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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自卫队员用的大刀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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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根据县领导安排，县委宣传部、党

史研究室组织人员历时近半年编辑整理了该书，旨在通过翔实的历史

资料全面反映日军在河北省清河县发动的战争、犯下的罪行、带来的灾

难及清河人民抗日的英雄事迹，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激励后人。

该书资料多为党史研究室长期研究搜集整理的成果，多年辛勤工

作的结晶。抗日战争期间在清河工作的老干部回忆文章征集了很长时

间，是非常珍贵的史料，这些老同志大部分已经离世，在此对他们表示

崇高的敬意。我们对全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党员进行逐个

采访，亲耳聆听了他们生动的抗日故事，回顾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得

到很多第一手材料，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深表谢意。

该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综述、抗日战事、抗日英烈、抗日故事、

抗日回忆等。“综述”概括介绍抗日战争期间清河的政治、文化、经济、

战争等情况；“抗日战事”记述了抗日战争中发生在清河的战争及重大

事件；“抗日故事”通过亲历口述形式讲述抗日的人物故事；“抗日英烈”

是以传记形式记叙了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抗日英雄；“抗日回忆”通过

在清河战争和工作人员的回忆全面描述抗战时期清河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由四个方面内容组成，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峥嵘岁月、亲历

亲闻，前三个方面内容是广泛征集抗战期间在清河工作的老同志的回

忆文章，这些内容收集历时数年，当时他们工作在全国各地且年事已

高，但是仍积极参与、回忆整理，给我们留下难得的历史再现。“亲历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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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部分主要由在世的老同志讲述自己的抗日经历和见闻，我们组织专

门人员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其中８５岁老人邱立双不顾年老体弱，亲自

搜集整理自己的见闻并多次实地调查了解，笔耕不辍。

本书在成书过程中，县方志办、报社给予了大力配合，组织人员在

工作之余认真采编。该书未属名文章均为县党史研究室搜集整理，党

史研究室的同志对本书进行反复校对润色，几易其稿，付出了大量心

血，一并表示感谢。

该书力求全面系统、原汁原味地反映历史真实，但因水平有限，时

间仓促，难免有些疏漏，敬请谅解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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