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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市中华武校校长李明治

奥运冠军李越宏当选“中国好人”

□记者 于晓波 李伟 报道
本报讯 6月24日下午，2025年首次“中国好

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在河南省安阳市举办。莱州市中华武校
校长李明治、巴黎奥运会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冠军李
越宏荣登“敬业奉献”榜单，山东本次有6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单，山东体育系统占2席。

WDSF亚洲青年霹雳舞锦标赛

我省选手郭朴夺金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6月29日，2025年WDSF亚洲青年霹雳

舞锦标赛和INS新乐园2025年WDSF亚洲霹雳舞锦
标赛在上海收官，我省郭朴在决赛中分别战胜日
本选手，获得亚洲青年霹雳舞锦标赛、亚洲霹雳
舞锦标赛金牌。

全国柔道积分赛(天津站)

山东队获5金2银1铜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6月29日，2025年全国柔道积分赛(天

津站)在天津工业大学体育馆收官。山东队共获5金
2银1铜。其中，王由良获得男子-73公斤级金牌，
宋佳泽获-90公斤级金牌，袁绍童获+100公斤级金
牌，王楠获女子-57公斤级金牌，孙晓倩获-70公斤
级金牌。王许静获女子-57公斤级银牌，李骏获女
子-63公斤级银牌，岳康宁获女子-70公斤级铜牌。

全国铁人三项锦标赛

山东队夺2金1银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6月29日，2025年徐州全国铁人三项

锦标赛暨青少年锦标赛在徐州收官，张玺瑞获得
男子优秀组金牌，杨一凡获得女子优秀组银牌，
山东队获得混合接力赛金牌。

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

山东队获1金2铜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6月27日，2025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

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第三届亚洲青
年运动会选拔赛(鄂尔多斯)收官，我省选手苗成硕
获得男子个人赛（精英组）金牌，宿寒雨获得女
子个人赛（精英组）铜牌，苗成硕获得男子个人
计时赛（精英组）铜牌。

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锦标赛

我省选手获1金1银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5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

锦标赛暨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海岸赛艇沙滩项目
资格赛，山东高洪泽获得女子单人双桨第一名、
张玉婷获得女子单人双桨第二名。

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项目锦标赛

山东队获男女团体银牌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2025年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项

目锦标赛中，山东队获得男子团体、女子团体银
牌，混合团体铜牌。

全国现代五项锦标赛

我省选手刘易卓获铜牌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5年全国现代五项锦标赛在

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落幕，我省选手刘易卓
获得女子个人赛铜牌。

体彩“德美山东”

文化作品大赛评选揭晓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赵智 孙秀红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本报联合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大众网、齐鲁晚报、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
节目中心、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办，山东画报社
承办的中国体育彩票“德美山东”文化作品大赛
评选揭晓。大赛共征集摄影作品13174幅、文学作
品2214篇。大赛截稿后，由主办单位和有关专家组
成的评委会，本着思想性、艺术性、主题表达、
艺术表现并重的原则，对所有有效参赛作品进行
评选。最终，评定了所有奖项。

“嗨Fun世俱杯”体彩之夜

在潍坊惊艳绽放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赵智 刘征子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潍坊体彩在人民广场凤溪地

万物集夜市打造的“乐透足球夜 嗨Fun世俱杯”
品牌落地活动圆满落幕。这场为期5天的夏日狂
欢，以足球激情为纽带，以体彩公益为内核，为
潍坊市民带来了一场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和视听
盛宴。

  “扒飞车、搞机枪、撞火车、炸桥
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
飞胆丧……”
  铁道游击队是活跃在枣庄一带铁路
线上的抗日武装力量，极富传奇色彩，
被誉为“坚持在敌占区工作的武工队、
游击队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1939 年诞生于沂蒙革命根据地的
《大众日报》，将“动员人民起来抗
战，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作为
自己的使命，是铁道游击队事迹的记录
者、传播者。
  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
分。循着故纸的线索，踏上曾经被铁道
英雄足迹所浸润的地方，震撼油然而
生。每一寸土地、每一根铁轨，都书写
着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时光推移，这
支队伍的传奇还在不断被发现。

初见·临城站

【本报特讯】五月十八日夜十一时，
我神勇铁道队津浦路队，由队长
××率领工作队员数名，武装队员数
十名，在临城站北（五九四公里处）
拆毁路轨十二节，（未下炸药）当夜
二时许有敌之北上军用车一列，（机
车为一五二〇号，军用煤车十三节，
给养车一节）行抵该处，全车脱轨，
倾覆道旁。该队长见状，当即派武装
队员，奋勇向前，将机车全部炸毁。
我方毫无损伤，安然返防。查敌寇此
次损伤极为重大云。
——— 《大众日报》 193 9 年 6 月 4 日
一版

  高铁时代，只有普速列车停靠的枣庄西
站，不似往昔人声鼎沸。这座阅尽沧桑、四
易其名的百年老站倒也宠辱不惊，静静守望
着远处的微山湖。
  南来北往的旅客走在站台上，会被一座
复建的德式建筑吸引。中间高两侧低，红瓦
白墙，拱形门窗，沉淀着斑驳的旧时光。它
曾有个响亮的名字——— 临城站。
  铁道游击队在《大众日报》的“首
秀”，比公众印象中更早。
  枣庄市薛城区，旧称临城。 1938 年 3 月
17 日，日军占领此地，驻扎重兵，并依托津
浦铁路和枣临支线，疯狂掠夺周边煤矿资
源，鱼肉百姓。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939 年的
临城铁路沿线，活跃着多支抗日武装，都自
称“铁道队”。他们轮番破袭，铁路时断时
续，搞得日军焦头烂额。
  1940 年，鲁南、临城、临北铁道队整合为鲁
南铁道大队。这支队伍因刘知侠的小说，后来
有了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铁道游击队。
  自从有了铁道游击队，临城站的“热
闹”就没断过。
  5 月，击毙日军谍报队员13名；6月，截
击日军列车，缴获法币8万余元；8月，破坏
铁路，致使日本运兵军列脱轨；9 月，拆除
铁轨1.5 公里，砍断电线杆百余根，驻枣庄日
军通信、交通瘫痪……
  坐卧难安的敌人，专门从省城调来特高课
课长高岗茂一。高岗茂一是个“中国通”，通过
收买汉奸走狗建立情报网，很快摸清了铁道游
击队的活动规律，并疯狂实施搜捕。
  打蛇打七寸，1941 年 7 月的一天晚上，
高岗茂一被铁道游击队击毙。
  这下可炸了锅。“临城到处都是日伪军，整
整戒严了3 天。半个月后，日军才从我方宣传
中得知高岗茂一是命丧铁道游击队之手。”聊
起父辈们的这段传奇往事，铁道游击队副大队
长王志胜之子王庆国难掩兴奋。
  复建的临城站，现在是津浦铁路枣庄陈
列馆。
  几段铁轨，由英国巴罗钢铁公司在1902
年 6 月制造；一块界碑上刻着“津浦铁路
界”，文字字口已变浅，但字迹仍然苍劲
有力，类似文物全国只有三件；铁道游击
队事迹的展板，图文并茂地讲述那段前尘
往事。
  走进其中，百年津浦，风云激荡。
  走出门来，千秋英气，浴血荣光。

亮剑·火车

【峄县通讯】我八路军×支队所属铁
道大队，顷由江队长率领，化装混入
由峄县开往临城之火车上，到峄县枣
庄时，即将司机捆住，由江队长开
车，至齐村西我伏击圈内，即将车停
住，一时枪声大作，车上敌兵闻毛猴
子到来，即图逃窜，我即将予以截
击，活捉汉奸三十四名，获各种文件
军用品甚多。最后即将火车炸毁。
——— 《大众日报》 194 0 年 8 月 7 日
一版

  薛城临山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山馆融
合，碑馆合一，独具匠心。
  沿着山路蜿蜒穿行，视野豁然开阔处，
纪念馆真容显现出来。大门是蒸汽机车头造
型，似乎只待一声汽笛长鸣，就会风驰电掣
般呼啸而来。
  穿过这扇时空之门，没想到又见一辆火
车。这火车长达54 米，一比一仿制，重达数
百吨，与电影里如出一辙。
  火车将时间带回 1940 年。敌人疯狂大
“扫荡”，给枣庄抱犊崮山区部队的生活造
成极大困难。
  7 月 26 日，济南至连云港火车的车队

长、地下情报员张秀盈报告：“每周六，沿
途各站的日军都通过一趟车向济南交钱，月
底会交得更多。”
  瞌睡送枕头——— 正是时候。兄弟部队的
物资，这下有着落了！
  全面摸清情况后，一番精心策划，铁道
游击队开始行动。
  周六终于到了。火车刚驶出王沟站，大
队长洪振海和队员曹德清二人就扒上火车
头，成功控制了驾驶室。当火车行驶到曾店
四孔桥时，洪振海令曹德清刹车，车厢发生
剧烈晃动。
  没等敌人反应过来，队员们就与日军展
开了近身肉搏。事先埋伏在铁道旁的副大队
长王志胜，带着20 名短枪队员迅速登上各节
车厢，分头击杀押车的日军和伪军。
  仅用了10 多分钟，目标范围内的敌人就
全部被消灭。
  此次战斗共杀死8 名日军，俘虏20 多名
伪军，缴获法币8万多元、短枪3支、长枪20
余支、手炮1门、机枪1挺，子弹、布匹、药
品和日用百货若干。这一出“智打票车”，
让铁道游击队在当地名声大振。
  《大众日报》对此役的报道里，有个细
节读来有趣。当时的铁道游击队，被敌人称
作“毛猴子”。这是因为，队员们来去无
踪、神出鬼没，鬼子以为他们长了“飞毛
腿”，有特异功能。
  “哪有那么神！”铁道游击队第二任大队长
刘金山之子刘强笑着摆摆手，“父亲腿上有中
过子弹的洞，他扒火车还曾掉下来摔断骨头。
外面传他身轻如燕、飞来飞去，可他自己说都
是硬干出来的。队员们平时天天绑着五六公斤
沙袋在腿上走路、训练。等哪天执行任务，把沙
袋拆掉，可不就身轻如燕了吗？”
  刘金山的墓就在纪念馆后的山坡上。这是
遵照他的遗愿专门安排的，他舍不得离开这块
土地。夕阳西下，英雄的墓碑上铺满了金色。
  站在顶峰，日新月异的枣庄新城尽收眼
底。极目远望，西有京沪高铁，高速动车组
若巨龙奔腾，不时飞驰而过。东有京福高速
公路，汽车川流不息，让人目不暇接。
  神州可望，满眼风光。英雄有幸，山河
有幸。

突围·微山湖

【本报特讯】敌人企图割断我鲁南与
鲁西南之交通，蚕食分割我根据地，
于四月下旬抽调鲁南津浦线各据点之
敌，共三千余人，附大炮九余门，
由□□力师长亲自率领，奔袭我驻微
山湖一带之××队××大队等部，当
将我军重重包围，我军虽仅五六百
人，在敌密集炮火下发扬我八路军英
勇顽强之作风，坚持抵抗，与敌奋勇
搏斗血战历七小时之久，毙敌三百余
人，终以众寡悬殊不得不机动分路退
出，是役我军除最后突围之一个班壮
烈牺牲外，其余全无损失。我××队
从湖上安然退出复以游击战术迷惑敌
人，使敌寇水上部队自相残杀达几小
时，伤亡颇巨，微山湖水皆染映
血色。
——— 《大众日报》 1942 年 6 月 28 日
二版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
悄悄……”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让微山湖家喻户晓。
  微山岛位于微山湖心，犹如伏在湖中的
一匹大骆驼。
  津浦铁路沿线一片坦途，无险可守。附
近的微山湖水产丰富，渔业发达，硕大的微
山岛，自然成了抗日武装的“天选之地”。
  即便是现在，一般只有天气适宜时，外
地人才能乘船登岛。
  走到杨村码头，一块巨大的石碑上刻着
“杨村战斗纪念地”。盛夏的阳光打在上
面，读起来有些刺眼。
  没错，就是这里。“血战微山岛”战役
的首战之地和主战场，正是杨村。看着码头
和古战壕，耳畔仿佛响起连天炮火声。
  “我们村还有‘抗日神器’呢，在红色展
览馆里。”微山县微山岛镇杨村党支部书记
殷昭祥的话，把大家的思绪勾了回来。
  “这就是‘抗日神器’？”跟着他走进
杨村红色展览馆内，第一眼看到鸭枪，让人
着实摸不着头脑。
  鸭枪，微山湖渔民世代用来捕野鸭的工
具。长长的，扁扁的，在芦苇荡掩映下，就
连机敏的野鸭也很难察觉。
  “别瞧不起它，日军当年提起它来，可
是闻风丧胆。”殷昭祥解释说，鸭枪的子弹
只有豆粒大小，枪膛填满能容下近千发。只
要一开枪，敌人就从“活靶子”变成了“肉
筛子”，一人身上可中五六百发子弹。
  “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很多日军往
往死在剥离子弹的手术中。后来，日方军医
干脆声明，被鸭枪击中的就地枪决即可，免
得手术时再多受一茬罪，还救不活。”
  殷昭祥也是红色后代。其父亲殷延忠是
微山岛上第一个党小组组长。抗战时期，父
亲以货郎挑夫的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微山岛镇第一任党委
书记，带领群众开发建设新湖区。
  看着陈列馆墙上父亲的黑白照片，殷昭
祥思绪万千。“我就一个念头：不能丢父亲
的脸，不能让先烈们的血白流，得让杨村人
过上好日子。”
  和平年代的杨村，一度因没有产业支撑
而掉了队，成为全县的“后进村”。在殷昭
祥带领下，村里抓住创建5A级景区的机遇，
开展轰轰烈烈的村容村貌治理。
  生活好起来，更不能忘本。
  红色展览馆、村史馆、红色广场和旅游
码头相继建成，杨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教
育基地。 2021 年 6 月，杨村党支部被评为
“山东先进基层党组织”。

奇迹·沙沟

【新华社山东分社鲁南十日电】津浦前
线记者报道（迟到）策应陈大庆向我进
攻之临城日军“铁道队”千余人沿津浦
线向我沙沟韩庄解放区进犯，我即施
行包围，并以政治攻势劝告日军，勿作
无谓牺牲，勿为国民党反动派之炮灰。
该敌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被迫于十
二月一日二日放下武器，我缴获大炮
一门，步枪千余支，辎重机枪及弹药甚
多，放下武器之日军均要求和平回国，
对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日军作战，一致
表示反对与愤慨云。
———《大众日报》1945年12月13日一版

  从沙沟火车站出来，七拐八弯，来到一片
老房子前。
  每次到这儿，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文史研
究者杨家昶都试图找些新的蛛丝马迹。
  “这些房子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前边是厅，
后边是厨房。有专家来看过，认为属于日式建
筑风格，可能曾是日军的小兵营房。”
  沿着土路，踩着低矮的野草前行，终于见
到了沙沟受降地遗址。
  目之所及，是一片缓坡。从外表看，就是普
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荒野。或许当年更开阔些，
因为眼前的绿化树并不粗大，应该年头不久。
  “此地东高西低，方便队员安保。背靠微山
湖，万一发生意外，进可攻，退可守。”杨家
昶说。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 3 天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却给
日军下令，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对其他
武装，则应坚决拒绝，必要时“毫不踌躇地
行使自卫的武力”。
  驻临城的日军，就这样无赖地拖到了11
月。一天晚上，龟缩在城里的 1000 多名日
军，居然乘坐一列14 节车厢的铁甲列车偷偷
溜出城，企图往南逃窜。
  铁道游击队得到情报后，队员们果断将
沙沟站南韩庄段的铁路炸毁，切断了日军的
去路，同时，将临城站南的铁路破坏。日军
进退两难，只好停在了沙沟站，被团团
包围。
  几经谈判，日军最终放弃幻想，12 月 1
日下午4点向铁道游击队投降。
  当年的《大众日报》是12月10日收到的
消息，13 日刊发出来。为了突出其重要性，
稿件里专门注明“迟到”二字。
  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沙沟受降的意义更
加重要。铁道游击队是抗日战争中唯一接受
日军正式投降的、八路军领导下的地方武
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史册上，注定是光辉的一页。
  这片遗址人迹罕至，鸟飞蝉鸣听得异常
清楚。就在此时，刺耳的刹车制动声传来，
车轮的咣当咣当声渐缓，一列货运列车徐徐
停靠在了沙沟站台上。
  这种感觉很奇妙。或许，滚滚前进的时
代车轮，也愿为铁道英雄驻足致敬吧。

定格·纪念碑

在这次会餐的筵席上，为了悼念死
者，他们有两个提议：一个是在革命
胜利后建议领导在微山湖立个纪念
碑；再一个就是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
事迹写成一本书留下来。对于这后一
个建议，也就是他们所给予我的光荣
的委托，我当时是答应下来了。因
此，我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出自我个
人对他们的敬爱，同时，由于他们的
委托，也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
务了。
———《大众日报》1955年10月19日副刊

  历史是奔涌的长河，精神的力量从未褪
色。可以告慰铁道游击队英雄的是，他们当
年的两个心愿，都已经实现。
  “写成一本书”，刘知侠做到了。
  1954 年 1 月，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
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深受读者喜
爱，并迅速在社会各界形成了“读铁道、忆
抗战”的热潮，该书先后被译成英、俄、
法、德等文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
学经典。由此衍生出来的连环画、电影、电
视剧更是不计其数。
  刘知侠的《我怎样写“铁道游击队”
的》，在小说出版次年发表在了《大众日
报》上，这篇“创作谈”详细介绍了作家的
心路历程。这并非偶然。早在 20 世纪 40 年
代，刘知侠就开始在《大众日报》发文章，
是这份报纸的老通讯员、老战友。
  “立个纪念碑”，家乡父老做到了。
  在微山岛，是一座帆船造型的“铁道游
击队纪念碑”。纪念碑高37.77 米，意为全面
抗战烽火燃起于1937 年 7 月 7 日。船上有三
尊游击队员铜铸雕像，独立船首眺望微山湖
的是刘洪，目光炯炯双手紧握钢枪者为鲁
汉，弹奏着土琵琶歌唱的是小坡。碑体和塑
像人物，艺术地再现了铁道游击队指战员战
斗凯旋后的场景。
  在薛城临山，是一座笔直冲天的“铁道
游击队纪念碑”。纪念碑高33米，于1995 年
8 月 15 日建成。战士持枪冲杀的铸铜人物塑
像，矗立于纪念碑顶端。碑侧是自上而下贯
穿整个碑体的50 根枕木造型浮雕，象征当时
抗战胜利50周年。
  从百里铁道到万里海疆，纵使身份转
换、战场迁移，铁道游击队赤诚报国、不怕
牺牲、机智灵活、勇于亮剑的底色，从未改
变。写不尽的铁道游击队，总在一些特殊节
点给人以深刻启迪。
（记者 高广超 李钦鑫 石少汛 王培珂
 参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