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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连长何万祥
万祥山上美名传

文/图 记者 赵博文 通讯员 于朝阳
沂河源头，山东屋脊。无数先烈的鲜血浸润着沂源这片红色的土地，无数

英雄的事迹曾在这里发生。在沂源县石桥镇的万祥山，便有这样一段动人的
故事，英雄连长何万祥的名字不仅在百姓口中传颂，更永远地留在了这座以他
命名的万祥山上。

沂源县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何万祥之墓”的碑文上记载着他光辉的一
生：13年的革命生涯中，参加战斗400余次，负伤5次。在东渡黄河、陆房、鲁南
反顽、青口、甲子、赣榆、石沟崖等战役中屡立战功，获“渡河英雄”和“战斗英
雄”称号……

英雄精神在传承

走在如今的万祥山上，山顶的
“何万祥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当
年炮楼围墙的遗迹依稀可辨，山腰
纪念广场的主体工程已经施工完
成。走在山路上，周围苍松翠柏林
立，仿佛在对当年的英雄事迹肃立
致敬，山顶风声簌簌，如听当年枪林
弹雨。

据了解，为永远纪念何万祥烈
士，方便人们到大山中瞻仰、参观、
缅怀、褒扬革命先烈，沂源县根据上
级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作
的要求，从2013年开始对万祥山烈
士纪念设施开展了集中抢救保护工
作。投资在万祥山顶建设高为10.6
米的何万祥烈士纪念碑。另外还加
大投资对纪念碑周围等进行了修
整，并建设了山腰纪念广场，对万祥
山周围的山体进行了绿化，硬化了
一条长1700米，宽4.5米的水泥道
路直达纪念广场。2014年5月26
日，沂源县人民政府已将该地批准
为县级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历史，发
掘红色资源，沂源县文化旅游学者
谭立忠今年赴“何万祥连”进行参观
访问，对于万祥精神在当代的传承，
他表示：“从两个方面来说，在部队
上，2连官兵‘不做强中强，愧对
连长何万祥’这句话表达了万
祥精神的深刻内涵和荣誉
感。长期以来万祥精神在
红2连得到了光荣传承
和充分体现，对我们当
地来说，石桥镇是英雄

连长牺牲的地方，这种敢打硬仗、敢
于吃苦、牺牲自我、任劳任怨的品
格，让万祥精神、沂蒙精神成为我们
宝贵的精神文明财富。”

后大泉村的杨道友今年已经78
岁，在向记者讲述当年往事时，他这
样说：“何万祥16岁当兵，他的一生
是苦难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战斗的
一生，牺牲那天正好是农历三月初
三，后大泉老百姓听说他牺牲了，万
分难过，我们后大泉人绝不能忘记
何万祥，我们永远记得他的恩情，为
此，我们编了一首歌谣，让后人记
住，英雄连长何万祥是为了解放老
虎山牺牲的，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牺牲的！”

在万祥山山腰上的何万祥纪念
馆，杨道友的歌谣声久久回荡：“人
民军队为人民，军民鱼水情谊深；永
怀先烈心思念，军民血肉永连心；四
四年的三月三，太阳冒红打东山；敌
军一个机枪连，被我部队全部歼；英
雄连长何万祥，壮烈牺牲老虎山；为
了永远怀念他，此山更名万祥山；这
天正是清明节，永远难忘三月
三……”

何万祥，甘肃省宁县
人，1915年出生于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从小给地主
放牛，饱尝生活艰辛的他
年仅16岁便参加了革命队
伍。何万祥个头不高，打
起仗来却总是冲锋在前。
1936年2月，中央红军东渡
黄河，何万祥所在的红一
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担任右
翼第一梯队，何万祥被选
为“渡河先遣队”队员。他
和其他队员一起驾着5条
小船，冒着敌人的炮火，英
勇冲杀，一举攻破了阎锡
山吹嘘的“攻不破的黄河
防线 ”，获“渡河英雄”
称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何万祥所在的部队改
编 为 八 路 军 第 115师 。
1940年1月，何万祥任第

115师教导2旅第6团2连连
长。此后，何万祥先后参
加了郯城战斗、赣榆战斗、
歼灭伪军朱信斋部等400
多次大小战斗。

1943年1月21日，何万
祥带领53名战士在城北门
阻击从马头镇增援郯城的
400余名日军。在弹药耗
尽的情况下，他率部同敌
人展开白刃战，顽强打退
敌人的4次疯狂进攻，胜利
完成阻击任务;同年11月
19日夜，何万祥率24名突
击队员化装成老百姓，巧
妙打开赣榆城门，埋伏的
兄弟部队迅速进城，将
1 6 0 0多名日伪军全部
俘虏。

1944年1月，在歼灭伪
军朱信斋部的战斗中，何
万祥奉命带领部队担任主

攻任务。他带领部队充分
利用地形地貌作掩护，巧
妙安排攻击战术，勇敢冲
锋在前，圆满完成了攻击
任务，并活捉了伪军头目
朱信斋。为此，滨海军区
司令部授予何万祥“战斗
英雄”称号。

1944年春，随着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战阶
段，侵华日军完全陷入战
略被动。鲁中军区集结万
余兵力及14个民兵中队，
以鲁山为中心，在周围300
里的战线上，发动了第三
次讨伐“铁杆汉奸”吴化文
的战役。何万祥所在的六
团一营参加了这次战役，
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也是
何万祥13年战斗生涯中的
最后一仗。

冲锋在前勇杀敌

何万
祥塑像。

1944年3月25日夜，第
三次讨吴战役打响。在鲁
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
委罗舜初指挥下，我军参
战部队2万多人，分四路梯
队，从东线、南线、西线、北
线同时发起攻击。在东
线，右路梯队向石桥、西大
崮、大泉庄、辉村方向攻
击，向吴伪军阵地纵深
猛插。

滨海军区第六团一营
攻击大泉庄东部的老虎
山，三连担任主攻任务，从
东南方向突破；二连为二
梯队，在三连之后；一连担
任阻援任务，守在西南山
脚树林中；地方武装一部
在老虎山北面负责牵制北
山敌人；营指挥所设在山
南侧一无名高地上。吴伪
军构筑了两米多高的圆形
石围子，周围设有两层鹿
砦，鹿砦内外布下大量踏
雷、挂雷、拉雷，西北角有
一座三层炮楼。

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连
摸黑向老虎山前进，一路
激烈战斗，接连扫清了外
围，然而自身也受到较重
伤亡。关键时刻，营长命
令担任二梯队的二连投入
战斗。

连长何万祥率突击队
二排冲在最前面，把成排
的手榴弹摔向敌人。二连
很快通过两道鹿砦，接着
与三连配合，架梯冲过围
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夺取了敌人的几个地堡，
趁机接近了炮楼。

狡猾的敌人，此时已
全部退至炮楼顶层负隅顽
抗，用重机枪疯狂向外
扫射。

何万祥带通信员跑到
炮楼西侧，钻进炮楼后，发
现底层无人，转身向一旁
的通信员叮嘱几句，便顺
着阶梯往上爬去。

刚冲到第二层时，对
面一个暗堡里飞过来一颗

子弹，击中了何万祥，这位
身经百战的英雄，就这样
倒在了黎明之时的战斗
中。这一年，何万祥仅仅
29岁。

何万祥牺牲后，遗体
被安葬在老虎山东南的后
绳庄。在英雄精神的鼓舞
下，这次战斗历时25天，消
灭吴化文部7000余人，活
捉敌军官432名，解放土地
1200平方公里，人口30万，
取得了打通敌后各根据地
联系的重大胜利。

1944年7月7日，山东
军区在抗日战争7周年纪
念大会上，何万祥所在二
连被授予“战斗突击队”
光荣称号，并将二连命名
为“何万祥连”。为了让
世世代代永远不忘英雄的
业绩，何万祥牺牲后，沂
源县抗日民主政府呈报上
级批准，将其牺牲地老虎
山改名为“万祥山”。

英雄牺牲时年仅29岁

杨道友
讲述英雄事
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