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政往事

我家住过八路军

王奎武 *

在建国七十周年到

来之际，深切绚怀在革

命战争年代，曾经在我

家住过的八路军和武工

队员。他们出生入死，

前赴后继，深入对敌斗

争最前线与国民党反动

派展开殊死斗争。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有不少人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抚今追昔，让我感概万千。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一、军民鱼水情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

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妄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为适应形势，平西地委决定，单独建立良乡县，县政府暂时设

在河北村。王漫任县委书记，郝少尧为县长，下设四个区。

* 王奎武：河北镇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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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三十亩地，为良乡一区临时政府，共有三、五十人，

分别住在双凤岭和三十亩地不到三十户的老百姓家中。我家外

屋大坑有三米长，就睡八、九个人，非常拥挤，几呼不能翻身。

坑头东边窗台上立着一部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墙式电话机，可

通向前沿西大洼，往西通往县政府。

奶奶和母亲还有婶子大妈们，所有房东都力所能及的帮助

烧火做饭。战士们因走山路衣裳破了，由我母亲等人给缝补。

边区造的白布用天然染料，染成灰色的绿色的，家家做军装，

户户做军鞋，全力以赴支援对敌斗争的前方。

吃饭时先排好队，取立正姿式唱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后再吃饭。我奶奶也随他们一起唱。晚饭后为自由活动时间，

有的看报纸、文件，有的谈论与敌人斗争的见闻。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有好几个人：史正春、于庆录、李增儒、

乔明玉、吴怀桐、马良民、张成基、张庭亮、梁福才、张佩富、

杨维秀、刘焕中、安立方等。

他们外出打胜仗归来，常常给我带回来一些战利品。其中

有：金丝编织的麒麟布、各种画册，精美的筷子盒，筷子，还

有子弹壳等。

二、惨烈的敌我斗争

（1）王佐地区国民党还乡团，经常以“通匪 " 为名，使

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杀戮。他们规定谁家也不许留八路军吃住，

如有违反者，活埋全家。如果发现八路军不报告，同样活埋。

强制各村埋地雷，下地枪，以各种手段阻止我军政人员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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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队长王文志，在上万村被地枪打成重伤。

一九四六年七月，付大队长谭巨龙在坨里遭伪军包围，在

突围中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八月中旬，王佐伪军在后甫营

包围了区委杨景厚，这次敌人不算多，突围当中杨景厚的右膀

子被打穿，造成重伤，幸勉于难。

（2）一九四六年八月底，在怪村被还乡团打伤的区委书

记吴怀桐在我家养伤，他是涞水人，嗓子好，特别爱唱梆子戏

和歌曲。他常抱着我教我唱《军民大生产》，还有他们平时唱

的《国民党一团糟》的歌曲，由于听的时间多了，慢慢我也学

会唱了。

（3）一九四七年八月，张成基任良

乡一区区委城工委员，主要是做联络工

作。根据上级指示：在良乡县开展交穷

朋友工作。一天晚上，他和另一个同志

到上万村北头儿，一姓张的老俩口家中，

本想住下，可这老俩口说：如果让你们

住下， “白箍子”知道了就会杀我们，
这是当年的张成基

烧房子啊！ （白箍子是老百姓对国民党

还乡团的戏称）。他俩人听了以后，立刻决定离开老乡家，到

山上去过夜。凌晨下起了瓢泼大雨，没办法只好到“地下联络户”

李井泉家去避雨。等雨停了，李井泉从里屋拿出接关系用的物

资，有脸盆、肥皂、手巾、红糖等。带上东西刚出门，出乎意

料，“白箍子”又来了。张成基一个箭步猛地冲了出去。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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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把脸盆毛巾往出一扔，拨腿就往西跑。敌人一边追一边喊叫，

抓活的！抓活的！还往半空放枪。这时迎面又来了几个“白箍

子”，他机灵地钻进上万村的果园。敌人没发现，乱哄哄地顺

着田间小道追下去了。这个时候张成基又冷又饿，鞋也跑丢了，

脚上踩了不少葛针棵子，生疼。后来跑到西大洼杨维秀家，受

到杨家父母热情招待，体力得以恢复。

（4）为了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县委决定：首先突破

王佐地区后甫营这个点。伪保长段玉山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

他多次向国民党报告我方工作人员情况。瓦解我方在村中建立

的各种组织。因他反共有功，国民党发给他长把手榴弹，他每

天带着手榴弹，查岗、查哨、盘查过路行人。

针对这种情况，县委派一区大队长王文志和抗联主任史正

春，于一九四六年九月翻山越岭，经红羊圈头到达后甫营，刚

一进村，正碰上段玉山，王文志，史正春不费吹灰之力，立即

将他活捉并缴了他的械。将他先押解到西大洼，后又到双凤岭，

因实属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

三、胜利的曙光

一九四八年五月，有军区独立团、独立营以及武工队和民

兵共集中了二千多人，合围坨里，打伤守敌大队长尤茂志，俘

虏敌军一百三十六人，随之，王佐地区也获得彻底解放。

解放以后，因我家支援前方有功，上级派专人在我家和我

二奶奶家的迎门冲的墙上，帖上了毛主席提词：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的宣传品，做为鼓励和纪念。（文章中的马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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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战斗在房山地区的几名工作人员，他们是：前排左

一杨德道，左二姜永刚，后排，左一张成基，左二郝德岐。

仍健在，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建国 70 周年到来之际，区长

郭英红曾去他家慰问。另外，北青社区报记者，胡可写过文章：

九十七岁老爷子，每个房山人都应知道他。）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