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随部队拔据点 见证日军投降

随后，三营以沂源县南麻、悦庄为中心，紧
接着打般阳、齐家店，敌人多以伪军为主、日军
占少数。

打完齐家店，紧接着打临朐冶源，三营接
到消息说其他日军要增援，立即涉水过河去阻
挡援敌。结果与增援日军迎面相遇，双方打了
起来。这次是日军一个小队长率领25名日本
士兵、七八百名伪军士兵。

三营组织火力猛烈阻击，伪军见事不好立
即逃跑，剩下的日本士兵惊慌失措，小队长指
挥突围，有些日本士兵怯战不往外冲，小队长
用东洋刀砍了1名日本士兵，有的日本士兵感
觉突围无望用手榴弹自尽，另一些日本士兵冲
了上来，冲锋过程中被打死了5个。

见日军快冲到跟前，排长下令全体上刺刀
与日军展开刺刀肉搏。排长刺杀经验丰富，一
上来就刺死一名日本士兵，随后转身开出两名
日本士兵刺过来的刺刀，并将两名日本士兵刺
死。看到排长这么厉害，战士们都往前冲，将
其他日本士兵消灭。

打扫战场时，战士发现一名日本士兵躺在
地上，身上却没有伤，就用刺刀一戳，这名日本
士兵爬了起来。原来，这名日本士兵是在
装死。

被押送回我军驻地后，在一次开会时，这
名日军俘虏讲话，讲一段，翻译翻译一段。当
时，有的战士问日军俘虏，你们为什么来打中
国人。日军俘虏说在日本国内上学时候受到
的教育就是：老师上课时拿着中国苹果、栗子
等，问学生们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学生们都
说好吃。老师又问这个东西哪里产的？学生
都回答说中国。然后，老师说长大了打中国。
当时，日本人在教育思想上，就教育国民侵略
中国。

随后，赵现忠跟随部队在沂源、临朐、淄川
以及临淄、昌乐、潍县、张店等胶济铁路一线拔
据点，守卫据点的基本上是日军和伪军。我军
先将日军消灭，再扫清伪军，日军一被消灭，伪
军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

1945年8月15日，赵现忠所在部队当天在
临淄与日军进行战斗，日军出动坦克僵持了一
天。当天晚上，二团接到命令说日军投降了。
当时，战士们都不相信，高兴地说：“是我们打
了一整天，把日军打投降了吗？”

到了鸡叫快天明的时候，师部又传来命
令，让部队到淄川接收日军的枪。随后，战士
们一边行军，一边说收不了子弹头，因为太多
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

部队到了淄川，发现城门大开，日军五行
一路，队形不散，日军在门口架着机枪不让进。
日军代表对我军说，“我们把枪弹武器全部交
给你们，你们得送我们回国。”之后，我军将这
些日军押送到青岛，登船后遣送回日本。

在战斗中右手受伤 营长刘
佐向其敬礼

日本投降后，
赵现忠所在的部
队从张店经过莱
芜，当天到达泗
水县小卞桥住了
一天，第二天到
达平邑住了一天。
途经温水时，连长
问赵现忠距离老家

有多远。当时离燕
峪村有三十里地，连长

问你想回家吗？赵现忠
回答不回家了，还得行军。

连长说不回家也好，临沂还
有任务。

一路行军到达临沂孟家
村，在孟家村与王洪九敌军
作战，在此挖壕沟等防御工

事开始对峙，其间冷枪
射击，时不时向对方

有 人 的 地 方
开枪。

9月6日
上午，赵现
忠隐约看
到几名敌

人进攻战壕。他连开了几枪后，抬起手在前胸
口袋换子弹时，感觉右手部一热，发现血喷了
出来。战友一看血往外喷，就说：“你赶紧下
去，我给你拿着枪。”

赵现忠在战壕内走了四十来步，就感觉眼前
发黑。随后，班长和卫生员用剪子将其子弹袋、
衣服剪掉，把药丸灌进赵现忠嘴里，对伤口进行
紧急包扎，然后用担架将赵现忠抬到了后方。

战斗结束后，赵现忠被转移到桃花店养
伤。一个星期之后，赵现忠手部的子弹才被
取出。

大约一个月后，部队在临沂界湖开了牺牲
战友追悼会，当时军区主要领导参加，开追悼
会时还放了9颗手雷。

开完追悼会后，部队先后行军到沂水、临
朐、淄川等地。

1945年12月，赵现忠在淄川休整期间被师
部评了三等伤残，伤残证上是青天白日公章，
上面写着18集团军敌后抗日。

1945年腊月，部队行军到淄川，当时接到
命令：天上一会来飞机，不准射击。飞机飞来
后，撒下很多传单。战士们都抢着看，上面写
着国共停战令，部队无论在哪里都要原地不
动。当时，战士们说：“不打仗了！”高兴地又蹦
又跳。

当时，部队要找地方住，到一个村子问了
一下，老百姓说是叫小庄。部队首长说，“不管
是小庄大庄，就在这里住了。”

在淄川小庄集合战士站队，刘佐营长发现
赵现忠用左臂挎抢，便问，“你这位同志，怎么
这样拿枪？”这时，旁边的指导员上前说，“他手
上负伤了”，并把赵现忠藏在身后的右手拉
出来。

刘佐营长上前一看，立即向赵现忠敬了一
个军礼。当时，战友们都议论说，“营长还给战
士敬军礼，这个当官的让咱觉得暖心。”

随后时间不长，营长便把赵现忠从战斗连
调到了营通信班。

冲山阻击战中 奉命传令撤下守军

部队在小庄驻扎了一个月左右，转移到了
淄川杨寨。杨寨有一个古塔，部队在此一直驻
扎到割完麦子的时候。

1946年6月份，我军与国民党部队打了起
来。当时出现了敌伪合流，其中在博山四十亩
地打了日军的一个医院，国民党收编了投降的
日军，攻打我军。赵现忠所在的部队从西门攻
入，部分日军向东突围逃跑。就这样，部队在
博山、张店、淄川附近同国民党经常交战。

赵现忠所在部队先是沿着胶济铁路线往
东打，后来国民党部队从青岛、济南一块打过
来。我军先是在二龙山同国民党部队激战，然
后转移到宝山继续作战。

7月7日，赵现忠所在部队在淄川冲山同国
民党部队发生激战，冲山战斗打得最厉害，九
师二十六团三营全体战士喊着“跟国民党拼
了”的口号，纷纷与敌人展开激战。

下午的时候，营部命令通信员传令撤下冲
山上的7连1排及营重机枪排。3个通讯员中，
赵现忠的年龄最小。因敌军火力特别猛，第一
个和第二个通信员在冲过敌人火力点时先后
牺牲。

赵现忠对指导员说：“指导员，我上，不带
枪弹跑得快。”

指导员对营长刘佐汇报：“通讯员小赵要
上。”

营长说：“小赵年龄小又瘦，把30多斤的枪
和子弹袋子全部放下，甩开包袱以最快的速度
冲上山。”

指导员回来后对赵现忠说：“完成任务就
行。”

赵现忠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阵地，经过火力
点附近时突然摔倒。这时，指导员一拍屁股，大
声喊，“坏了！坏了！”他以为赵现忠也倒下了。

赵现忠摔倒后摸了摸身上没伤，原来是跑
得太快、惯性大，摔倒了，他爬起来冲到阵地
上，对战士们喊，“指导员命令你们赶紧撤退。”

随后，战士们将所有的手榴弹绑在一起，
扔向敌人。扔完手榴弹后，全员撤下，迅速转
移到营长指定的位置。

战斗结束后，赵现忠回到营长刘佐身边，
营长拍着赵现忠的肩膀说：“你这个孩子羊没
白放，这次在战场上跑山路都发挥出来了。”

冲山战斗中，三营击退了敌人两个团兵力

的六次冲锋，被山东军区、鲁中军区授予“冲山
阻击营”称号。

战斗中脑部受损 复员回到家乡

1946年8月，在莱芜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的
炮火特别猛烈，把赵现忠身边的土全部炸起
来，身上落了厚厚一层土。赵现忠的耳朵被炮
弹爆炸后的气浪震得听不清，整个脑袋都疼。

战斗结束后，部队到莱芜安仙一带休整，
赵现忠感觉脑袋仍然嗡嗡地响，因炮弹轰炸导
致脑震荡后遗症。

指导员说：“小赵反应和以前不一样了。”
战友也对赵现忠讲：“你是不是被炮弹炸得有
脑伤，说话反应都慢了。”因部队医疗条件有
限，头疼只能吃止疼药，没有其他治疗办法。

1946年9月21日，赵现忠在莱芜安仙驻地
办理了伤残退伍，当时主要是为四师、九师共
20多人办理伤残退伍证，当时上面写的是战伤
复员。这20多人中，有临沂界湖的5人与赵现
忠一路回家。在蒙阴附近，赵现忠和其他5人
分手，随后到达坦埠。

9月25日，赵现忠翻山越岭回到燕峪村，两
天后到原费北县政府填写复员表。

还乡团疯狂追杀 靠战场经验躲过一劫

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北上，还乡团对共
产党和我军及其亲属疯狂追杀，费北县委决定
将共产党员、复员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往北转
移。赵现忠经过孟良崮、青州、博兴过了黄河，
到达惠民县西二十里的小王庄荣军学校第九
校三中队。

1947年12月，赵现忠从荣军学校回家。
1948年1月25日，还乡团到燕峪村对赵现

忠和父亲赵凤清等家人进行追杀。当时，赵现
忠及妻子、弟弟赵现厚在家。赵现忠到河边的
房子内拿着一个煎饼正要出门，被还乡团用枪
指着摁在地上。赵先厚和赵现忠的妻子开始
逃跑，赵现忠的妻子向西跑，赵现厚往东跑。
还乡团向逃跑中的赵现忠妻子喊，“别跑，再跑
就马上开枪打死你们”，并扣动扳机，结果枪
没响。

根据在部队的经验，枪第一次不响，第二
次还不响，第三次必须把枪簧卸下重新装。看
到这次机会，赵现忠猛烈挣脱，迅速跳上门前
一个坝子往前跑。当他跑到前面地里时，根据
经验枪簧应该装好了，跑的时候利用“脚下斜
四指、上身斜一身”这种战术逃跑。随后枪响
了，击中了赵现忠的腋下衣服。

还乡团一看枪没有打中，立即扔了一颗手
榴弹，将手榴弹扔到了赵现忠的前方。赵现忠
见状立刻卧倒，向手榴弹落地方向的反方向滚
出，并且心中默数手榴弹的爆炸时间。发现时
间已过，手榴弹没响，原来是还乡团慌张，手榴
弹的弦都没有拉出，赵现忠随后起身逃跑。

还乡团接着用长枪打，赵现忠随后上了南
山上的葛条沟，翻山跑到县委驻地八顶庄汇报
情况。

动员青年参军 教育子女要对社会有用

复员回到家以后，赵现忠曾任青年团团
长，与父亲赵凤清一起响应上级号召，积极做
宣传革命思想工作，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出夫，
支援前线。

1949年1月，赵凤清从县里开会回来的路上
摔倒滚到了路沟里，在家躺了几天后持续发烧。
不久，刘次恭通知赵凤清南下，因赵凤清不能下
床未能跟随。刘次恭留话等好点了再跟过去找
组织。刘次恭南下两个月后，赵凤清去世。

父亲去世后，赵现忠夫妇与母亲、3个弟
弟、两个妹妹一起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赵现
忠在村里先担任会计，之后看守枪库。其间，
他护山造林，在燕峪村青草峪(戏台石沟)种植
板栗树数万棵，平均每天要走30里山路，守护
蒙山的一草一木。目前，赵现忠老人在燕峪村
与四个儿子一起生活。

赵庆昆告诉记者，父亲经常教育子女说，
“我活着，我的太多战友们都牺牲在了战场上，
是他们拿命换来我的命。父母给了我第一条
命，革命战友们给了我第二条命，才有了我的
现在，有了现在一大家人口。现在社会安定
了，不打仗了，你们要对社会有用，真诚待人，
踏实工作。”

文/图 记者 王晓明 王兵 刘金昌 赵博文
“在沂蒙山区的大山深处，有一位92岁的抗战老兵，曾先后参加过‘石桥阻击战’‘冲山阻

击战’的战斗。”9月2日中午，淄川区岭子镇党委书记孙艺兵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
2日下午4点半，记者从张店出发，前往位于蒙山腹地的临沂市平邑县柏林镇燕峪村。一

路曲折，直到3日上午9点，记者终于走进群山环抱的燕峪村，走近92岁的赵现忠老人，走进他
为之奉献的蒙山，走近他经历过生与死的战场。那些激烈的战斗场面似乎就在眼前，把记者
也带进那峥嵘的岁月。

从蒙山深处走出，经历炮
火与枪林弹雨的洗礼，负伤后
又回到大山中。

赵现忠的孙女赵成洁表
示，小时候她曾经疑惑，同样是
当兵打仗，人家的爷爷在外荣
归故里，为何自己的爷爷要守
着青山绿水，守着他种植的一
草一木一辈子？赵现忠总是笑
着说：“能够远离炮火，平平安
安地看着小树与你们长大，就
是最大的幸福。”小时候听爷爷
讲那战火中的故事，曾经一场
惨烈的战斗中两个班只剩他一
个人，长大后才真的明白，现在
的岁月静好，是用老一辈的血
肉之躯换来的，没有什么比知
足常乐、平安是福更为重要的，
懂得珍惜，学会善待，珍惜现在
的时光安然，善待光阴的岁月
静好，是每个人应该有的心态。
经历生死悲欢，看淡悲欢离合，
爷爷是蒙山的儿子，他见证了
旧中国枪林弹雨，新中国的繁
荣昌盛，感谢党与政府对爷爷
的关心，祝爷爷快乐安康，愿蒙
山山清水秀，四季花香。

赵现忠老人一生淡泊名
利。在村民的眼中，他是温和
慈祥的长者；除了家人，其先后
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
命经历，却很少有人知晓。

在采访中，赵现忠老人对
记者说：“都过去了，那些事到
了现在，有啥可炫耀的。”

参加过的战斗，已经过去
70多年了，老人却记得清清楚
楚。讲述过程中，老人时常提
起的，是与他三人一组与敌人
拼刺刀的战友朱道全、燕永厚，
还有曾经战斗过的沂源石桥、
悦庄，淄川冲山、小庄、杨寨，张
店傅家等地方一生难忘，牢记
心间。不知道这些战友还有在
世的吗？今生还能再相见吗？
这些战斗过的地方，现在怎么
样了？他希望能有机会，再到
这些地方看看。

记者 刘金昌

老人向往着
重回战斗过的地方

“空闲的时候，我父亲会提起过去的战
斗经历、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参加战斗过
的那些地方。”谈起父亲赵现忠，赵庆昆告诉
记者，2015年，赵现忠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他们全家也为老人能为中国
抗战胜利作出贡献而感到自豪。

由于赵现忠老人年龄大了，听力开始下
降。在赵庆昆的提醒及“翻译”下，赵现忠老
人向记者讲述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

跟随父辈足迹 16岁参加革命

1942年前后，日军扫荡沂蒙山区，并封
锁蒙山，中共费北县委被迫迁往大山深处，
驻扎在李石屋村村民刘先奎的家中。燕峪
村村民赵凤清主动找到费北县委书记刘次
恭，几次促膝长谈，赵凤清坚定了“跟着这群
人干”的信心。不久，赵凤清加入共产党，成
为了刘次恭和费北县委联系、发动当地群众
的骨干力量。

1943年初，赵凤清让大儿子赵现忠在李
家石屋村给刘先奎家放羊打零工，当时除了
蒙山以外的柏林、卞桥、铜石、温水等地已被
日军占领，当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1943年，在刘次恭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动
员教育下，16岁的赵现忠给刘次恭担任通信
员，由于长期放羊对当地山路地势非常熟
悉，被县委安排向大山后大庄、坦埠、孟良崮
北部、沂南等军区驻地送信。

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1944年，蒙
山县委驻地从李家石屋村、燕峪、黄草梁子
等地转移到柘沟(万寿宫)，赵现忠正式入伍，
被刘次恭安排在身边担任通信员和警卫员。

1944年底至1945年春天，赵现忠先后
提出到主力部队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团参加
战斗。刘次恭挽留，说赵现忠体重不满一百
斤，主力部队不收。赵现忠把子弹袋别在衣
服里面，称重时刚到99斤。刘次恭见其意志
坚决，便答应让赵现忠到主力部队，编入鲁
中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

因赵现忠有工作经验，连长建议他担任
通信员，赵现忠却提出到前线扛枪杀敌，便
进入了战斗班，跟随部队在沂源县南麻、悦
庄附近打日军、汉奸。这段时期，部队经常
行军，战士们累得抽筋，休息时用酒兑热水，
打开裹腿后泡脚解除疲劳；部队经常组织战
士们学习《大众日报》，但看报纸的时间相对
较少，主要是学军事、练刺杀。很快，赵现忠
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参加石桥伏击战 与日军拼刺刀

1945年5月初，赵现忠所在的部队接到
任务，从沂源向东走了两天。

三营突然接到命令，立刻返回，只带枪
和手榴弹，棉衣和行李全部放下连夜急行
军。一夜之内返回到沂源石桥附近，结果遭
遇了日军的先头部队骑兵。三营迅速利用
地形展开了伏击，经过激烈战斗，将日军骑
兵全部消灭，并俘获一百多匹战马。

随后，三营继续和日军近距离激战，三
人为一个作战小组和日军拼刺刀。赵现忠
和副班长及另一个战士为一组向前冲，将日
军赶到坟头后面，赵现忠和一个战友从左右
两边，副班长从坟头顶上刺向一名日本士
兵。不料，日本士兵用手抓住了副班长的
枪，要反把对副班长不利。赵现忠迅速冲上
去刺向日本士兵腹部，另一个战士也冲上去
刺向日本士兵腹部，日本士兵倒下了。

随后，两名个子魁梧的日本士兵冲了上
来，一名日本士兵用刺刀刺向赵现忠的头
部。赵现忠迅速躲避，刺刀划开了他随身携
带的小米袋子。战友开了一枪，没有打中日
本士兵。5个人厮杀在一起，拼命地拼刺刀。
战友的肩部被日本士兵刺伤，副班长刺伤了
一名日本士兵的大腿，另一名日本士兵向外
跑，赵现忠开枪打中了日本士兵胸部。

就这样，短兵相接拼杀，二团其他援军
赶来，最后将几百名日本士兵消灭。三营战
士将墓地周围的松林全部砍倒围成了一个
圈，将俘获的一百多匹战马拦在里面。

后来，战士们听说在石桥伏击战中消灭
的骑兵中有一个日军的大官。

沂蒙山中藏英雄
抗战老兵隐功名
“冲山阻击营”老兵赵现忠讲述革命经历

记者手记

2015年，赵现忠
获得了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颁发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章。

赵现忠的手部曾
被子弹击中受伤，一
个星期之后，子弹才
取出来。

↑在中共费北县委县
政府旧址，赵凤清、赵现忠
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刘
次恭的照片挂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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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赵现忠的表情
平静，偶尔露出满足的笑容。
他经常跟孩子们说，革命战友
们给了他第二条命，才有了他
的现在，有了现在一大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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