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扇子港 

侯敬德 

在史家营乡秋林铺村西约四五里路的地方有一条深山沟，名叫扇子港。这里

紧靠百花山，地势险要，抗战前只有三户人家，不足二十口人。平时，除了种山

坡地的和放牧的人以外，几乎没有行人来往。 

抗战开始以后，日本鬼子经常向史家营村、金鸡台村、秋林铺村一带扫荡，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秋林铺村有三人被鬼子枪杀或被活活烧死，牲畜、粮食和物

品全被抢走，房子被烧掉。在那恐怖的年代里，百姓们逃到深山里四处躲藏。扇

子港由于山高沟深，相对安全，因而有七八户人家先后逃到那里居住。 

1940 年秋，日军先后在斋堂、大安山、长操等地建立了据点。为了保存实

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宛平县政府到处打游击，最后辗转来到扇子港。 

机关工作人员约五六十人，还有司法科的看守所看管着七八十名犯人。这些

犯人大多是斋堂、千军台、大安山等敌占区有通敌行为的人，也有少数刑事犯。

全部住在这十来户人家里。政府机关住在扇子港中心的三合院里，司法科住在北

坡。重刑犯被集中在一个屋子里，由看守员看管，罪行轻一点的被安排到各户。 

过了一段时间，政府决定组织犯人建临时住房。几天以后，十多间草房建好

了，住房紧张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乡亲们不管自己的住房有多紧张，也要把政府机关安排好。他们把自家的热

炕腾出来给干部们睡，而干部说什么也不同意，推来让去，最后让老人、小孩和

病弱的干部睡在炕上，其余的人都睡在地上。干部们还抽出时间帮助老乡们干活、

搞卫生。虽然生活十分艰苦，可大家在一起相处得非常融洽。鱼水情深，患难与

共。 

为了保证生活自给，政府干部组织犯人到百花山开荒种田。种了土豆和其他

农作物，从而使粮食和蔬菜基本上自给自足。老百姓们还把自己种的菜送给干部

们吃。政府干部们在县长张地的带领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

群众秋毫无犯。 

为了保护政府机关的安全，村里组织了十四五岁的学生站岗、放哨、传递信件。

村、区、县三级的信件全靠少年通信队来传递。有一次，接到情报，长操的敌人要

向我山区进犯。通信队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送到县政府，县里的领导接到信后立

即布置工作，做好了战斗准备。 

宛平县政府在扇子港住了二年多的时间，与当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在那血腥恐怖的年代里，扇子港像是母亲，在风雨中撑起了一把小伞，保护

着她为之自豪的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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