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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联防”：濮阳抗日堡垒第一村
南乐县，在河南省濮阳市的版图上，是一片被鲜血浸染过的红色土地。 早在 1927 年，这里就建立了濮阳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最

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在这里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抗战时期，这里诞生了濮阳第一支抗日武装，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和感人事迹。 南乐县的“武联防”就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抗战堡垒，成为抗战时期平原作战的一大创举。

抗日堡垒“武联防”纪念地位
于濮阳市南乐县千口乡张庄集。

1942 年 7 月，在冀鲁豫军区
首长、 南乐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八
路军南进支队的支持下， 南乐县
的张庄集、李家村、樊村、杜家村、
武家村、 阎村 6 个村组成了一个
武装抗日联防区 （简称 “武联
防”）。在将近 3 年的时间里，联防
区民兵群策群力，修筑寨墙工事，
挖地道、护村沟，站岗放哨，防特
锄奸， 与县大队、 区小队并肩作
战、英勇杀敌，6个村的群众未向敌人纳过一粒
粮、交过一文钱、出过一个夫，在日伪军横行的
南乐大地保留了一块净土。 “武联防”成为南乐
县抗日政府和二区领导机关的常驻地，以及部
队休整和伤病员疗养、 储备物资及召集重
要会议的根据地。

“武联防”旧址已无原貌，只存有 20 米
的旧寨墙。 张庄集建有“武联防”抗日纪念
馆和一座纪念碑亭， 在红色亭子下面立有
两通纪念碑， 一通由南乐籍抗战老干部于
2013 年 11 月捐款兴建，一通为濮阳市人民
政府所立。 碑文赞颂：联防区民兵在敌人众

兵聚集、炮楼林立的环境中，用自己的血肉
之躯筑成了革命的铜墙铁壁，“武联防”是实
践毛泽东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战略思想的

典范，在冀鲁豫边区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
一页。 纪念馆内陈列着反映“武联防”抗日
斗争的图片和当年联防民兵使用的大刀、红
缨枪等实物。

抗日堡垒“武联防”纪念地 2001 年 7 月
被濮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濮阳市文物保护

单位；2016 年 6 月被中共濮阳市委党史研
究室公布为濮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

关增印

走近南乐抗日堡垒“武联防”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冀鲁豫边区抗日
根据地南乐县二区的张庄集、樊村、李家村、武
家村、杜家村、闫村 6 个村庄，组成了一个武装
抗日联防区，简称“武联防”。 “武联防”为何有
着如此大的威力？ 那里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
事？ 一个冬日，笔者与家人驱车 50 余公里，走
进南乐县，走近“武联防”的核心———张庄集，
追寻当年联防区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保家
卫国的历史足迹。

车出濮阳市区， 闹市的喧嚣被甩在了车
后。 数九寒天， 天凝地闭， 苍凉的大地透着
灰沉的厚重， 车窗外的景色也随之变得单调
起来。 倏尔， 路边几棵女贞树闯入笔者的视
线 ， 青枝绿叶 ， 傲雪凌霜 ， 令人肃然起敬 。
这一刻， 冬日所有的苍凉都被眼前这一抹绿
治愈了。

过了清丰县 ， 很快就驶入南乐县地界 。
徒骇河潺潺流过， 激荡出一段荡气回肠、 气
壮山河的历史。 徒骇河的西岸， 坐落着一个
静谧的小村庄， 宁静、 平和， 一切都让人觉
得亲切、 温馨，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张庄集。

进入张庄集， 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画卷之
中 。 街道两旁的墙壁上画满了抗日宣传画 ，
浓浓的革命印记扑面而来， 让人感到空气中
也弥漫着一种浩然正气。

倏然之间，一堵墙壁上“誓死不当亡国奴”
7 个血色大字赫然在目，不禁令人血脉偾张。从
走进张庄集那一刻起，《黄河大合唱》 那深沉、
悲壮、激昂、雄浑的旋律，就久久回荡在笔者的
耳畔，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于是，那段南
乐县军民出生入死、 浴血奋战的光辉战史，以
及抗日洪流中的烽火岁月也随着激昂的旋律

扑面而来。
漫步张庄集，村中的民居错落有致，充满

了古朴典雅的气息。 不觉间，我们来到村中心
十字街，西侧是张庄集小学，教室里不时传来
琅琅读书声。 小学对面是一个文化广场，人们
三三两两地在散步，悠闲地晒太阳。 学校东侧
是张庄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村党支部、
村委会大院。 大院门楼旁 “濮阳市文明村镇”
“濮阳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匾，标志
着这里不同寻常的身份。

参观“武联防”抗日陈列室

进入村委会大门，院子中央一座红色碑亭
映入笔者眼帘。 这是一座象征“武联防”6 个村
庄的 6 面碑亭，亭内立有 2 块石碑，分别是抗
日堡垒“武联防”纪念地、南乐县“武联防”抗日
纪念碑。 碑亭后是一排平房和几间西厢房，是
张庄集村党支部、村委会办公室及“武联防”陈
列室，房檐上“南乐武联防，平原小延安”10 个
红色大字格外醒目， 在冬日的阳光下熠熠生
辉。

张庄集村党支部书记韩东立、村委会主任
李京亮、张庄集小学原校长武留启等人热情地
接待了我们，宾主寒暄一番后，韩东立等人陪
同我们走进“武联防”陈列室。 陈列室里窗明几
净，寂静无声，行走其间，远去的历史在一个个
场景中变得越来越清晰。

“张庄集小不寻常，唤起人民建武装。 斗寇
除奸清匪霸， 拼将热血打豺狼。 黄河怒吼战
旗扬 ， 南乐风雷迓曙光 。 抗日烽烟燃大地 ，
军民组合武联防。” 走进 “武联防” 陈列馆，
笔者首先看到的是原联防队队员邵希达先生

的诗句。 庄严肃穆的陈列室分为 《奋起抗战》
《武装联防 》 《“联 ” 英风采 》 《利在当今 》
等几个展区， 用图片、 实物等形式， 再现了
南乐 “武联防” 军民浴血奋战、 可歌可泣的
辉煌历史， 集中展示了联防区革命先烈抗击
日寇 、 军民团结夺取抗战胜利的光辉事迹 。
伫立在 《“联” 英风采》 展区， 我的耳畔仿佛
响起了冲锋的号角声和战火弥漫中的厮杀声，
联防区军民誓死保卫家园的壮烈画面仿佛在

眼前浮现， 更是令我心潮澎湃。
据韩东立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 在濮阳

市各县区中 ， 南乐县沦陷最早 、 光复最晚 、

遭日寇蹂躏时间最长。 位于南乐、 清丰、 观
城、 朝城 4 县交界处的张庄集、 李家村、 樊
村、 杜家村、 武家村、 阎村等 6 个村庄， 有
500 余户人家近 3000 口人。 这 6 个村呈梅花
状分布 ， 直通濮 （县 ）、 范 （县 ）、 观 （城 ）
地区， 处在冀鲁豫边区中心区边沿， 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 南乐县沦陷后， 共产党在这里
发动群众， 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农救会、

青救会 、 妇救会 、 自卫队 、 儿童团等组织 ，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堡垒“武联防”纪念地，2001 年 7 月被
濮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6 年 6 月被濮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濮
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一件件文物、一幅幅
图片，都在向人们讲述着半个多世纪前令人感
动、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故事。 那面猎猎飘扬

在红土地上的红旗，似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
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

一种抗战新形式应运而生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南侵，采
取“铁壁合围”“纵横梳篦”的清剿战术，进行灭
绝人寰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
政策，到处炮楼林立，铁丝网密布，狼烟四起。

1940 年“五五大扫荡”后，日寇第 4 次占领
南乐县城， 南乐人民遭受了旷古未有的大浩
劫，浓烈的血腥味弥漫在马颊河两岸，黑暗与死亡
笼罩着南乐人民。1942年 4月 3日、5月 30日，日寇
连续两次对南乐、清丰、观城接合部的张庄集一
带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在这一带建炮楼、
修公路、编保甲，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妄
图彻底摧毁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1941 年初，八路军南进支队排长、战斗英
雄韩青珠负伤回老家张庄集养伤。 在一次同日
伪军战斗后，他观察到张庄集等 6 个村庄相距
不远，位于南乐、清丰、观城、朝城 4 县交界处，
距离各县城较远，如果把这几个村子的民兵联
合起来，进可攻、退可守，打起仗来相互支援，
一定能出奇制胜。 于是，他提出了和邻村建立
“武联防”的设想，得到县委、区委及冀鲁豫军
区副司令员杨勇、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的
大力支持。

1942 年 7 月， 张庄集等 6 个村 1000 余名
群众在杜家村举行了联防区联防大队成立大

会，县委、县政府领导到会讲话，县大队、冀鲁
豫军区后勤部、 八路军南进支队和河北民军都派
代表出席大会。 大会选举韩青竹、杜石雨为正、副大
队长，联防大队下辖 6个民兵中队，共有民兵 350余
人。 县政府武装科派王瑞民为联防大队的政治
指导员， 进一步加强了联防大队的领导力量。
“武联防”的成立，为冀鲁豫边区人民抗战创造
了一种新的形式，在它的带动下，其他地方也
相继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武装联防。

“武联防”的建立，得到了各级党政军领导
人的关怀和支持， 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
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先后派出干部到联防区
帮助制订作战方案， 并带来修筑地道的剖面
图； 南进支队司令员赵承金还送来枪支弹药；
县长刘镜西亲自给联防区民兵送来了几门土

炮。 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联防区
的干部和群众， 他们在联防大队的领导下，积
极开展对敌斗争的备战工作。

英勇斗争精神的历史见证

“武联防”成立后，韩青竹动员各村群众修
寨墙、打街垒、筑掩体、挖地道，6 个村共挖地道
20 余条，长约 10 公里，地道的出入口和拐弯处
设有陷阱、翻板、射击孔等。 联防大队还制订了

联防公约，确定了白天、夜晚的旗语、口令和灯
光信号等，一旦发现敌情，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武联防”的建立，犹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胸
膛，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日寇多次对
“武联防”发动偷袭，妄图一举摧毁这个濮、范、
观中心区的桥头堡，“武联防”军民则充分运用
游击战的灵活战术， 一次次打退了敌人的进
攻，使敌人的阴谋始终没能得逞。

日寇在连续遭到沉重打击后， 恼羞成怒，
把联防区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决定用大屠杀
的残忍手段来扑灭联防区的抗日烈火。

1943 年 2 月 28 日夜，日寇从南乐、清丰等
据点调集日伪军 1500 余人，配合 50 余名日寇，
采取分割包围战术，对联防区进行大规模的围
攻。 由于寡不敌众，联防区各村被迫各自为战。
联防队民兵临危不惧，顽强抵抗，与敌人展开
了殊死搏斗。 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进行肉搏
战。 最后在主力部队和县大队的支援下，打退
了敌人的进攻。 这次战斗是“武联防”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共击毙
日伪军 39 人（日军 7 人）。 在此战斗中，18 名武
联防民兵和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联防大队的领导下，张庄集等 6 个村庄
联合起来，誓死保卫家园。 在 3 年时间里，“武
联防”民兵对敌作战大小战斗 60余次。 6个村的
群众没有向敌人纳过一粒粮、没有交过一文钱、没有
出过一个夫，联防区成为抗战期间南乐大地上唯
一一块没有被日伪军占领的净土。

抗战期间，“武联防”是中共南乐县抗日民
主政府和二区领导机关的常驻地，也是冀鲁豫
军区、县大队、南进支队的休整和伤病员疗养、
物资储备、重要会议召集的场所。 冀鲁豫边区
直属机关在这里办公，兵工厂一分厂、被服厂、
建国学院在这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得
志、杨勇、苏振华、宋任穷、曾思玉、赵承金等曾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因此，张庄集又被誉为“平
原小延安”。

“武联防” 是实践毛泽东主席兵民是胜利
之本战略思想的典范，在冀鲁豫边区抗战史上
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联防区所见所闻，令笔者动容，肃然起敬。
“武联防” 的抗战史， 不正是中国人民宁死不
屈、抵御外虏的悲壮缩影吗？

14 年抗战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华民
族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今天，我们追思那段血
与火的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从那段
悲壮的历史中，吸取伟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刻的
智慧，铭记和传承那段中华民族英勇抗争史中
凝聚下来的民族精神。

站在徒骇河桥头回望张庄集，笔者仿佛站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和平
幸福的生活，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我们
即将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我们不
能忘记过去，更不能忘记那段历史。勿忘国耻 ，
吾辈当自强！

“武联防”纪念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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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堡垒———

今天的张庄集街道两旁的墙壁上画满了抗日宣传画。

“武联防”陈列馆里军民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

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派人到联防区，指导各村
开挖地道 20 余条，开展地下抗战。 图为群众在地道里躲避日伪军。

联防队民兵战斗行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