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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明：长眠苏北的商城英烈
在革命战争年代，商城县曾

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和革命烈士。 我到商城县
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撰
《商城县军事志》。 在入志的军事
人物中， 童世明的职务并不高，
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源
于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战斗在我

的家乡江苏盐城一带，并牺牲在
那里。

转业回到家乡后，我曾搜集
了数 10 种盐城革命史料书籍 ，
浏览中时时见到童世明烈士的

英名和事迹。 其中，一些新四军
老战士的回忆资料更为详尽而

珍贵， 我于是萌生一个想法，利
用业余时间将童世明烈士的事

迹整理成文，奉献给烈士的故乡
和父老乡亲。

童世明 （1912.12-1943.3），
商城县人 。 1929 年参加革命 ，
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以后，他
历任通讯员、班长、排长、连指导
员、营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山西陵
邱等战斗 ，先后 4 次负伤 ，为党
为革命立下了许多战功。

1940 年 5 月，八路军六八七
团（1941 年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八
旅二十二团）随黄克诚从太行山
南下，支援新四军，一路边行军、
边打仗， 冲过敌伪层层封锁线，
部队很疲劳 ， 有不少同志生了
病。 当时身为副团长的童世明行
走在战士行列里，十分关心体弱
有病的同志，在他的带动和影响
下，部队上下亲密无间。

1941 年，童世明奉命率部驻
扎在阜宁与涟水之间的废黄河

一带。 一次得到情报，国民党徐
继泰的八旅要穿过我军防线去

滨海投敌，童世明指挥部队预先
埋伏在要道边， 待徐部过来时，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一阵猛冲
猛杀 ，当场毙敌 200 余人 ，俘虏
400 余人， 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
弹药。 这一仗不仅打乱了顽军的
投敌部署，还大伤了徐继泰部的
元气。

1941 年 9 月，我军发起了涟
水郑潭口战斗，这是一次较大的
攻坚战。 当时，郑潭口驻有敌伪
军 800 余人， 筑有坚固的工事，
这个据点扼守交通要道，是楔入
我根据地的一根“钉子”，对我威
胁极大。 拔掉这根“钉子”，对于
苏北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进一
步壮大抗战力量有着重要意义。
在三师参谋长彭雄指挥下，由二
十二团担任主攻，童世明和团长

张天云一起亲临前线指挥，经过
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攻克郑潭口，
全歼守敌，活捉了死心塌地为侵
华日军卖命的汉奸王世珍。 这次
战斗，大大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
的士气。 从此，二十二团被誉为
“钢铁大军”。

1943 年春，日本侵略军对盐
阜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 3 月
16 日，我新四军三师集结主力开
始反击。 我二十二团与大程集出
扰之敌步骑炮队（自命为“清剿”
大队 ）300 余人交战于涟东县黄
营，战斗 10 小时，毙敌近百人，追
敌 10 余里，这是敌人“大扫荡”以
来遭受的一次大惨败 。 3 月 18
日，敌人从百禄沟、佃湖等地纠集
600 余人，携带新式武器，沿着废
黄河堤寻找我军作战，以图报复。
19 日于阜宁单家港与我二十二
团再次交火，我军在副团长童世
明的指挥下， 连续击退日伪军 3
次进攻， 击毙击伤侵华日军 260
余名、伪军 80 余名。 下午 4 时左
右，涟东之薛集、佃湖等地日军数
路增援，我前沿阵地的敌人越来
越多，战斗愈打愈激烈。 在敌众
我寡的劣势下，鉴于我军已达到
大量杀伤敌人之目的，为避免与
敌拼消耗，童世明及时果断地命
令二营营长带部队立即撤出战

斗，向范家荡方向转移。为了指挥
部队安全撤退，他亲临距敌很近
的前沿阵地，下令撤退时，不幸被
敌弹击中头部。 他咬紧牙关，一
句话没说，便合上了眼睛。 两个
警卫员立即为他包扎，并把他背
到范家荡，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
效，壮烈牺牲。

单家港战斗后，阜宁县政府
为纪念、表彰童世明等为国捐躯
的 23 名革命烈士的功绩，集资于
单家港高庄村建立了烈士公墓和

纪念碑 ,碑上刻着 “野蔓荒烟埋
烈骨，斜阳芳草吊英魂”的挽联。
1943 年 6 月 1 日 ， 阜宁县政府
于烈士公墓隆重举行公祭大会，
悼念童世明等烈士。 黄克诚师长
亲题挽联：“单港永留名，典籍留
芳 ，抚墓碑追怀故旧 ；黄河长饮
恨，烽烟尚炽，闻鼙鼓痛失忠良。”
张爱萍副师长参加了公祭大会，
他号召抗日军民继承先烈遗志，
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再次进攻。
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改单家港为

“世明港 ”，改单港小学为 “世明
小学”， 以示对童世明烈士的永
久纪念。 同年，世明学校师生集
体创作了一个歌舞剧在当地群众

中演唱，其词道：“副团长童世明，
为国而牺牲，血战单家港，南征北
战为人民”。

童世明烈士永垂不朽！

唐泉春

山歌飘荡九龙岭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
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
怕滩险弯又多 ......”这山歌
由壮乡传遍大江南北 ，传
承一代又一代。

然而， 一方水土养育
一方人， 各地有各地的民
风，也就有了各地的山歌。
在豫南光山县有个叫九龙

岭的地方，也是光山、新县
共享的山， 位于光山县晏
河乡帅洼村。 岭由九座山
峰组成，绵延九公里，酷似
一条舞动的龙， 故曰九龙
岭。 世代生活在九龙岭下
的帅洼人在日积月累中也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山歌之

风。 可谓集光山、新县山歌
之大成。

在那个大集体的年

代，没有时髦的娱乐方式，
生活单调而乏味。 人们只
能在传统的耕作中天复一

天、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每当两个相邻的劳动

场面相遇时， 总会以山歌
的方式问好或调侃， 活跃
气氛。 如： 我说兄弟你可
好？ 代问叔婶把心表，祝愿

贵府都安康， 闲来我家喝
老烧。

为表达感激之情 ，对
方会立马回敬： 感谢兄弟
的盛情，远亲不如我近邻，
一定带话给二老， 莫嫌寒
酸随时迎。

朴实的语言却表达了

真实的情感。 有时为了刺
激， 不免添加些 “荤味”。
如：对面美人你听着，帅哥
家室无着落， 若是愿意成
双配，保你从此不奔波。

而对面的女人知道是

在挑逗自己，也不含糊，开
嗓就回唱道： 看来汉子受
饥渴，奴家我已有公婆，瞪
大眼睛这边看， 娃儿给你
叫哥哥。

歌 声 在 山 谷 回 荡 ，
“哈、哈、哈……”笑声震山
坡。 有时一对就是半晌，不
知不觉中就到了收工时间。

当同一生产队的人长

时间在一起劳动 ，笑话讲
得山穷水尽 ，唱了无数遍
的小调也腻烦了 ， 于是 ，
就会变变方法换换口味 。
而劳动时为了男女各自的

方便，总会自动分开，保持
一定的距离， 这就很容易

在无聊时形成男女对歌的

场面。
有时候两县相邻的村

民劳作相遇， 也会以山歌
嘘寒问暖。 比如：新县乡亲
真勤劳，五谷杂粮长势好，
烈日当空莫蛮干， 放下农
活歇歇脚。

又如： 多谢光山近邻
夸，你的庄稼也不差，等到
粮食堆满仓， 一定做客到
你家。

虽然一岭分两县 ，一
开歌喉， 山歌可不管什么
界限， 悠扬地飘荡在崇山
峻岭间， 充分体现田地有
界情无界的友谊。

九龙岭的山歌尽管说

不上高雅， 甚至有些语句
不通， 但都是随情随景即
兴而作，开口就是歌，不为
别的，为的就是个乐。

如今， 随着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落实， 众人
劳作已被个体单干所代

替， 对山歌也随之成为历
史。 但愿帅洼山歌能在口
口相传中世代传承， 让它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

部分，源远流长，在九龙岭
飘荡千年万年。

陈茂声

信阳名人

信阳风情

（（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