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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史志办的同志们编篡完成了一部具有特殊纪念意义

的史志作品一一 《齐河县抗日战争志 》 。 得暇开卷，不能释手 ; 掩卷沉思，感慨万端。

情之所至，不能 自己 ， 捕管伏案 ， 以抒感怀。

《 齐河县抗日战争志 》 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如实记录了齐河县域八年抗战时

期的政治、经济、文教状况及杜会面貌， 一一列举了日本侵略者及伪顽势力犯下的滔

天罪行 ， 全面记述了县境抗 日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 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血

雨腥风的历史画卷 。 读完全志 ， 仿佛置身于 70 多年前那段风雨如晦、泣血涟如的艰

难岁月， 日 伪顽的残暴行径历历在目，惨绝人寰，令人痛彻心扉 ; 抗日军民的英勇壮

举惊天动地， 感泣鬼神 ，叫人心潮澎湃 。 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时间何其短暂，

但由于那场侵略战争给县域人民带来的无以复加的深重灾难， 由于齐河军民在抗战中

表现出的誓死不渝的爱同情怀、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它将永

远被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 ， 历久弥新 。

齐河邻近济南 ， 又是济南至京城的门户，在日军侵占济南后便自然成为冀鲁豫边

区和冀鲁边区对敌斗争的最前沿，也是当时-日军榷残、蹂躏的重点地区 。 根据 《 齐河

县抗日战争志 》 的记述，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日本侵略者疯狂、残酷的烧杀抢掠，

县域人口伤亡率急剧攀升 ， 社会及居民财产损失R大; 农业大幅减产 ， 丁-商业消失殆尽，

教育卫生事业停滞不前 ， 邮政 、金融、财政遭到毁灭性破坏 ， 原有的生产基础和生产

关系均被打破，社会经济全面倒退 。 可以说 ， 这是齐河有史以来所应受的最为惨重的



一场浩劫。在关系到巾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齐问人民在中闹共产党倡导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同仇敌'f气，共赴困难，与日本侵略者及伪柑势力进行了殊

死的斗争，付出了惨痛代价和l巨大牺牲，涌现出李聚五、齐林山等众多抗日英雄人物，

在齐河的历史长册上谱写了一由英勇而悲壮的赞歌。历经八年浴血奋战，英勇的齐河

人民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县境，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再一次印证了那条颠

扑不破的真理一义终将战胜邪恶。

抗日战争的胜利，洗刷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屡遭外族欺侮、侵凌的耻辱，成为

华夏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正是由于抗日战火的洗礼，巾华民族浴火重生，在中国共

产党的带领下建立起一个耕新的同家，走上了民族振兴之路，再一次巍魏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同全国一样，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今天，经过 60 多年的社会

义革命和建设，得益于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各项社会事业的突飞猛进，齐河县经济和

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胞的变化，并在 2014 年 11 月成功跻身全国县城经济与县城一基

本竞争力百强县行列，全县人民过上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

历史是 A面镜子，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歪曲历史意味着重犯。当我们在享受今

天幸福美好生活的同时，不能忘却八年抗战的x&x住历史，不能忘记先辈们无私的付出

和牺牲，时刻铭记蒲盾就会挨打、贫穷必遭欺凌的警示，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和执着，

助力巾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更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同沓定侵略、

由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作不懈斗争，捍卫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避免战争悲剧

的历史性重演

缅怀历史，恍若昨日;抚今迫齿，不胜唏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接往惜今，

方可迫来。感慨之余，略作数i霄，是以为序。

中共齐河县委书

齐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豆4'~
2015 年 6 月 20 日



序

展i卖 《 齐河县抗日战争志 ~ ，思绪万千 。 抗日战争是经济落后的中同和日本帝同

主义之间进行的一场殊死战争， 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斗争 。 齐

河人民为这场伟大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 齐河县抗 日战争志 》 出版在纪念

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 真实全景地记录了 70 多年前发生在齐河大地上波澜壮阔的抗

日爱国场景 ， 既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也为齐河后代子孙提供了不忘同耻、奋发图

强的精神食粮 。

齐河县地处济南西部， 是济南至京城的门户 ，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向为兵家所

争。 日军侵占济南后，齐河是冀鲁豫和冀鲁边区对敌斗争的最前沿 ， 成为日军摧残的

重点 。 1 93 7 年 1 0 月 3 日， 德州沦陷 11 月 1 6 日， 齐河县城沦陷 。 1 937 年至 1 945 年 ，

抗战八年间，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 ， 齐河儿女同仇敌问、众志成城、共赴同难，

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新长城 ， 谱写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英

雄史诗:赵牛?可畔，抗日 军队阻击 日 军 ， 鲜血染红河水， 二十四勇士光荣牺牲 ; 抗日

县长李聚五三次被捕，获救后二次重新拉队伍与敌决战 。 纵观齐河抗战史，其时间之长、

规模之大、牺牲之重，史无前例 。 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齐河人民的向尊心 、 自信

心和民族向豪感，更充分表明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

胜的 。

前事不忘 ， 后事之师。 70 年前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尽，过去的战场变成了高产良 田、

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但是抗日战争留给我们的记忆历久弥新，带给我们的思考弥足



珍贵。在世界战略棉间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夭，当我们以新时代的眼光束温这段血与火

的悲壮川史，就会从这份凝重的历史遗产中，获得开创未来的警示与启迪。当前，齐

河全力冲束1]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版社会新的历史征程中。站在新的起

点，勤劳剪敢的齐川人民.在思忆历史、缅怀先烈的同时.更应该弘扬不屈不挠、拼

搏进取的齐河精神，奋发有为、奋勇争光，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锐

意进取、攻坚克难、眼彻前行，男力开创齐?可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于产

中共齐河县委副书记

齐问县人民政府县长 豆材、
2015 年 6 月 24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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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世界人民反法四期战争胜

利 70 周年。 2014 年 2 月 27 日，全同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每年的 9 月 3 日定为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的指点，全国各地都在紧

愣密鼓地{敞着各种准备工作。作为鲁四北抗日前沿的齐河县发生过许多难以忘却J的记忆，

有建立最早的抗日党组织，有英勇杀敌的模范班、钢枪班，涌现出许多视死如归的英州c

敌人的残果更是罄竹难书。记录这段历史，铭记这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我们这代人责无旁

贷。经县委、县政府决定，编篡《齐河县抗日战争志)) ，余担叫主编。

修改志脯，看到一支支抗日队伍揭竿而起、风起云捕，开赴抗日前线，赴汤蹈火，浴

血奋战，节节胜利，心情韶肝‘激动不巳; I阅闯读日伪"强化;泊向安

恻头、剖腹、凌刷，无恶不作，连几岁的幼儿被活埋、被摔死!…..汩汩稿纸。 i位无父母

子女， ì1羊肉兀亲姊热妹?对我同胞~下如此l义|子，真是必绝人性、丧尽天良 c

日军侵华， 1顷巢之下无完卵，全民族掀起了问仇敌'r气的抗日战争。在黯个抗战史仁，

数以万计的光亮!!为同捐躯，不少烈士大都青春还没来得及纯放，就义无反顾地给这个世界

留下了悲壮的背影。又有多少人能把他们记住?对于这些逝去的英雄，每个名字都不应在

我们的记忆中缺席。我们不会忘i己舍生忘死、为民牺牲的英雄，缅怀、祭真是我们的责任

:fl:l吁。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先烈抛头颅洒热刷，历史将是另外的写法。

"格后挨打"是古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揭示了人间的普遍规律ο 弹丸之地的日本，

竟敢欺凌地大物博的中华民族，妄想蛇吞象，胆大妄为，就师、于11:ι 七十载，弹指一挥间，

历史却翻开了新的一页。

"王师=lt定中原日，家祭兀忘告乃翁。"战争的硝炯已在中间的历史长河巾消逝ο 全

国人民正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为早日建成小康枕会，实

现附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而费力奋斗。巾网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举世瞩目，昂然屹立

在世界之林。今昔对比，齐河也早已焕然一新。吁年的反侵略战场，已成为规模宏伟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战场。昔日洒满英雄鲜血的土地上，今 H处处盛开改革开放的鲜花，

日新月异，生机盎然，硕果累累。 2014 年跨入全国小小城市综合实)) F-(强县和全|叫县城

经济与县城基本竞争力回强县。齐?可正以崭新的闹貌展现在世人面前。长眠在这片热土上



的抗口将七，也矶市英儿泉c

列γ说j过立忘记己历!史且就，息在昧着背蜿

H 的是"铭记历史啕以史为!在， ~1fr怀先烈，珍视和平，面向未来"。而日本吁同不承认那

段侵略历史，不 [Îí]被侵略同温和;认罪，却反其道 r(rj行之。世人将拭日以件，警'国军国主义

的沾w

齐河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副他却
《卉川县抗日战争志》主编 . , 

2015 年 6 月 18 日



凡例

→、本志编篡些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l方法，实事求

地全面i巳述齐河县抗日战争的全貌.力求使志朽达到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资料性、

实用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事时限，上白 19归28 斗年二济南"]]五:气惨案

内容适 y吁吁j千J上1:.战二-溯立戒E…下F延 ο

三、斗立志按编、主主、节目 4 个层次设置。志首设概述、大事:id ，以下分列刊编

48 章 140 节，志末设附录、索'引和编后ìê ü 

四、人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正面人物为主，对罪恶昭著的反 l国人物 æ. ì己

其中 c

、本志行文，严格遵循新志书的行文要求，使用附体文记述体气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c 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使用农J)j时川汉字书写

七、*志内容所涉及的地名，一律使用吁时的标准名称。名称戒隶属关系已侄改

变的，在括号内注明。

八、本志计量单位使用斗时的计提单位，必要IJ才)川市廿注明

九、;卒志所柏:"日军"均系日本侵略竿的简称

十、抗日战争时期，今县境分属 3 个抗日政权，均以斗时称谓 i己述。i'L"县境内"

墙域均指 2015 年县版图。

+-、本志资料来源广泛‘按照新编地方志的惯例，不一一注明: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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