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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绪宏 李希常

刘海涛，原名刘保仁，1907 年 5 月
出生于东阿县张集村一个农民家庭。
其父在酒坊做工维持全家生计。1927
年，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刘海涛只身
离家去东北谋生，先后做过伐木苦工和
猪鬃生意。他为人仗义疏财，结识了不
少穷苦朋友。一次，他因替贫民打抱不
平而被关进警察所，在狱中受尽酷刑。
后经朋友和同乡凑钱托人保释才得以
出狱。这段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穷人
要想生存、不受欺压，就必须奋起抗
争。于是，他联合二十几个弟兄，手持
木棍、斧头夜袭警察所，打死警察头目，
夺取十几条枪，躲进了深山老林。

刘海涛带领的这支小队伍劫富济
贫，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护。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三省，刘
海涛率部参加了哈东地区孙朝阳领导
的义勇军。1932 年，中共满洲省委常
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加入孙朝阳部，任
参谋长。赵尚志积极开展党的思想政
治工作，号召战士跟党走，团结抗日、拯
救国家。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刘海涛的
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开始在赵尚志的直
接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1933年7月，
赵尚志等人在孙朝阳部秘密建立中共
地下组织，刘海涛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不久，刘海涛随赵尚志脱离孙朝阳部。
同年 10 月，刘海涛参加了赵尚志创建
的珠河反日游击队。这支抗日武装在
哈东地区威名远扬，吸引了大批义勇军
战士和山林队员加入，队伍迅速发展壮
大。

1935 年 1 月 28 日，以东北反日游
击队哈东支队为基础组建的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赵尚志任军
长兼第一师师长，刘海涛任该师第一
团团长。刘海涛作战勇敢，身先士卒，
带领全团指战员粉碎日军的春季“讨
伐”。同年 5 月，赵尚志率刘海涛团及
部分联合军东征牡丹江沿岸，开辟新
区，沿途攻克半截街、新开道等据点，
收缴了老五团、楼山等警察局的武器
装备。日军紧急调集兵力围追堵截。
刘海涛所部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依
靠群众，重创白俄森林警察队，摧毁掠
夺我国森林资源的近腾公司及其森林
铁路车站，并击溃日伪赫团。哈东地
区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对日伪在哈
尔滨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1936 年，
受上级党组织的派遣，刘海涛赴苏联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

1938 年春，刘海涛到延安。同年
11 月初，受中共中央派遣，他随张经
武、黎玉由延安来到山东，顺便回到阔

别 12 年的故乡留宿了一夜，看望了病
危的母亲。到达大峰山区后，刘海涛
等8人被留在泰西地区工作，以加强泰
西地区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领导力
量。同年 11 月，刘海涛出任新组建的
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六支队司令员。
该支队由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与
范筑先部第十支队东进梯队等部队合
编而成，下辖 4 个团，总兵力 4000 余
人。193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指挥除冀
鲁边和鲁西地区之外的山东各抗日武
装，刘海涛所部第六支队改称八路军
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他继续担任司令
员。1939 年 1 月，该支队整编，司令员
改称支队长，刘海涛从 3 月起任支队
长。在刘海涛领导下，第六支队分赴
各地区，配合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
日民主政权，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使
泰西抗战形势发生显著好转。同年 7
月，他任新组建的中共山东第一区（又
称大鲁南区）党委会委员、军事部部长，
同时兼任隶属于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
纵队）的第一军区司令员，领导大鲁南
区的抗日武装打击日伪军。1939年12
月后，在山东纵队第二期整军中，刘海
涛调任第九支队司令员。该支队由纵
队特务团与第一支队第二营合编而成。

1940年9月中旬，为适应抗日战争

形势的变化，山东纵队开展新一轮整军
工作，着力提升部队军事素质。在此次
整编中，原第二、第九支队合编为第二
旅，刘海涛出任副旅长，率部转战于日
照、莒县、赣榆、沂水等地。同年10月，
他担任中共鲁中区委委员、军事部部长。

1941年3月19日，第二旅一部配合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第六团，
在赣榆县东南发起青口战役，6天内歼
灭日伪军 1600 余人，扩大了鲁东南抗
日根据地。同年3月至8月，刘海涛任
鲁中军区第五（鲁东南）军分区司令
员。同年秋，刘海涛被任命为筹建中的
鲁中军区司令员。然而部队尚未完成
组建，就不得不投入反“扫荡”战斗。11
月2日，日伪军5万余人大规模“扫荡”
沂蒙山区，妄图摧毁山东抗日根据地中
心区，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按照
山东军政委员会制定的反“扫荡”方针，
刘海涛率领军区、各军分区和县区武装
在鲁东南根据地的北部坚持斗争，对南
面之敌展开攻势，配合沂蒙山区的反

“扫荡”作战。11月8日，日伪军合围芦
山，刘海涛在反合围战斗中殉难，年仅
34岁。他的爱人、部队卫生员黄凤芝也
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由于刘海涛的牺牲，鲁中军区的正
式组建工作被迫中断，直至1942年8月
才最终完成。

抗日斗士刘海涛

□ 黄 晖

徐宝珊，1908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
博平县徐河口村（今属茌平区）。徐家
是当地乡绅望族，其父继承祖业，勤俭
持家，曾拥有房产 50 余间、耕地近百
亩，并与人合股经营油坊。徐宝珊父母
育有七男一女，徐宝珊最大。在博平城
里读完高级小学后，徐宝珊回乡协助父
亲料理家务。他为人豪爽豁达，乐善好
施，经常接济乡邻，在乡里享有很高威
望。他与黄布云结婚，育有二子二女。

1937年七七事变后，鲁西北地方民
团、土匪武装蜂起。为对付土匪的抢
掠，徐河口及附近 28 个村子的群众自
发组织起来，成立了“联庄会”，担任乡
长的徐宝珊被推选为“联庄会”会长。

不久，中共博平县工作委员会负责
人谢鑫鹤和地下党员陶东岱到徐河口
一带活动，发动群众抗日。他们还一起
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成为
抗日活跃分子。他还专门买来一台电
池收音机，向乡亲们传播抗日消息。在
谢鑫鹤、陶东岱的引导下，徐宝珊提出

“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为抗
日拉武装”的口号，组建了一支二三百
人的抗日武装，后很快扩充至近千人。
这是博平城北一带在共产党影响下的

第一支农民抗日武装。后来，这支队伍
被编为山东省第六区（聊城）专员、保安
司令范筑先所部第三十二支队第二团第
一营，徐宝珊任营长。1938年春，由第
一营党支部书记李健民介绍，徐宝珊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15日聊城
沦陷后，第三十二支队大部溃散，徐宝珊
仍领导第一营坚持斗争。1939年初，博
平县、区两级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起
来，徐宝珊任博平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
府县长，对外称“博东行署主任”。

1939年2月7日，八路军第一二九
师先遣纵队第一营在博平县老官李村扩
编为筑先抗日游击纵队第七团。该团为
纪念殉国的范筑先将军而命名，由徐宝
珊任团长，李健民任政治主任，主要活动
在博平、茌平、高唐、清平一带。第七团
曾配合其他部队，在博平县双营伏击几
百名装备精良的日军，歼灭其一部，缴
获一大批军用品。1939年4月，七团在
茌平以北的盛家楼痛击了“扫荡”的日
军。之后，又在博平西的林桥附近袭击
了国民党顽固派地方武装齐子修部。
经过多次战斗的洗礼和部队政治领导
制度的建立健全，第七团的战斗力大大
增强。

第七团的强大，引起该地区日军、
伪治安军、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不安。国
民党地方当局企图通过威胁利诱徐宝
珊、策划第七团第二营营长周成文叛

乱、停发军饷等手段瓦解第七团，徐宝
珊依靠党组织，团结广大官兵，平息了
叛乱，戳穿了他们的阴谋。

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破坏和粮
食歉收，第七团严重缺粮。为解决部队
给养和军属困难，徐宝珊拿出家中的五
千斤谷物、几千斤大豆、两千多斤棉花，
并变卖部分牲口、土地作军饷。为此，
他几乎与持家的弟弟闹翻。

1939年冬，齐子修勾结驻高唐的日
军闯入徐河口，扬言杀掉徐宝珊全家。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徐家老小安全转
移，气急败坏的敌人放火焚烧了徐家路
北的二十多间房屋。闻讯赶来的徐宝
珊看着烧焦的断梁残檩，对乡亲们说：

“乡亲们不要难过，我早料到会有这一
天的。鬼子汉奸烧了我们的房子，烧不
掉我们抗战的决心。我们坚决抗战到
底，死也不当亡国奴！”1940年春，穷凶
极恶的敌人又烧光了徐家路南的三十
多间房屋，连断壁残垣也统统推倒。无
家可归的徐家人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其中徐宝珊兄弟四人参加了八路军。

1940年6月，筑先纵队第七团被编
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第二
十四团，徐宝珊任团长。整编后，部队
开赴冀南地区。

按照冀南军区部署，1940年8月20
日，徐宝珊率部参加华北八路军发起的
百团大战，承担平汉铁路邢台至沙河段

的破击任务，有力配合了战役全局。在
9月23日至10月上旬的战役第二阶段
中，徐宝珊率第二十四团作为第一破击
队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破击了邯（郸）
大（名）公路的邯（郸）广（平）段。9月25
日，该团在南中堡一带与200余名日伪
军展开激烈战斗。在战役第三阶段，10
月7日，徐宝珊率团投入反“扫荡”作战，
在曲周县大韩固一带痛击200余名日伪
军，并与第二十二团协同作战，将残敌包
围于大连寨，歼灭其大部。因在百团大
战中战功卓著，第二十四团被授予“模范
战斗团”称号。1941年7月，徐宝珊出席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会后进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今
左权县）麻田地区反“扫荡”战斗中英勇
牺牲。徐宝珊五弟徐宝珍、三弟徐宝璧
也先后为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7年春，博平县为徐宝珊举行追
悼会。会上的一副挽联寄托了对徐宝
珊及其弟兄的缅怀之情：“一门三烈士，
兄前赴，弟后继，抗战救国，堪同杨门媲
美；七子尽英豪，屋俱焚，财充饷，毁家
纾难，可与子文齐芳。”

抗日“模范战斗团”团长徐宝珊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聊城英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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