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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因时间的久远而遗忘；暴行，不因
刻意的掩饰而消弭。

80 多年前，侵华日军多次在濮阳所处的冀
鲁豫边区发动残酷大扫荡， 常年在濮阳驻扎盘
踞，制造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血腥惨案，致使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四·一二大扫荡”遗址、濮县惨案纪念地、
血泪井、万人坑……一处处斑驳的纪念遗址，一
排排矗立的烈士墓碑，穿越历史的烟云，讲述和
见证着当年侵略者的暴行， 成为日军侵华的一
件件铁证。

机枪扫射、飞机轰炸、坑井埋人、纵火烧杀、
奸淫妇女、以人作靶、释放毒气、开水浇人、抢财
烧房、强掳劳工……在濮阳，日军穷尽心机无差
别杀戮，丧尽天良制造人间炼狱，其暴行令人发
指、罄竹难书。

为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前不久，记者走
进濮阳及其周边部分陵园、遗址，走访党史方志
工作者，拜访抗战亲历者，揭开那些被岁月尘封
的记忆。

鬼子来了 濮无宁日

谈及濮阳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苦难和牺

牲，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齐向前说：
“濮阳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的发祥地
和中心区，战略地位特殊，交通区位重要，党的
群众基础较好。基于此，日军和伪顽反动势力反
复对濮阳进行灭绝人性的疯狂杀戮， 犯下滔天
罪行。濮阳全域都是革命老区，濮阳人民为抗日
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付出了巨大牺
牲。 ”

早在大革命时期， 濮阳就有了党的活动。
1927 年 4 月， 濮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南乐

佛善村党支部成立；同年 10 月，濮阳第一个中
共县委———中共濮阳县委成立。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至 1935 年，日军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
区。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濮阳地区的党
组织和共产党人在城镇、农村和中小学校广泛
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教育运动，动员群众抗日救
国 ，为全民族抗战播下了革命火种、积蓄了力
量。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声， 标志着中
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平津陷落，侵华日军
沿平汉铁路、 津浦铁路和平大公路向南大举侵
略。 12 月后，侵略者的铁蹄到了濮阳，相继攻破
南乐县 、清丰县 、寿张县 、范县 、濮县 （今濮城
镇）、濮阳县。 濮阳大地全面抗战也由此拉开序
幕。

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奸淫抢掠，制造
了许多惨绝人寰的血腥事件。 《濮阳市抗战损失
调查》收录的历次惨案，《濮阳市志》和各县县志
的大事记收录的日军每次扫荡， 俨然一份日军
暴行清单———

1937 年 12 月 13 日， 日军在南乐城门投放
瓦斯弹，致使百人中毒。

1937 年 12 月 15 日， 日军在清丰城内挨户
搜查，5 名妇女受侮辱后被开肠破肚；北街村 85
名群众被抓，除 1 人逃脱外，其余 84 人被井绳
围捆后再被机枪扫射而死；10 余户的张拐村，
被杀绝 7 户。

1938 年 2 月，日军侵入濮阳县城前，对县城
周围的村庄烧杀抢掠，残杀村民 20 余人。

1938 年 3 月初，日军占领濮县后，残杀当地
百姓近千人。

1938 年 7 月 18 日，日军飞机在南乐县城十
字街附近投弹，当场炸死 49 人、重伤 31 人，轻
伤无数。

…………

“三光”扫荡 沙区遭殃

盛夏七月， 微风掠过内黄县后河镇白条河
社区的 “四·一二” 烈士陵园，“四·一
二” 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之公
墓庄严而肃穆。陵园工作
人员擦拭着墓碑，语
气沉重 ：“每逢清明
节、 七七事变纪
念日 、九一八
事 变 纪

念日，这里都会挤满前来缅怀的人。 ”
实物是历史的最好见证。1941 年 4 月，豫北

大地的沙区正值枣林待绿时节， 却被日军的铁
蹄踏碎安宁。 时任日军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军司
令官冈村宁次， 调集 1.5 万余名日伪军， 在飞
机、坦克、骑兵、炮兵的配合下，对濮阳县西部、
内黄县南部和高陵县沙区， 发动了为期 9 天 9
夜的 “四·一二大扫荡 ”。 这场灭绝人性的 “三
光”行动，将沙区化为人间炼狱。 4 月 14 日下
午， 日军在千口村设立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司令
部后，把抓来的群众枪杀、活埋，妇女被奸后剖
腹，婴儿被活活撕裂。 千口村刘景佩家场院里，
1000 余名群众倒在机枪扫射下；硝河坡旁，数百
人因拒绝脱光衣服遭毒打， 枪杀后又被马蹄践
踏。

内黄县杨固村更是这场灾难的重灾区，留
下了万人坑和血泪井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证。4 月
16 日起，日军在此展开疯狂杀戮。 村东枣林里，
100 余名被迫砍树的村民中， 有 50 余人殒命于
机枪扫射；900 余名周边村民被驱至空旷地带，
300 余人死于枪下。 更残忍的是，日军将群众捆
绑投进六眼水井，压石磙、浇开水、炸井口，其中
一口井内便有 128 人遇害。 村西三里旱沟与村
东水沟，堆满 1200 余具尸体，28 户人家被杀绝。

“建立根据地后，日伪军年年扫荡，但 1941
年这次被杀害的老百姓特别多， 其中杨固村是
大屠杀的中心。 ”“四·一二大扫荡”幸存者胡留
银说，敌人像疯了一样，在村子里见人就杀、见
物就抢，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据统计，“四·一二大扫荡”致使 142 座村庄
的数万余间房屋被烧毁，4000 余名民众惨死，幸
存者在伤痛中流离失所。 日军不仅疯狂劫掠百
姓财物， 更将全沙区 12.8 万余株成材林木砍伐
殆尽。 昔日枣林密布的沃土，在侵略者的肆虐下
满目疮痍，沦为浸透血泪的人间炼狱。

而今，在万人坑和血泪井遗址旁，已建起一
座现代化小学——杨固小学， 万人坑和血泪井
由此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场所。 “孩子们
都知道这段历史。 ”杨固小学校长杨海强坚定
地说。 每到新生入学季，校内的万人坑遗址和
血泪井纪念碑前总会响起肃穆的讲解声。 学
生们整齐列队， 抚摸着刻满岁月伤痕的碑文，
聆听老师讲述“四·一二大扫荡”中同胞们被屠
戮的惨痛过往。 高年级学生甚至可以一一列出
日军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 胡九妮一家拼死护
母，妻子用胸膛挡枪，两岁孩子被残忍撕裂；米
秋景的奶奶被刺刀扎死， 怀中婴儿被扔进开水
里活活烫死……这些真实发生的人间惨剧，让
孩子们明白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不只是振聋
发聩的誓言，更是守护和平、告慰英灵的时代使
命。

濮县惨案 罪恶至极

时间回到 1938 年。 同样是在濮阳这片土地
上，另一桩惨案———濮县惨案发生了。

3 月初 ， 濮县城东突然响起刺耳的炮鸣 。
数百发炮弹如雨点般砸向县城 ， 魁星楼等标
志性建筑被炸得千疮百孔 ，砖石瓦砾伴随浓烟
迸溅……在日军的炮火下，濮县沦陷。

那年的 3 月 26 日，8 岁的叶记松和弟弟依
偎在母亲身边，听长辈讲述过往趣事。 突然，刺
耳的枪炮声与凄厉的哀嚎声撕破了这份安宁。
叶记松的父母本能地拉起兄弟俩， 朝着北关西
北方向狂奔。 “我们让爷爷跟着一起跑，但他说
什么都不愿意，认为自己年纪大了，日本人不会

把他怎么样，非要留
在家中。 ”

叶 记 松 说

啥都没想到，就
在那一日，日军
制造了骇人听

闻的濮县惨案 ，造
成千余名濮县群

众遇害 ，其中就包
括叶记松的爷爷 。
“日军盘踞在县城的
那段日子 ， 烧杀奸

掠， 无恶不作， 见人就
杀，无论男女老幼。 ”回

忆起那段惨痛的经历，叶记
松数度哽咽。

尽管百姓四处奔逃，却
难逃日军的魔爪。日军从街
道、庙堂里，把没有跑出城
的居民用铁丝捆绑，驱赶至
北关王家的院子里。王广禄

家以卖柴为生，院子里堆满劈柴和旧梁檩，院东
边有一个大坑，日军用枪逼着百姓躺在坑里，然
后放上木柴、梁檩、柴草，浇上汽油，放火焚烧。
听到百姓的惨叫声，日军又把东墙推倒，将百姓
压在坑中离去。 事后，躲过暴行的群众在清点尸
体时发现，多数尸体已骨肉分离，难以辨认，70
名群众在这个院落中遇害。

“王广禄是我三叔， 已经过世好多年了，以
前听他说过日本人在这儿杀老百姓的事情。 ”在
王广禄侄媳的引领下，记者踏入那座曾将 70 名
濮县群众活活烧死的院落。 昔日的“刑场”早已
改变了模样， 可当地百姓从未忘却这段血泪记
忆。 在濮城中心小学院内，濮县惨案纪念碑巍然
矗立，“勿忘国耻” 四个大字镌刻着历史的伤痛
与警示， 时刻警醒后人铭记这段不应被遗忘的
悲惨过往。

躲进北街、 东街教堂寻求庇护的百姓同样
未能幸免于难。 杀人不眨眼的日军将他们驱赶
出教堂， 与另一部分群众一同关进濮县东关张
华斋家，捆绑并强迫他们躺在地上，压上门板、
木材，浇上汽油，一把火烧死 97 人。 事后，群众
含着眼泪寻找亲人尸体，然而尸体血肉模糊，许
多母亲紧紧抱着烧焦的婴儿，根本无法辨认。 而
被押往北街黄家院的群众，遭遇同样悲惨：有的
被枪打死，有的被刀砍死，还有 11 名群众被捆
着手脚溺死在猪圈。

像沙区“四·一二”惨案、濮县惨案之类的惨
案，日本在濮阳还制造了很多。 清丰惨案、陈寨
惨案、范县“九·二七”惨案等，无一不是侵华日
军滔天罪行的见证。 《濮阳抗日战争史》一书描
述：“诸如此类的大小惨案中，日军把开膛剖腹、
割耳挖眼、沸水煮人、奸淫妇女、火烧群众、投放
瓦斯弹、开颅挖脑浆、杀婴儿玩乐、抢抓苦力壮
丁等惨无人道、 违背伦理、 前所未见未闻的行
为， 都用在了无辜的百姓身上。 凡日军所到之
处，留下的总是尸体横陈、残垣断壁、满目疮痍，
比秋风扫落叶还要无情。 因为秋风过后还留下
枝干， 而日军过后留下的却是毁灭和永远无法
弥补的创伤。 ”

收藏报刊 再添铁证

侵华日军在濮阳的暴行， 不仅出现在濮阳
的众多史书记载中， 即便是在日本的文化资料
和报刊上，也有记载。

张国旗，濮阳县胡状镇黄村人，在北京潘家
园做旧书交易生意。 做生意过程中，他留心对一
些珍贵书籍进行收藏， 其中包括大量关于日军
侵华的报纸、杂志等。 这些藏品，与濮阳有关的
有 20 余份，有的是中国出版的报纸、杂志，有的
是日本出版的报纸、杂志，还有日本军方的信件
等。 张国旗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封信，内容
是一名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官兵回国后写给上

司的个人参战汇报。 汇报分为目录和正文，目录
第十一条写有“濮阳城附近战斗”字样，正文则
对濮阳城战斗进行了详细描述。 还有一张出版
于昭和十三年《支那事件画报》。 报纸中有三张
照片为日军侵占濮阳的画面， 其中两张为日军
开进濮阳县城， 一张为日本军人在县城文峰塔
上举着武器疯狂叫嚣。

“事实胜于雄辩。 日本人自己出版的这些报
刊、挂历、文件、信函，再次证明，日本侵华罪行
不容置疑！ ”张国旗说。

惨无人道的侵略暴行，给濮阳地区人口、经
济等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据《濮阳抗日战争史》
记载， 濮阳市在抗战期间的人口伤亡总数高达
93584 人，财产损失为 3.11 亿元法币。 这冰冷的
数字背后，是数万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而因战火
被迫背井离乡的难民更是不计其数， 他们扶老
携幼， 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荒野中流浪， 饥寒交
迫，许多人最终倒在逃亡的路上。

然而，深重的苦难并未压垮濮阳人民。 面对
日军暴行，荣湾、温庄、魏庄、马呼四庄民众成立
了大刀会，相互支援，共同抗敌；妇女们日夜赶
制军鞋、军装支援前线；孩童们组建儿童团，站
岗放哨，传递情报。 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
外侮的钢铁长城， 以各种方式与侵略者展开殊
死搏斗。

八十载光阴流转， 那段浸透血泪的历史早
已化作民族记忆深处的烙印。 如今，内黄县“四·
一二”烈士陵园的松柏常青挺立，杨固小学的课
堂里的历史讲述从未间断， 濮县惨案纪念碑上
“勿忘国耻”的刻字依然醒目。 这些凝固伤痛的
坐标，不仅是对往昔苦难的铭记，更是对和平的
永恒守望。 它们时刻警醒着后人： 唯有铭记历
史、以史为鉴，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守护
来之不易的和平，让悲剧永不重演。 輥輳訛

清丰惨案

1937 年 12 月 14 日， 日军第十四师
团一个支队 1000 余人，在支队长馆余聪
的带领下， 从大名县气势汹汹地向清丰
扑来。 日军攻占清丰县城后，见人就捕，
捕住就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在侵占
清丰的 2 天时间内， 屠杀百姓 1069 人，
杀绝 30 余户，奸淫妇女 150 人，烧毁民
房 2000 余间， 掠夺贵重财物不计其数，
整个清丰县城面目全非。

濮阳县陈寨惨案

1938 年 3 月 6 日 ，600 余名日军杀
气腾腾，将陈寨（今属濮阳县习城乡）团
团围住。 驻守陈寨的二十九路军一部顽
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被迫南
撤。 日军夜晚进入陈寨后，如凶恶的豺狼
见人就杀，继之奸淫妇女。 次日又放一把
大火，很多人被活活烧死。 这次暴行中，
42 人被杀害 ，45 人受伤 ，5 户人家被杀
绝，200 余间房屋被烧毁。

南乐县东节村惨案

1942 年七八月间， 侵华日军在南乐
县东节村（今属山东莘县张寨镇）制造了
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大惨案。 在 1 个月
内， 日军集体屠杀 70余人， 其中活埋 57
人、枪杀 20余人，分别埋在 5个坑内。 事后
多年，埋人处仍不时有白骨出现。

“九·二七”惨案
1942 年 9 月 27 日，日军纠集石田支

队、 大熊支队和范县周边县伪军共 1 万
余人，在坦克、汽车和飞机配合下，分兵 8
路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的濮范观

抗日中心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据不
完全统计，1200 余人被残杀，300 余名妇
女被奸污，其中五分之四被轮奸致死，被
拉到济南的男子近千人。 合围圈内的房
屋几乎被烧光，粮食家禽被劫一空。

（本报记者袁冰洁，市委党史方志室
李欢、刘佳惠根据《濮阳市抗战损失调查》、
《濮阳抗日战争史》和部分县志整理）

日军侵华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极具破

坏性、极为黑暗的悲惨一页，也是濮阳人
民灾难深重、不堪回首的至暗时刻。 一桩
桩惨案，一卷卷史料，控诉着日本侵略者
犯下的滔天罪行；一处处遗址，一座座陵
园，见证着濮阳人民所经历的苦难。

日本侵华战争，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
无穷无尽的灾难和永远难以磨灭的伤

痛。 它不仅是彻彻底底的侵略行径，其反
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特性，使之
比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更加邪恶、 更显丑
陋，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但时至今日， 日本国内依然有极右
翼势力， 不愿反思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
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伤害， 却想方设
法极力美化战争、否认侵略 、躲避罪责 ，
公然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

果。如果这些右翼势力分子到遍布濮阳
及周边地区的抗战遗址看看， 翻翻各地
的抗战历史图书， 听听发生在濮阳及周
边地区的那一个个惨无人道的故事，面
对那一笔笔血债， 不知他们还有何话可
说？

更让人气愤的是， 近年来国内也有

极个别人， 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日军
侵华罪行开脱。 昧着良心胡说“慰安妇都
是出于自愿”，睁着眼睛瞎说“日军比纳
粹行为文明”。 不知道他们在日本侵略者
各种灭绝人性的禽兽行为面前， 有何颜
面面对无辜死去的同胞？

日军侵华， 铁证如山。 历史不容否
认，正义不可亵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
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历
史无法篡改， 也不容改变。 犯下罪行的
人，将永远背负骂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 而今天还在美化侵略、否认罪行的
人，等于重复犯罪、助纣为虐，必将为稍
有历史常识的人所鄙视、 被所有热爱和
平的人所唾弃。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牢记历史、以史
为鉴，才是珍视和平、才能拥有未来。 站
在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历史节点，回
望濮阳历史上的斑斑血泪， 我们更清楚
地认识到：历史不是尘封的档案，而是前
行的力量。 唯有铭记真实的历史，才能守
护永恒的和平；唯有直面黑暗的过去，才
能走向光明的未来。 輥輳訛

———侵华日军在濮阳及周边地区暴行警示录

本报记者 白国华 袁冰洁 樊欣欣 通讯员 周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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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历史不能遗忘不容否定
袁冰洁

链接

侵华日军在濮阳制造的部分惨案

罪行罄竹难书 惨案令人发指

“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之公墓。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内黄县后河镇杨固村的万人坑和血泪井是日军侵华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声 明

河南中原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410900752268376F）
经股东决定拟向濮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方

式如下：
申报地址： 河南省

濮阳市华龙区大庆路和

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

联系人：马银娟
联 系 电 话 ：

0393-8806158
债权人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 视为自动放弃
债权， 请各债权人见报
后及时申报，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

2025 年 7 月 4 日

▲ 编 号 为

J411987679�，姓名为 甘
若冰 ，出生日期为 2010
年 2 月 6 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不慎丢失， 声明作
废。

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各相关方： 为了河
南林桑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正常运营， 完成资质
变更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变更，拓展业务领域，现
发布拟对外采购劳务派

遣服务的公告。
1.意向需求：会计 1

人 （至少有初级会计证
且工作经验满五年）、二
级建造师（房建）1 人、二
级建造师（市政）3 个、高
级工程师 1 个、 中级职
称 4 个 、 技术工人 30
个、安全 A 证 1 个、安全
C 证 5 个、特种工 5 个。

2.资质要求：需具备
《劳 务 派 遣 经 营 许 可
证 》、《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证 》、 相关业绩证明
等。 经营状况： 以往合
作项目履约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 公司成立以
来财务数据真实可靠 ，
无债务、劳务、财务等任
何纠纷。

如参与报名 2 家以
上单位， 经过综合评比
确定意向合作方， 报名
少于两家时， 直接对报
名单位进行资质审查 ，
审查通过确定意向合作

方，签订合作协议。
3.服务期限：除会计

外， 其余人员为自劳务
派遣合同签订后至资质

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全部

变更完成。 会计人员的
薪资以及服务期限由双

方协商确定。
4. 报名时间 ：2025

年 7 月 7 日 8:00 至
2025 年 7 月 9 日 18:00

5. 联系方式： 联系
人 ：郭立志 ；联系电话 ：
19639398618； 联 系 地

址：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
县建设路。

河南林桑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2025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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