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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时节，很多上了年纪
的人，都喜欢在傍晚时分，聚
在马本斋烈士陵园门口的树
荫下乘凉闲聊，回忆从前。
其中，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
功的马本斋和他带领的回民
支队，尤其被老人们津津乐
道。

1944 年 2 月 7 日，抗日民
族英雄马本斋病逝于冀鲁豫
军区后方医院，时年 42 岁。
遵照马本斋遗嘱，其遗体被
安葬在莘县张鲁集（今张鲁
回族镇）。当地政府和群众
为纪念他立碑、筑亭、植树，
修建了马本斋烈士陵园。

走进陵园内的烈士纪念
馆，一件件饱经沧桑的老物
件、一张张铭记历史的老照
片，生动再现了马本斋和他领
导的回民支队奋勇杀敌的壮
举。

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

“抗战先锋”“亮剑鲁西北”“军民
一家亲”“将星陨落”“母子两代英雄”

“英魂永存”……纪念馆内，九个内容
板块图文并茂，实物展陈，记述着这
位抗日英雄的传奇人生。

纪念馆陈列的捣药罐和捣药杵，
因为年代久远，满身沧桑。它们见证
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也见证了马
本斋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
的鱼水深情。

在一次战斗中，马本斋腿部受了
伤，由于缺医少药，加上战事频繁，得
不到及时救治，慢慢发展成“化脓性
骨髓炎”，伤势越来越重，大夫要求他
截肢，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回民支
队司令部设在董杜庄镇段王庄村村
民段凤瑞家中。村里有个著名的老
中医，名为段树泽，医德高尚，医术超
群。见马本斋伤势严重，段树泽将其
从司令部接到自己家中，专门腾出一
间南屋，作为“特殊病房”。

段树泽施尽平生所学，竭力运用
中医药治疗，加上祖传的各种秘方辅
助治疗手段，终于治好了马本斋的伤

腿。
段树泽既是当地知名中医，又是

爱国人士和“开明富户”。他治好马
本斋的腿伤后，不仅分文不要，还把
价值十几块大洋的药品和物品、守村
护院的七八杆枪和几百发子弹，以及
开药铺辛苦半生的积蓄，全部捐献给
了回民支队。1943年5月，由于战事
吃紧，马本斋不得不暂时离开段王
庄。临别时，马本斋紧紧握住段树泽
的手说：“段老先生，您和段凤瑞是我
这半生遇到的很敬仰的人，特别是在
段王庄治病的这段日子，你俩为我操
了不少心，吃了不少苦，是我终生难
忘的。等抗战胜利了，新中国成立
了，我一定会再来段王庄，好好报答
你们！”

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别。
让人欣慰的是，段树泽的后人，

至今还在致力于中医药事业的传承
和发展。不仅如此，2020年底，段树
泽的玄孙段乾中将祖辈当年为马本
斋司令员治疗腿伤的捣药罐，捐赠给
马本斋烈士陵园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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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建战功的铁军劲旅

1901年，马本斋出生在河北省献
县东辛庄（今河北省献县本斋回族乡
本斋村）。1921年，他参加了张作霖
的奉军。“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满蒋
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
政策，弃官返乡。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遭
日寇铁蹄践踏，山河破碎。日寇的暴
行激起了马本斋满腔怒火，他于1937
年在家乡组织了由70名群众参加的
回民抗日义勇队。他们拿着土枪土
炮、大刀长矛，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杀。

“回民抗日义勇队成立之初，武
器比较简陋，只有大刀长矛火铳，经
过无数次和日伪军的战斗，付出了巨
大的牺牲。”在纪念馆解说员郑杰华
声情并茂的介绍下，展馆中那些锈迹
斑斑的“土式武器”，瞬间带人回到那
段烽火岁月，而它们也无声地向来者
讲述着抗日英雄们顽强不屈的战斗

精神。
回民支队成为正规部队后，多次

参加重大战役。马本斋把他的军事
指挥才能发挥到了极致。同时，部队
的装备也越来越好，每个连都配备有
轻机枪和掷弹筒。司令部直属一个
重机枪排，有两挺重机枪，一个迫击
炮排，两门小迫击炮。这在当时，已
经是很厉害的重武器了。

1942年，日伪军在冀中平原进行
“五一大扫荡”，为避锋芒，保存实力，
回民支队奉命实施战略转移，由津浦
路东迂回到冀鲁豫边区，后进驻鲁西
北莘县张鲁集。

可以说，在莘县期间，正是马本
斋军事才能完全成熟的时期，从1942
年9月到1944年2月，马本斋指挥了
滑营突围、焦花园制敌、大宋庄伏击
战、以饭诱敌、八公桥战斗等多次战
斗，每次都战无不胜。

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

马本斋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
见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然
而，就在这多年夙愿即将实现的时
候，病魔却悄悄向他袭来。

1943年，马本斋颈椎部生了毒
疮。由于缺医少药，他的病情迅速恶
化，带着遗憾，带着向往，1944年2月
7日，马本斋病逝于冀鲁豫军区后方
医院（河南濮阳小屯村），终年42岁。

遵照马本斋生前遗嘱，病逝当
天，军区便派人将其遗体送到了张
鲁集安葬。当地人民怀着对马本斋
的崇敬心情，献出十余亩良田，为马
本斋修建了陵园。

马本斋烈士陵园东北方向2公
里处，有个最美石榴籽广场。马本
斋烈士塑像矗立在广场中央，英姿
飒爽、栩栩如生。

“马本斋烈士虽然已经离开我
们 70 多年了，但他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却永远激励着后人。”张鲁回族镇党
委副书记王英飞说。

如今，马本斋烈士陵园已经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教育“打卡
地”以及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
每年都会有大批干部群众前来瞻
仰，接受精神洗礼。

在张鲁，基层党组织的“红色力
量”，活跃在全镇的每一片土地、每
一个领域，“我们将继续充分挖掘马
本斋精神内涵，整合红色资源，传承
红色基因，并将持续紧紧抓好基层
党建这一‘红色引擎’，一步一个脚
印地把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好、落实
好。”王英飞表示。

在马本斋曾经战斗过的这方土
地上，勤劳智慧的小镇居民，踏着英
雄的足迹，凭借勤劳的双手，过上了
幸福富裕的好日子。

一

二

三里
的
鱼
水
情
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