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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属于冀鲁边区。津浦铁路纵贯县境西部，

是侵华日军交通运输的生命线和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道。悠悠鬲津

河流经县境东部,这里曾经是鬲津县军民抗击日寇的天然屏障，孕育出

著名抗日小说《大刀记》的许多人物原型。抗日战争时期，730 平方

公里的东光大地奏响了一曲曲百姓抗战的慷慨壮歌。 

 

一 

 

基层党组织发挥核心和模范作用，群众组织支持配合，是东光县

人民抗战的亮点之一。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东曲庄的曲

作民 1926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光县的革命先驱。1933 年春

天，第二高小党支部建立，是东光县最早的党支部。1938 年秋天，前

孙、李相等 10多个村建立起了党支部，是我县第一批农村党支部。在

白色恐怖环境下，共产党员走在抗日的最前头，涌现出于茂长、尹忠

全、高万里等不怕死的硬骨头，为民族解放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

命。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救会、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

等红色群众组织在各村相继诞生，配合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张贴抗

日标语、传递情报、筹集粮款、破坏鬼子交通线、挖地道和抗日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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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岗放哨等，涌现出许多 “高老钟”式的抗日老人和“小兵张嘎”式

的少年英雄。 

堡垒户坚如磐石，是东光县人民抗战的亮点之二。自 1939年起，

两万多日军对冀鲁边区开始进行大扫荡，实行灭绝人寰的“三光”政

策，大肆屠杀抗日军民。东光境内，一寸山河一寸血。 

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手无寸铁的东光人民无所畏惧，不惜牺牲

个人、家庭，乃至全村的生命和财产，想方设法冒死隐藏和保护抗日

干部和战士，涌现出侯庄的侯大娘、小单村的单大娘、王起村的郑大

娘等数不清的堡垒户，使许多抗日干部和战士化险为夷、绝地逢生。

以农村地下党员为主导、以进步群众为主体的农村抗日堡垒，是共产

党和八路军赶不尽、杀不绝，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是东光县人民抗战的亮点之三。

1938 年 8月，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东光县抗日武装大队在

东于村宣告诞生。同年 9月，肖华司令员领导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

纵队挺进冀鲁边区。东光乡村出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

东洋”的动人场景。 

八年抗战，全县报名参军的在 4000人以上，有 1500余名将士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前仆

后继，舍生忘死，血荐轩辕，“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构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凝结成了可歌可泣、永不过时的抗战精神。 

村民自卫组织大量涌现，是东光县人民抗战的亮点之四。“七七

事变”一爆发，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光人民，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

的组织下，奋勇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不少村庄纷纷组建起村民自卫武

装。1938 年 2 月，小刘村率先成立了 20 多人的长短枪队伍。赵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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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邢、李相、张彦恒、高台、程庄、于集、徐官等十几个村的民团

纷纷揭竿而起。“北团”是全县最大的民团组织，时有人员 1000多名。

“一人呐喊，百人响应”是当地人民誓死保卫家乡的真实写照。 

随着共产党抗日宣传的深入人心和八路军敌后武装力量的发展壮

大，这些村民自卫武装自觉聚拢到党的旗帜下，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

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中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赶走

日寇又投身于解放战争，征战大半个中国。  

全民皆兵是东光县人民抗战的亮点之五。工人、农民、商人等社

会各界人士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主动捐款、捐枪、捐物，从

经济上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少年儿童和学生踊跃投入到抗日洪流中来，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一些伪军和伪村长也转变立场，暗中帮助抗日。

社会各阶层戮力同心，一致对外，构成东光县全民抗战的天罗地网。 

 

二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

是没有前途的政党。编撰此书的立意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永

葆激情，接续奋斗，共同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洪流。此书主要追记在风雨如磐的革命岁

月，东光县现有行政区划内发生的百姓抗战的人和事。记事起于 1937

年 9 月 28日东光县城沦陷，止于 1946年 2 月东光县城解放。写作特

点有四： 

(一)“剑走偏锋”，以小见大。同类题材的文史著作多以描写大人

物、大英雄、大战斗吸引读者眼球，而此书不落窠臼，以最普通的农

村老百姓为描写对象，以堡垒村和堡垒户为写作重点，以事系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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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系事，用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是抗战取得最终

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开门写书，风格多样。从 2017年 5 月开始启动，到 2018 年

3 月书稿杀青，整个采访和编辑过程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它是第十五

届政协文史工作的开篇之作，是全县文史爱好者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

晶。全书采用传记文体，使用第三和第一人称。39 名撰稿人均为东光

本土的文史爱好者，作品编辑入书时，基本保留了原作的原汁原味。

因此，全书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呈现多样化。 

(三)记事真实，确保原创。该书所有稿件皆面对面采访而来，并

附讲述人、采访人、撰稿人姓名，不存在虚构人物和情节、照搬照抄

前人、网上东拼西凑等“伪创作”。有多名作者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

为社会呈现出自己精心采写的“处女作”。 

(四)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本书记述的事件，虽然角度不同，风

格各异，但讲述的都是平民故事、草根英雄，使用百姓语言，十分“接

地气”，似“炉边谈话”，娓娓道来，真切感人。 

抗战胜利距今 70多年，事件当事人绝大多数已不在世。受访的抗

战老人，年龄最小的 83岁，最大的 95岁。大部分素材属于讲述人“亲

闻”，而非当事人“亲见”和“亲历”，因此个别事件的日期和细节与

史实存在些许出入。加之，撰写人员均为业余爱好，写作水平有限，

书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望读者见谅，并希冀批评指正。 

 

编者于 2018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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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东于村坐落在东光县东部20多公里处，是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东于

村的抗战往事，大都和一个人物有着密切关系，他就是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

长石景芳。此人是2014年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石景芳来到东于村 

 

石景芳生于 1912 年，原籍山东省无棣县刘丰台村。他的父亲石元恒是个

教书先生，兼营盐场生意，与东于村“益寿堂”掌柜于汝为素有朋友之谊。1938

年夏天，石景芳受党组织的委派，到东光县开辟抗日根据地，代号803。 

石景芳来到东光后直接投奔东于村的于汝为，并呈上家父写给于老先生

的亲笔信。从此，于汝为对石景芳无微不至地关心和支持，并受石景芳直接

影响成为一名抗日乡绅。 

为不暴露身份，石景芳对外的公开身份是 “益寿堂”的“伙计”。在当

“伙计”期间，他联系到教师身份的地下共产党员、来自安徽的邱东山，又

通过上级组织联系到本县抗日救国会的李光前、牟致祥等人。他们为创建东

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东于村频繁聚会，紧锣密鼓地开展筹备工作。 

1938 年 8月 31日，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东于村大张旗鼓地宣告成立。

石景芳成为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成立之日，东于村搭起了大戏台，唱起

了大戏，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戏的有两三千人。石景芳县长、八路军代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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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群众代表先后登台发言，祝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发出全民抗日的号召。 

1938 年 9月，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抗日武装——县大队在东于村成立，

石景芳县长兼任大队长。石县长从抗日大局出发，约请小刘村的开明乡绅刘

子仁出任副大队长，逐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

抗日武装的相继诞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此时，东于村参加

民主政府工作的有于炳熙、于茂绪、于茂峨、于茂刚、于长青，报名参加县

大队的有于茂苒、于炳照、于茂青、于汝墩、于汝松。 

在民主政府和县大队成立前后，“益寿堂”掌柜于汝为先后出借资金 11

次，其中第一次借银 100 两。村民腾出 50 间房子用于抗日干部和战士办公

和住宿。于茂松和于茂升还从农户借来了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被褥等办公

和生活用品。 

 

全民抗日在东于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村子内部建立健全了抗日组织。村民推举于河洲

为村长，于茂岭、于汝恒为副村长，于茂长、于茂明为财粮干事，于长文为

民兵队长，同时，成立了妇救会和儿童团，于汝生的妻子祁氏任妇救会主任，

于茂通任儿童团团长。时有 400 余人的东于村，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

的有 9人，参加民兵组织的有 40 余人，参加妇救会、共青团的 50 余人。 

民兵队把精于锻造的技工请了出来，然后盘炉生火，冶炼和制造大刀、

长矛、弓箭、弹弓等杀伤性武器；妇女救国会组织和动员家庭妇女学习文化，

通过办午校的形式教唱歌曲和识字，并为八路军染布、织布，做军衣、鞋袜

等。东于村妇女曾尝试着使用国槐树上的槐莲豆染布，把白布染成黄绿色，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支援前方。村里还建起了抗日小学，学生们学唱抗日歌曲，

演练抗日文艺节目；儿童团在村口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益寿堂”的

老掌柜于汝为亲自坐堂，免费医治八路军的伤病人员。可以说，东于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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