
几个战士被包围在一个院落
的北屋内。

日伪军端着枪，边打边往
屋内冲，子弹射在屋内，打在
北墙上，几个战士相继牺牲，
屋内只剩下余志远和通讯员
了。他数了数剩下的几颗子
弹，把自己身上带的文件和笔
记本烧掉。尔后，他握紧手枪
蹲在锅台上，两眼怒视着门

口。一个日军和二个伪军又冲进
院内，余志远紧咬牙关，“叭、叭、
叭”三枪打死三个，顿时吓得后面
的日伪军退了回去。

日伪军扒开房顶，举着手榴
弹威逼他投降，不断喊着：“姓余
的，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你
他妈的这么顽固？”  

此时，余志远只剩下了一颗
子弹，再也不能继续战斗下去。
余志远咬破手指，用鲜血在墙上
写下绝命诗，然后举枪自尽殉国。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故
事》）

余志远自尽殉国

侯登山勇炸敌堡
在 清 河 平 原 的 抗 日 战 场

上，有一位董存瑞式的抗战英
雄，他叫侯登山。

侯登山，1919 年生于博兴
县，1940 年参加八路军，在清河
军区直属团当战士。入伍一年
后，侯登山当了班长，被选送到
军区爆破训练队接受培训，后
担任爆破队队长。

1943年5月下旬，清河军区
在“反敌蚕食、保卫麦收”的斗
争中，首先发起了拔掉敌人三
里庄据点的战斗。三里庄位于
垦利、广饶、博兴、蒲台等四县
交界处，是进出垦区根据地的
咽喉要地，也是靠近根据地最
近、威胁最大的敌人据点。

早在 1941 年，与日军暗中
勾结的当地土顽司令成建基在
这里聚集了 800 多人的队伍，筑
工事、修据点。在三里庄周围，
成建基部挖了两道深 5 米、宽 3
米的壕沟，架设了两道铁丝网，
后又修建了高 6 米、宽 3 米的双
层围墙，并在围墙四周各修了
炮楼，形成了交叉火力。

战斗的突破口选在了三里

庄东侧，由清河军区直属团二
营担任主攻。根据该据点工事
坚固的特点，直属团决定加强
爆破力量。

“首长，这次攻打成建基这
条地头蛇的老窝，任务非同寻
常，让我跟随突击队行动吧！”
爆破队长侯登山向团长郑大林
主动请缨。就这样，侯登山来
到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营五连。

5 月 28 日晚 9 时，战斗打
响。直属团从四面八方一齐向
据点进攻。霎时，三里庄如同
点着的炸药库，枪炮声轰鸣，火
光冲天。突击连在连长王子玉
的率领下，冒着枪林弹雨，砍断
敌人的铁丝网，扫清了据点外
围敌人的两道障碍。但正当爆
破组向围墙接近，准备实施爆
破的时候，敌人发现了直属团
的主攻方向，立即加强了三里
庄东围墙的火力。爆破组遇到
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实施爆破
的两位队员还没有接近围墙，
就相继牺牲了。

身负重伤的第五连副连长
徐纪温带爆破组躲避着敌人的

火力，艰难地向围墙接近，实施
第二次爆破。令人遗憾的是，
这次爆破威力太小，围墙未能
炸开，徐纪温英勇牺牲。

此 时 已 是 29 日 凌 晨 3 点
钟，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和刘其
人副政委决定，如天亮前攻不
开三里庄，必须暂时撤出战斗。
五连连长王子玉和指导员程武
志接到命令后心急如焚。在这
关键时刻，爆破队长侯登山站
了起来，说：“王连长、程指导
员，这次爆破，由我去完成！”

全连仅有两包炸药了，又
来不及找到较长的支撑杆子，
形势极为严峻。侯登山深知这
两包炸药能否发挥威力关系重
大。

敌人的子弹、手榴弹从围
墙上往下倾泻。经第五连一阵
猛打，正面敌人的火力总算被
压了下去，但两侧敌人的火力
还在交叉射来。侯登山夹着两
包四五十斤重的炸药，在枪林
弹雨中匍匐前进。

在全连火力的掩护下，侯
登山接近围墙，一跃冲到墙脚

下敌人的射击死角。他敏捷地
拔出刀子，在墙壁上挖窝。由
于围墙土质坚硬，侯登山挖了
一阵，还是放不下炸药包。时
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侯登山心
急如焚，他知道，每耽误一分
钟，就将给部队的进攻带来一
分危险。为了在天亮前打开三
里庄据点，他毅然把炸药包放
到胸前，紧紧抵在围墙上，一只
手死死抠住挖出的壁洞，一只
手用力拉着了导火索。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围
墙被炸开了一个 3 米多宽的大
豁口。广大指战员高喊着“为
侯登山同志报仇”的口号，沿着
侯登山用身躯开辟的通路，奋
勇冲进了敌据点，经过一番血
战，解放了三里庄。

这位没有留下照片的爆破
英雄，比董存瑞“舍身炸敌堡”
早了整整五年。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