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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烈士纪念碑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政哲

初夏时节，百花犹有余
香，绿树正待成荫。

由著名学者、书法家欧阳
中石题写馆名的运东地委革
命纪念馆坐落于东昌府区韩
集镇赵牛河畔的迟桥村，这是
当年著名的抗日堡垒村，是运
东地委的驻地，也是根据地中
心。运东地委在这片热土上
驻扎了八年，领导300万军民
浴血奋战，设在迟桥村“运东
革命纪念馆”内的一件件藏品
再现了这一时期的光辉历史。

运东地委革命纪念馆于
2009年6月建成，是典型的现
代农村院落样式，大门坐东朝
西，院内正中，一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高高飘扬。北侧是一
排砖混结构的平房，两侧分别
作为迟桥村党支部、村委会办
公室和群众学习娱乐的场所，
中间是纪念馆。

旧址上的
红色记忆

纪念馆内，设有展板25块，共有照片
158幅，7个透明钢化玻璃展柜中，陈列了
12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这里记录了
茌南革命老区辉煌与悲壮的抗战史。”伴
随着解说员刘步青的话语，我们仿佛回到
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
抗战的序幕。1938年11月聊城失守，1939
年2月，博平、茌平两座县城相继沦陷，形
势日趋严峻。

1939年春，鲁西区党委根据斗争形势
需要，决定在古运河以东，津浦铁路以西，
高唐以南，寿张以北地带建立鲁西第四地
委，因为位置在古运河以东，所以在历史
上俗称为运东地委。当时，由于韩集地处
3县交界处，位置比较隐蔽，所以运东地委
迁至韩集一带的农村办公。

1940年4月后，运东地委、专署和军分
区机关进驻茌南，加速了以迟桥、大白为
中心，方圆几十华里（1华里＝0.5公里）抗
日根据地的形成。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运
东地委在原辖区域上又划入东阿、阳谷、
张秋等县，称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四专
署和第四军分区。地委、专署及军分区机
关驻茌南根据地。

“可以说，在1941年前后，聊城的大部
分区域，实际上是归运东地委管的。运东
地委革命纪念馆，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
史。”刘步青说。

马灯下的
运筹帷幄

馆内一件藏品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
是一盏马灯，锈迹斑斑，却见证了运东地
委“大脑中枢”的运筹帷幄。

迟桥村既然是运东地委驻扎所在地，
也就成为敌人扫荡和围剿的重点。

“那段时间，白天大家都不怎么出门，
战士们也都隐蔽起来，只有到了晚上，大
家才提着马灯，聚在村东头的林子里面开
会，商量打围子、端碉堡。”81岁的村民迟
云贤指着马灯说，一到晚上，村里100多米

长的主街上都是抗日队伍的战马，嘶鸣声
此起彼伏。

1941 年间，在运东地委的领导下，军
分区司令员刘致远运筹帷幄，地方抗日民
主政府和抗日武装紧密配合，先后粉碎了
日军及顽军齐子修部、李岐山部对茌南根
据地的屡次“扫荡”和进犯，取得了大吴战
斗、孟尝君战斗及攻打南大吴和小马庄敌
据点战斗的胜利，有力地巩固和壮大了茌
南根据地。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为了纪念在战斗
中牺牲的战士，1944 年，茌平抗日民主政
府专门修建了“抗战烈士纪念碑”。

在迟桥村，记者见到了“抗战烈士纪
念碑”。纪念碑旁边，枫树枝繁叶茂，护佑
并陪伴着长眠于此的烈士英灵。“尤其是
晚秋时节，枫叶变红，满树绚丽的枫叶像
是燃烧的火焰。”刘步青说。

1945 年，茌平解放，抗日战争取得胜
利。在解放战争时期，驻扎在茌南一带农
村的运东地委，又为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

瓷碗里的
民主探索

与马灯相邻的展柜中，放着一只旧瓷
碗，这是当时军民的生活用品，白底蓝边
的瓷碗虽然造型笨重、花样普通，但当我
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便会看到这只瓷碗背
后珍贵的红色印记。

20世纪40年代，在广大农村地区，绝
大部分村民是文盲。为了让老百姓行使
民主权利，动员不识字的村民参与选举，
中国共产党使用了很多有创意的办法，其
中，“豆选”广受传颂。

“豆选”的场景发生在与迟桥村相邻
的刘望海村。1942年5月到12月，运东地
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在茌南根据地刘望海
村开展民主建立村政权的探索。民主建
政首先从直选村长开始，第一次行使民主
权利的农民不会写票，于是用黄豆作选
票，瓷碗当票箱。

选举时，7位候选人在台上坐成一排，
身后都放着一个大碗，选民每人发5粒黄
豆，排着队，从候选人身后走过，中意谁，
就把黄豆投进谁身后的大碗里，最后谁的

黄豆多谁当选。这一举措也使在场群众
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尊重穷人的，是真正
民主的。

最后，该村吴思远得了满票当选为刘
望海村第一任民选村长，刘才章、刘自望、
刘玉章、刘自合等当选为村政委员，这个
村的村政委员会正式成立。

选举结果公布后，村长、村政委员向
全村人宣誓：誓死为全村老百姓办事，为
人民做牛做马。人民把信任的黄豆投给
了他们，他们也甘愿把生命献给人民。

这种淳朴的选举方式，为以后选举方
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砂锅里的
鱼水之情

为啥迟桥村被称作“抗日堡垒村”？
为什么根据地建在了迟桥村？迟桥村85
岁的老党员迟会民是这样描述的，“当时
周围的庄都不如俺这个庄的人团结，围子
打得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建立茌南根据
地，运东地委在迟桥村以及邻近的大白村
一带活动，田纪云、李来柱、谢鑫鹤等革命
前辈都曾战斗和生活在这里。“只有在迟
桥村，他们才住得放心。因为我们村没有
汉奸，而且防守牢固，非常团结，这也是根
据地建在我们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迟
会民说，他的大哥就是因为不肯供出抗日
武装的情报，被日军给活埋了。

每次战斗过后，都会有受伤的战士被
村民用木板抬到家中。“当时战争不断，伤
员也很多，村民就用砂锅煎药，给战士们
治伤。”迟会民回忆道。

纪念馆内收藏的旧砂锅，就是当年群
众煎药用的，见证了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情。

80 多年过去了，如今，运东地委革命
纪念馆作为聊城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上的
重要景点，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去参观，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在革命精神的引领下，韩集镇积极推
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大力引进和培育乡
村振兴人才，打造了汇诚农业产业园、泉
润农业公园、芳香文化博览园等一批规模
农业、现代农业基地，推出了“梦幻后姜”
等多家民俗文化旅游、休闲采摘旅游品牌
项目，全镇37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全部突破
3万元，走出了具有韩集特色的发展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