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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伯：

刘少奇亲自
指定的县长

魏文伯（1905-1987），湖北省新洲县人。

魏文伯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

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1926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黄冈县阳逻区委委员兼组织

部长、北平市委秘书长等职。1933 年夏，被

派往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任军事委

员会秘书。西安事变前，任东北军党的工委

宣传委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魏文伯调往河南

商城开展工作。1939 年任中共英山县委书

记，中共英 (山)、岳 (西)、罗 (田)、太 (湖)4 县中

心县委书记，领导开展豫皖边群众抗日斗争。

1940 年 3 月，华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魏文伯遵照

刘少奇的指示，出任县长。他积极开展各项

政权建设工作，经常在群众大会上作抗日动

员报告，宣讲党的抗日主张。抗日民主政府

还将把全县民兵骨干集中起来训练，大大提

高了民兵队伍的战斗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

部队作战。

刘少奇曾说：“打日军要用枪来打！有枪

就得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要

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有了兵，就要

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有了根据

地就要政权建设，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

款、收税。”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是华

中抗日根据地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消除

了一些人对政权是否合法的担心，对其他抗

日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作为刘少奇亲自指定的县长，魏文伯坚

定践行了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同年 4 月，定

（远）凤（阳）滁（县）三县联防办事处成立，魏

文伯任主任；6 月，成立皖东津浦路西联防司

令部，任司令员；8 月，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

会办事处成立，任副主任。1941 年 9 月，魏文

伯被选举为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副主

任、路西参议会参议长。

1942 年 5 月，津浦路西临时参议会第一

届第二次会议在定远永宁集召开，魏文伯作

了《目前形势及今后施政方针的报告》。会议

通过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办法》等 9 项

法令和 17 项决议。这些法令和决议的通过，

团结了各抗日阶层，在组织和动员抗战有生

力量、在保障人民权益和提高人民抗战积极

性等各方面，都有其重要意义。可以说，他为

推动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1944 年夏，他到华中局党校参加整风

学习。学习结束，任皖江行署副主任兼党组

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魏文伯先后任上海市委副

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司法部部长、中顾委委员

等职。1987年因病在上海逝世。

吴人迪 星级记者 俞宝强

今年93岁的抗战老兵韩春山老人，目前独居在阜阳颍上县

红星镇的农村，他曾参加过阜阳保卫战。

韩春山回忆说，1944年5月左右，在阜阳十八里铺桥，日本

人用 4 架飞机轰炸后，又用大炮 10 多门进攻，准备进占阜阳。

“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每个班抽出4人，轻机枪10多挺，重机枪5

挺，我们躲在麦子地里伏击。打死100多名日本兵，剩下的撤退

逃跑了。”

韩春山说，当时，驻防阜阳周围的还有 30 师及骑八师。“我

们叫骑八师马回子，西北来的，会骑马，大多是回民。”

“日本人投降时我们在砀山，后来我又参加了辽沈战役、平

津战役和解放海南岛的战斗。”韩春山说，1952 年，已是排长的

他退伍回家。

抗战老兵韩春山：躲在麦田里伏击，打死百余名日军

今年5月份刚刚过了101岁大寿的抗战老兵姜永春，当兵18年，

打了 16 年仗；转战缅甸、印度、越南和朝鲜 4 个国家，参加过淮海战

役和朝鲜战争。记者走进阜南县鹿城镇民安养老服务中心，找到这

位101岁的抗战老兵——姜永春。忆辉煌往事，老人依然精神抖擞，

声音清晰。

民安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邱云芳说，姜永春老人，是阜南县中

岗镇卢塔村人，去年送到养老中心。老人平时爱和她们聊他过去当

兵的事情。老人每天晚上都要唱一段，别看他101岁了，但记忆力特

别好。

记者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这位抗战老兵，两眼炯炯有神，回忆起当

年远征军到印度、缅甸抗战的往事，老人断断续续叙起自己经历的炮

火纷飞的战争年代。

老人说，他是炮兵，1930 年被国民党政府抓壮丁当兵，不识字。

他依稀记得自己的部队番号是国民党198团3连炮兵连。

老人回忆，他们炮兵距离战场约 100 里左右，属于后方，拉大炮

的有汽车，也有骡子，三头骡子拉一门大炮。他们进入缅甸后，日军

就在路面上挖陷坑，上面盖上青草，日本兵就蹲在坑里，士兵不注意

掉下去就没命了。

“怕死就不要当兵！”姜永春老人回忆，一路上，日军还在路上埋

地雷，他们炮兵连有 15 门大炮要经过一座约两里路长的桥时，其他

士兵都不敢过桥，害怕被地雷炸着，他挺身出来，自告奋勇，第一个冲

过大桥。

“我走过去没有踩到地雷，后面第二门炮是骡子拉的，骡子乱跑

踩到地雷，‘轰隆’一下，连人带骡子都炸死了。”一次，他们部队正在

吃饭，突然日军发射的一个炸弹落在姜永春不远处，“轰隆”一声巨

响，炸弹强大的气流掀起的泥土将他埋住。他使劲扒开泥土，挣扎着

爬出来。

“现在老人身上还有子弹的伤痕。”工作人员掀起姜永春的汗衫

指着肋骨上的伤疤介绍，一次战场上，一颗子弹正打在他的肋骨上，

幸好子弹没有进去。“要是进去了，我就没命了！”姜永春笑着说，他这

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去缅甸 40 万人，回来 20 万人！”说起远征军的事，老人潸然泪

下。1944 年从缅甸回国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老人又参加了

淮海战役，不久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5年3月份，抗美援朝回国后，姜永春复原，当时政府安排他

到北京市一家国有农场工作，离开家乡 18 年的姜永春思乡心切，急

匆匆回到阜南县，从此就落根在家乡。

夜幕降临，养老中心传来姜永春老人苍劲有力的歌声“雄赳赳，

气昂昂，垮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 齐心

团结紧……”

抗战老兵姜永春：说起抗战往事，潸然泪下

随着烟云飘散，已经 70 个春秋过去了。今年 90 岁高龄的黄

井贤老人独居在阜阳市颍泉区的农村老家，现在已经是参加过当

年阜阳抗日保卫战为数不多的一名老兵了。他参与过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解放上海及抗美援朝。

据黄井贤老人介绍，他在家有兄弟3人，排行老大，是1925年

4月8日出生的。当时国统区到处抓壮丁，他与同村的梁正、袁中

云三人商量后就直接报名去了，到阜阳后编入骑二军，然后开始部

队培训走正步、射击、拼刺刀等。

每逢遇到人们他和说起抗战的光景，老人便略显激动。

黄井贤回忆说，那是我当兵第二年的事情了。也就是1944年

5 月份，日本侵略军用飞机、大炮、迫击炮狂轰滥炸，准备进攻阜

阳，他们部队在阜阳东六十铺阻击。“我们的武器有中正式、汉阳

造、套筒子（容易卡壳）等步枪，还有马克辛机枪（带水箱的）。与我

们一起参加战斗的部队还有白马团、黑马团。”

“当时战斗很惨烈，有的战士背起一支骑步枪、扛起一把大刀

冲上战场，很多人杀得满眼血红，也有的战士受伤严重而战死。”

抗战老兵黄井贤：战士扛大刀冲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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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100多名日本兵
听老兵讲述那段难以忘却的阜阳人民抗日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