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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当中华民族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血与火铸就的抗战精神，

就在历史的星空中定格为永恒。这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前途命运的伟大胜利，是

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人民用不屈不

挠的顽强意志，挺起了民族的脊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河北是除东北三省以外，遭受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摧残时间最长的地区。1933 年 1月，日军炮轰山海关，成为入侵河北的开始。

直到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河北遭受日军侵略长达 12 年零 8个月之久。

在近 13 年的时间里，河北民众为抗战的胜利作出巨大牺牲。据现有资料的不

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河北的直接人口伤亡超过 171 万人，间接伤亡和其他

损失不计其数。在日军的摧残下，河北经济濒临崩溃。

在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河北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参加生产，运用无

穷的智慧，创造出多种对敌作战形式，倾心倾力支援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

要贡献。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迎来

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2015 年，适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长

城网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组织开展了“血印”——河北省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型专题报道活动，记录屈辱、反映

抗争、传承气血、启示当下，呼唤和平⋯⋯

活动期间，长城网组织骨干编辑记者分为两个采访报道小组，行程1.5万公里，

走访廊坊、衡水、沧州、邢台、邯郸、保定、石家庄等平原抗战战场和承德、唐山、

秦皇岛、张家口等抗战时期的“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走进河北省 30 余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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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市、区），寻访抗战亲历者、英雄后人、老区人民和专家学者等 400 余人，

以图文、视频、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开设“寻访”“新貌”两个专栏，用真实、

具体的动人故事，富于时代感、现实感的新闻语言和形式多样的表达方式，讲述

河北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还原了抗

日民众保家卫国的历史，唱响了英雄河北不屈不挠的赞歌，展示了河北发展的新

成就，歌颂了河北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作为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献礼，长城网将

此次活动采写的 77 篇新闻稿件集结成册，加以出版，就是要提醒后世之人，铭记

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

地维护世界和平。



河北是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是抗战的坚固基地和反攻日军的前

沿阵地。广大燕赵儿女在这场战争中不畏强暴、英勇抗敌，创造了诸多

不朽的业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为追忆历史、缅怀先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之际，长城网推出“‘血印’——河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型专题报道”。通过广泛深

入地采访抗日战争亲历者、英雄后人、老区人民、专家学者等，以图文、

视频、新媒体等多种形式，还原抗日民众保家卫国的历史，唱响英雄河

北不屈不挠的赞歌，展现抗日老区日新月异的变化。

编者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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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冀东抗战堡垒户 倾听先辈抗战故事

关键词：冀东抗战，堡垒户，大暴动

1938 年夏天，爆发了一场席卷河北省东部的抗日暴动——冀东人民抗日武装

大暴动。起义浪潮波及 20 多个县，参加起义的人数达 20 余万人，抗日联军发展

到 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 3万人。

“冀东抗战非常艰苦，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冀东，使其成为第二满洲国，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抗日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冀东革命历史研究会会长高景岗说。

火热的冀东平原战场，凝聚了百姓们的抗日热情，更涌现出了无数的抗日典型。

赵春胜的父母，滦县西赵庄子村的堡垒户赵凤池、赵永兰夫妇成为当地的抗日典

型代表。2015 年 7 月 1 日，“血印”——河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长城网特别报道组走进赵凤池、赵永兰夫妇儿子赵春胜的

家，倾听革命前辈的抗战故事。

“有一次，日本鬼子正在四处围剿八路军进行疯狂报复，12 团 2 营营长杨思

禄委托父亲帮忙保管一挺机枪，父亲拍着胸脯保证：人在枪在！”赵春胜说，“父

长城网 唐山 2015 年 7 月 5 日电

记者 宁晓雪 李艳 杨雅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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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把机枪藏到了山北边的一个山

洞里。由于我家院子里还放着其

他枪，我姐就在胡同口把风。第

三天，日本鬼子来围庄，她就往

相反的方向跑，想引开敌人，却

被日本人抓住了。”赵春胜说，

“日本鬼子问她八路军的下落，

她不肯说，日本鬼子就使劲踹姐

姐的肚子，姐姐当时就吐血了，

最后被日本鬼子活活踹死，牺牲时才 12 岁。”

在抗战的8年里，赵凤池、赵永兰夫妇先后舍生忘死地掩护过孔庆同、陈群、

苏梅、周文彬、丁振军、节振国、杨思禄等一批冀东地区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

不知有多少八路军将士在他们家吃过饭、养过伤、开过会、藏过枪，有许多重要

文件都是通过赵家人送到当地党组织手中的。凭着机智和熟悉地形，他们一次又

一次地保护八路军从敌人眼皮底下安全转移。

“经过八年抗战，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过上了好日子。希望年轻人珍

惜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把国家建设强大。”最后，赵春胜

对记者说出了他对年轻一代的希望。

冀东抗战堡垒户赵凤池之子赵春胜 
长城网 李艳 摄

赵春胜家中摆放着父母获得的光荣牌匾 
长城网 李艳 摄

荣誉证书寄托着冀东抗战老八路子弟们对赵永
兰夫妇的感激之情 长城网 李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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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起义——冀东抗日大暴动第一枪

关键词：血印，港北起义，冀东大暴动

1938 年 7 月，中共河北省委在日寇统治严密的冀东地区，领导和发动了一

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进步民主人士共同组织、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抗日民族起

义——冀东抗日大暴动。抗日烽火遍及潮白河至山海关的 20 多个县，参加暴动总

人数达 20 余万，组织起 10 余万人的抗日武装，攻克了 9座县城和几乎所有的重

要集镇，沉重打击了日伪在冀东的统治。

暴动第一枪，打响在滦县港北村。港北，这个坐落于县城西南约 20 华里处，

当时只有 2条半街道、80 座院落、六七百口人的村庄，为什么会首举义旗？义旗

竖起前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2015 年 7 月 2 日，“血印”——河北省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长城网特别报道组来到了唐山市滦县港

北村和大门庄村，探寻这段尘封的历史。

“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之后，村里人感受到了巨大苦难的降临，村民的亲见、

亲闻，宗宗件件都积累着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大暴动见证者大门庄村民李守正

长城网 唐山 2015 年 7 月 5 日电

记者 宁晓雪 李艳 杨雅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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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说，那时，这六七百口人的

小村，报名参加起义的青壮年就

有 80 人。

“起义原本定于 7月 16 日在

大门庄举行，但是消息泄露了，

起义 7 月 6 日在港北村提前举

行。”92 岁的李守正老人回忆起

那段历史，依然记得起义队伍当

时响亮的番号：华北抗日联军。

7 月 6 日，港北村起义第一

枪打响后，冀东各地迅速响应，

呈燎原之势。5 天之内，起义队

伍人数由起初的 300 余人发展到

5000 余人，短短 3个多月时间，

参加人数达 20 万人，起义联军组

成的冀东抗日联军发展到 7万多

人，涉及 20 多个县。

“在大暴动期间，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战士时时处处严守党的纪律，坚守‘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不犯，与群众心心相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信赖和支持。”滦县老文史工作者唐印和说。事实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的生

命线，有了它才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使党的事业无往不胜。

1988 年 7月 6日，为牢记这段历史，纪念冀东抗日大暴动港北起义 50周年，

滦县县委、县政府在港北村口树立了“港北起义五十周年”纪念碑， 并将这里列

为滦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纪念碑碑座高 2.5 米，碑身高 11 米，正面步阶分

为三段，每段分别为一、九、三、八阶，左右步阶分别为七、六阶， 寓意港北起

义的时间。

　

港北起义的亲历者   长城网 李艳 摄

滦县古马镇大门庄村冀东大暴动题材的文化墙 
长城网 李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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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戴庄惨案：日军屠杀村民 1280 人

关键词：血印，寻访，潘家戴庄惨案

日军在侵华的过程中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惨案，其中，发生在河北省唐山

市滦南县程庄乡潘家戴庄村的“潘家戴庄惨案”就是日寇在华残忍虐杀中国百姓

的铁证。

2015 年 7 月 2 日，“血印”——河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长城网特别报道组来到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当年惨死的无辜

百姓尸骨仍埋于黄土，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血泪。1942 年 12 月 5 日，日本

侵略军第 27 师团第 27 步兵团所属第 1联队骑兵队，按少将团长铃木启久“彻底

肃正该村庄”的命令，在队长铃木信的指挥下，以枪杀棒打、锹铲镐砸、活埋火

烧等极其残忍的手段，血洗了潘家戴庄，屠杀平民 1280 人，烧毁民房 1030 间，

村内财物被抢劫一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惨案。

“日本人以开会的名义，把我们叫到村东南角的空地上，到了那里，就逼问

村民八路军的情况，遭到拒绝后，他们就开始杀戮，并迫使青壮年挖出 8尺深、1

长城网 唐山 2015 年 7 月 6 日电

记者 宁晓雪 李艳 杨雅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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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宽、26 丈长的深坑，挖好以后把

村民赶往坑内集体活埋，并点火焚

烧房屋，大火整整持续了 3 天，惨

不忍睹。”惨案幸存者周炳乐说，

在这次惨案中，他的母亲和姐姐都

被残忍杀害。提起这段痛苦的记忆，

周炳乐总会控制不住地落下悲痛的

眼泪。

周炳乐说，只有祖国强大了，老百姓才能有依靠，生活才能幸福，活得才能

有尊严。“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村里的路灯亮了，路面硬化了，大家都

住上了新房子，甚至开上了小汽车，村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周炳乐如是说。

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 长城网 李艳 摄

潘家戴庄惨案现场模型  
长城网 李艳 摄

潘家戴庄惨案遇难者姓名墙 
长城网 李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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