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临山小

学， 因铁道游击队纪念园所在
地临山而得名， 临山小学副校
长吴怀国介绍，每年清明节，学
校都会组织全校学生去纪念园

瞻仰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重温
入队誓词， 在新一代少年心中
播撒下爱国主义的种子。

洪振海，又名洪衍行，1910
年生，山东滕州人。 自幼随父亲
在枣庄路矿谋生， 因生活所迫
经常与火车打交道， 练就了飞
登火车的本领，人称“飞毛腿”。
抗日战争时期， 洪振海在党的
领导下， 发动枣庄路矿工人组
建了一支活跃在山东鲁南的枣

庄、临城和微山湖一带，威名远
扬的人民抗日武装———鲁南铁

道大队即铁道游击队，他是第一
任大队长。

1938 年 3 月 18 日，枣庄被
日军占领。 洪振海和王志胜、刘
景松一齐奔向峄县人民抗日武

装驻地墓山，正式参加了共产党
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他抗日决心大，作战勇敢，很快
就被提升为班长、排长，成为这
支人民抗日武装的基层骨干。

同年 10月， 受总队长张光
中的派遣，洪振海与王志胜一起
潜回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建
立了枣庄抗日情报站， 担任站
长， 为部队搜集情报。 同年 11
月，按照上级“迅速建立抗日武
装”的指示，他发动路矿工人建
立了一支数十人的秘密抗日武

装———枣庄铁道队。这支精悍的
队伍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烽火

岁月里不断发展壮大， 到 1940
年上半年，枣庄铁道队已发展为
上百人的抗日游击队。后经上级
批准，改名为八路军鲁南铁道大
队，洪振海任大队长，同时上级
派来政委加强领导。

在洪振海等领导下，鲁南铁
道大队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

干线、 枣庄矿区和微山湖区，紧
紧依靠路矿工人和湖区群众的

掩护与帮助，采用灵活机动的战
术，活跃在千里铁道线上，神出
鬼没地打击敌人， 他们扒铁轨、
炸桥梁 ，撞火车 、截物资 ，杀鬼
子、惩汉奸，护群众、保家乡，像
一把锋利的钢刀，插进敌人的动
脉血管和胸膛，打得日伪军晕头
转向，不得安宁。

敌人对他们既恨又怕，曾悬
以重赏捉拿和进行无数次的搜

捕、袭击、“扫荡”，但都遭到了失
败。 鲁南铁道大队越战越勇、越
战越强， 成为一支威名远扬、威
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部队。他们的
英雄事迹多次在抗日根据地的

《大众日报》和《鲁南时报》上刊
登。 著名长篇小说 《铁道游击
队》， 就是以鲁南铁道大队的英
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中的
刘洪大队长，就是以洪振海和他
的继任者刘金山为原型塑造的。

1941 年 12 月的一个风雪
之夜，数百名日伪军对鲁南铁道
大队进行偷袭、“扫荡”， 洪振海
率部与敌人激战， 不幸中弹，壮
烈牺牲。 此时，中共鲁南铁道大
队党支部已通过了洪振海的入

党申请。 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
区政治部追认洪振海为中国共

产党正式党员。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 的铁道游击队纪念园，
每年来此参观接受教育者近

100 万人。 纪念园管理处主任赵
曰标告诉记者，依托铁道游击队
传统红色资源优势，为来自全国
各地的党员、干部、群众等提供
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在该
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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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浙江南
部小城苍南， 每到寒暑假或清明
时节， 一批批中小学生及各界人
士都会来到“铁军将才”朱程烈士
故居，缅怀先烈、重温历史、牢记
使命。

朱程 ，1910 年生 ，1929 年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 6 期 ，1930
年在国民党军德州教导队任见

习教官时， 因参与反对蒋介石
的活动被捕入狱。 1931 年出狱
后，朱程回平阳，受共产党人影
响，接受革命思想。 后在津浦铁
路警察行政督察总署和护路大

队任中队长时， 曾秘密协助浙
南中共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建立

联络点， 筹措枪支弹药。 1934
年，朱程赴日本入东京铁道学院
学习。 1937年 5月，离毕业还有
两个月， 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他毅然回国，到山西国民兵军官
教导团任教官。

全国抗战爆发后， 朱程先
后任河北民军第 10、11 大队大
队长，第 11、4 团团长。 民军成
员不少是来自平津和各地热情

抗战的青年学生和农民。 为把
民军造就为真正的抗日武装 ，
他常对全团干部战士说：“民军
为人民，驱逐日寇出国土，抗日
救亡是民军的宗旨。 谁消极和
反对抗日，就和谁决裂。 ”

在 11 团任团长时，朱程积
极支持中共派出担任该团政治

部主任的闻允志建立秘密党支

部， 该团的政治工作干部多数
是共产党员。因此，11 团名义是
河北民军， 实际上是由我党掌
握的一支抗日武装， 活动于敌
后的林县 、汤阴 、淇县 、安阳一
带，在朱程指挥下，攻打过鹤壁
集、高村桥伪据点，还破坏过敌
人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 对于

敌占区的群众起到了鼓舞作用。
为坚持团结抗战，他与国民

党反共顽固派张荫梧进行坚决

斗争。 1939 年 6 月，朱程率第 4
团脱离河北民军，根据八路军总
部的指示， 建立华北抗日民军，
任司令员。 同年 9 月，朱程加入
中国共产党，后指挥部队取得狮
山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 。 1940
年 2 月，朱程任八路军第 2 纵队
民军 1 旅旅长，随纵队东进冀鲁
豫边区，先后兼任冀鲁豫军区第
1、5 分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
多次反“扫荡”作战，屡屡获胜，
开辟和坚持了以内黄、曹县为中
心的沙区抗日根据地。

1943 年 9 月 28 日，在山东
曹县西南地区王厂反 “扫荡”作
战中，为掩护主力突围，他亲率
百余人顽强抗击敌人，在激战中英
勇牺牲。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在悼念文章中说：“朱程同志牺牲，
我中华民族失一将才，边区部队失
却了一个良好的指挥员，我党损失
了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

坐落于苍南县矾山镇内山

村的朱程故居内， 陈列着与烈
士有关的图片 、遗物 、文献 、书
信 、挽联等 ，其中有朱德 、彭德
怀给朱程将军的亲笔信，有《冀
鲁豫日报》《战友报》 等对朱程
军事指挥才能的报道， 以及烈
士其他遗物。

故居前的朱程广场，矗立着
一座烈士的铜质雕像。旁边的亭
子上，书写着“抛头颅洒热血为
国为民， 展宏图沥肝胆无私无
畏”的对联。故居管理负责人说：
“朱为红色，程为道路，朱程烈士
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就是坚定走
红色道路、为革命事业矢志奋斗
的一生。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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