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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四村民为保护同胞勇斗日本侵略者，如今英雄事迹在当地代代相传

柳林乡马庄村的一段抗日历史

本报记者周亚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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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七七事变”

77

周年纪念日，各地纷纷举行大
型活动，弘扬抗日的民族精神，提醒民众记住这段悲惨的历
史，发愤图强，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作为普通民众，更应该铭
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不忘历史，警示后人国家富强才
能人民幸福。近日，记者随同河区柳林乡马庄村原村支部
书记熊永忠，采访该村

85

岁的村民熊永炎，揭开一段民间
抗日的英勇事迹。

75

年前，即
1939

年的冬天，被日本侵略
者占领的柳林乡马庄村由于靠近火车站， 经常遭受日军的
扫荡， 一名险遭日本侵略者侵犯的妇女被村里的

4

个勇敢
的年轻人救起。 此后马庄村的村民口口相传这

4

名年轻人
勇斗日本军官的事迹，被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提起。如今勇斗
日本军官的

4

个村民早已逝去， 而亲历这个事件的村民也
在渐渐变老离去，为了铭记这段历史，记者采访了熊永炎老
人，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85

岁的熊永炎向熊永忠讲抗日历史。 本报记者周亚涛摄

75

年前，四村民勇斗日本侵略者
只要提起甘其民、李进武、王兆

云、 徐中树
4

名年轻人勇斗日本军
官的事迹， 马庄村上至

80

多岁的老
人，下到十几岁的孩子，都能讲上一
段。熟知这段历史的

85

岁村民熊永
炎告诉记者， 那是

1939

年的冬季，

当时的信阳早已被日本人占领， 在市
区向南

20

公里远， 是当年一个比较大
的农村集镇———柳林老街。 在老街不
远处有一个村落叫贺家店，这里
驻扎着日本兵的一个中队。 贺家
店西有一条冲，叫苏家冲（现在称马
庄村）。 走进苏家冲约一里地，有一个

小土弯叫董家土弯，这里住着两户人家。佃
农许宝山刚过门不久的媳妇王氏这天
一个人在家收拾碗筷， 忽然听到后
山上有人喊： “日本人来了， 快跑
哇！ ” 王氏吃了一惊，来不及多想，

夺门而出，顺着门前的小河沟，往苏
家冲方向一阵猛跑。 跑了一会儿，

王氏回头望望，吓得魂飞魄散。 原
来一个日本军人正在身后几十米远
的地方朝着自己追来， 边追边挥舞
着长刀。

王氏使尽全身力气，拼命跑到了一
个生产烧纸的作坊， 当地人称作纸棚。

纸棚有两层院落： 前面
3

间草房是作
坊，后面

3

间草房住人。 前面
3

间作坊
的正中间后墙开了个门，人可以从作坊
到后边房屋去。 王氏跑到纸棚门前，再
也跑不动了， 就一头扎进屋里， 穿过
前面的草房，直奔后面的屋子。前面
草房里有

4

个男人， 正围着一堆火
聊天。突然看到王氏闯进来，慌慌张
张直奔后院而去。 后面紧跟着的日
本军人也闯了进来， 日本人用眼斜视
了一下

4

人，就径直奔后院而去。 这
4

人也看清楚了日本人： 挎着东洋刀，没
带枪，一看便知是个日本军官。 随后

4

人同时起身，一起进入后面的院子。 此
时日本军官正准备撬门入屋，

4

人中的
甘其民个子最高，膀大腰圆，他从后边
拦腰抱住了日本军官。另外两个人一人
一边，用手死死地抓住日本人的一只手
臂。 日本军官被

3

人牢牢抱住，动弹不
得，另一个村民王兆云操起锄头把日本
军官打倒了。

打死日本军官后
4

人联合其他村
民，将尸体抬到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埋
掉。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足有一尺
多厚，所有的痕迹都被白雪覆盖，好像
什么事都没发生。

铭记历史英雄事迹代代相传
“抗战胜利后，甘其民、李进武、王

兆云、徐中树
4

名勇斗日本军官的事迹
在村里传扬开来。”熊永炎说。熊永炎告
诉记者，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村里的
长辈和父母亲常常讲起这

4

个人的英
勇事迹，马庄村的

300

多名村民每每讲
起这段往事， 言语中都充满了骄傲，对
4

人的义举充满了崇敬之情。 “我常常

向孩子们讲起那段往事，但他们没有经
历过那个年代，只是当作故事听，体会
不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但我也希望他
们能铭记历史，铭记英雄的事迹。”熊永
炎说。

出生于
1950

年的柳林乡马庄村原
村支部书记熊永忠告诉记者， 十几岁
时，父母亲经常向他讲起

4

人勇斗日本

军官的事迹，村里的上辈人也常常聚在
一起讲起这段往事，他当时只觉得是个
故事。 成年后，熊永忠的母亲告诉他，

当年她差一点被日本侵略者抓走，

他的三爹被日本侵略者杀害， 熊永
忠渐渐觉得这不单单是个故事，故
事的背后是当地村民乃至整个民族
被欺凌残害的耻辱历史， 他应该将这

段历史告诉更多的人。 “现在日本人仍
然不肯就侵略事实认罪道歉，还一再美
化侵略罪行。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
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无法磨灭的，作
为后人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 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让更多的后人了解这段
历史， 也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以史为鉴，

更加珍惜和平。 ”熊永忠说。

当地村民临危不惧严守秘密
“知道这件事情的村民虽然遭

受严刑拷打， 但是没有人泄露秘
密。 ”熊永炎说。 第二天上午日本侵
略者以十余人为一组， 分成多个小
组同时进行搜索， 将搜索范围锁定
在苏家冲、 柳林老街方园几公里之
内，但是日本侵略者折腾了一天，毫
无结果。第三天，凶残的日本侵略者

把范围内所有的新坟全部挖开，勘
验尸体，所有蓄水的池塘，全部被挖
开，放干水后，要确认有无尸体。为了防
止日本侵略者找到尸体，甘其民

4

个
人又联合村民将日本人的尸体焚烧
了。

日本侵略者挖坟、 挖塘折腾了
几天，仍无结果，就大肆抓捕了几十

个村民，用皮鞭抽，用刺刀扎，用烧
红的铁块烙，逼他们供出失踪的日本
人的下落。 在被抓的人中，刚好就有直
接参与此事件的甘其民，还有一位知
情者是甘其民的堂兄弟甘其堂，甘其
民的堂兄弟虽然受尽刑罚，坚口咬定不
知情。 被抓的几十人中，有一个小名
叫邓麻子的熬不过酷刑， 谎说日本

军官是在罗氏冲邓家土弯被害， 日本
侵略者要他指认现场和尸首所在
地，邓麻子交代不出。恼羞成怒的日本
侵略者放火烧了邓家土弯， 把邓麻子活
埋于柳林街后河滩之中。 这样连续
折腾了半个多月，杀了多人，打残多
人，日本兵用尽各种手段，始终没有
发现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