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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协，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前后日本鬼子
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和“三光”政策，对鲁南山区革命根据地进
行反复扫荡、蚕食和封锁，斗争非常激烈、残酷。针对敌人的猖狂进攻，
张协受中共山东分局派遣，打进枣庄中兴煤矿，潜入铁道游击队搞地下工
作。

张协在枣庄期间，时而率领武工队员独立对敌进行游击战，时而和铁
道游击队联手打击日寇，有时配合八路军作战，不断打击敌人，粉碎了敌
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和“清乡”阴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保卫
了革命根据地。张协和他的战友们在对敌斗争中打了几个漂亮仗。

破坏敌人“生产周间”计划
1943年夏天，日本鬼子在枣庄煤矿大搞所谓“生产周间”计划，掠夺

我国煤炭资源，用于战争。张协接到党组织指示，下井当矿工，通过老工
人范希玉的关系，很快与许多井下工人交上朋友。他逐步引导矿工们有计
划的开展消极怠工，采取工头来了下劲干，工头一走就休息的办法，同敌
人斗智，取得了明显效果，煤产量一天比一天下降，急得工头天天下井
骂，特务到处窜，气得日本鬼子哇哇大叫。

为了彻底搞垮敌人的煤炭生产，张协又和范希玉、李常胜等10多位老
工人，在采过煤的工作面，抽点柱子，抽空矸子墙，使掌子面到老墟全部
空顶，不到几天时间，35 号工作面几乎全塌了，日寇的“生产周间”计
划，彻底破产了。

在齐村大集上锄汉奸
1944年张协任枣庄中心镇区区委书记，区武工队长是王志胜，张协任

指导员。武工队配有长短枪，每人4颗手榴弹，大部分是白天隐蔽，夜间活
动，有时集中七八十人，有时分散为五六人一组。武工队声东击西，神出
鬼没，搞得敌人心惊胆战，坐卧不安。

齐村的汉奸头子做了许多坏事，民愤强烈，对武工队的威胁也很大，1945
年农历六月十一日，当时在南于的张协接到中共枣庄工作委员会的通知，要
他带几个精干的同志到柏山，然后集合去齐村对这个汉奸头子采取行动，能
捉活的就捉活的，捉不到活的就打死他。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他们一行5人便连夜赶到了柏山，但接头的人一个也没有，怎么办？有
的主张到齐村去找，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可能计划变了，主张在这里等，不
能盲目行动；也有的主张回南于。

最后张协决定还是到齐村去，如果错了或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大家在
村内简单化了一下装，张协抓了一把土和锅灰在手上、腿上和脸上等有关
部位都简单地抹了一下，改变了一下肤色，然后用一条口袋搭在左胳膊
上，枪插在左肋下，用布口袋盖住，5人便混在赶集的人群里向齐村走去。

齐村是敌人设在枣庄外围的一个较大的据点，离枣庄六七里路，分东
西两个围子，从北向南一条沙河把两个围子分开。河上架有一座石板桥，
河面有四五十公尺宽，东西通行。东围子住着汉奸头子和伪军，平时戒备
森严，岗哨都荷枪实弹地守候在围墙上。集上伪军、特务、日军来来往
往，窜来窜去；村北边公路上有碉堡；再往北是郭村，也住有伪军。这天
是农历六月十二日，齐村逢大集，四面八方的人来了不少赶集的。

在齐村集的附近有一片松树林，张协叫高燕民、褚思珍进树林打掩
护，杨茂安去齐村侦察汉奸头子的行迹。张协和赵永良便混在赶集的人群

中从北边进了大集，看看接头的人是不是在集上。
杨茂安在集上兜了个圈子，没有发现汉奸头子的踪迹。张协和赵永良

也没发现有接头的人，赵永良有些焦急担心白来了一趟。当他们走到上集
的石板桥下时，看到桥头上站着一个大高个子，他戴着一副墨色眼镜，上
身穿着鸭蛋绿的衬衣，双腿叉开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右手握着斜插在腰间
的匣子枪，往他们这边直看。他的身旁还站着一个护兵，手里提着一支日
式三八大盖。看样子这个人不是个“凡角”儿。

张协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地形，就对越永良小声地说：“准备动手，
干了这两个家伙。他若发现了我们动手，我们就干他个狗日的；他若不动
手，咱靠近了再干。我打那个戴眼镜的，你干那个护兵。要沉着，跟上
我。”张协说完紧走几步，就靠近了两个家伙，随即从腰里拽出匣子枪，对
着那个戴眼镜的就是三枪。戴眼镜的家伙从桥上一头就栽到了河里，连挣
扎都没有。那个护兵端起枪想动手，张协反手一枪没打着他，被赵永良上
来打了几枪，护兵随即掉下河去。

听到枪声，顿时赶集的人乱作了一团，赵永良也被挤到了河里。这
时，赵永良看见落到水里的那个伪军护兵没有死，顺手一枪送他回了老
家。赶集的群众像潮水一样四散奔逃。张协与赵永良随着人流挤出了集
市，在小松树林里5个人会齐后，迅速离开了齐村。

资料来源：
枣庄市中区文史（1） 张协：和平岁月忆当年
段开泉 张文标《 抗日战场斗敌顽 ——记张协同志事略》
来源:微游枣庄

张协：齐村锄奸

出生于陶庄镇前院山村的李玉斗，出身于矿工家庭，家境贫苦，姐姐
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他讨过饭、放过牛，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童年。18
岁，为了生路，在中兴公司开办的山家林小煤窑干戽水工。1924年，军阀
混战，山家林煤窑倒闭。因生活所迫，李玉斗到枣庄下窑，出牛马力、住
窑户铺，几次事故死里逃生。他在下窑期间，受到地下党的启发教育，参
加了劳工会，并参加了大罢工，同资本家进行勇敢的斗争。

1938年3月18日，日军侵占了枣庄中兴煤矿。鬼子、汉奸如狼似虎，
“宪兵队”、“警察局”，过不完的鬼门关。矿工上下井，都要脱帽给日本兵
行礼，稍有怠慢，就要遭受搜身、毒打。当时在矿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谣：“一进矿门泪交流，进了矿场七遍搜，三层高楼（指井架）爬上去，下
到地穴当马牛。”李玉斗当时就在中兴煤矿三号柜挖煤。李玉斗还没长大成
人的时候，父亲便死于中兴煤矿的一次冒顶事故，母亲饿死在讨饭的路
上，现在哥哥又惨死在日寇的枪炮下。

为了“以战养战”，日本侵略者提出了“以人换煤”，拼命掠夺煤炭。
李玉斗的工友，有的参加了抗日义勇队，有的稍有反抗便被扣上“通共”
的罪名抓进“宪兵队”。李玉斗不能忍受侵略者的奴役，弃工回家，开种祖
林荒地糊口。

1939年初秋的一个下午，田里的高粱刚刚吐穗，鬼子被铁道游击队打

怕了，怕游击队在青纱帐里再偷袭他们。便让汉奸村长传达命令：临枣铁
路两边二百米以内的高粱，要全部砍光，不服从“皇军”命令的，就拉去
枪毙！

李玉斗家的高梁地也在其中。眼看到口的粮食被毁掉，国恨家仇，令
李玉斗怒火燃烧。李玉斗气得一夜没合眼，翻来覆去寻思着对策，终于下
了一个决心。

天亮了，他爬起床来，到庄上的小酒店里喝了四两白干，回家就磨起
那把生锈的镰刀，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

临枣铁路旁的一处空地里，村里百十号青壮年被聚拢在这里，十几个
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在四周警戒，鬼子的小队长讲完话以后便命令
部下驱赶着这些人分头去砍高粱。

说来也巧，这个鬼子小队长自己却走向李玉斗的祖林，在一座坟头的
供桌上铺开地图看起来。李玉斗心中暗喜。他先是佯装砍高粱，同时注意
着周边鬼子的动态，见没有人注意到他，便握紧镰刀，借着青纱帐的掩
护，疾速地摸到鬼子小队长的身后，举起镰刀，就猛力砍下。也许是鬼子
小队长听到了身后地动静，刚想转头，所以镰刀下去只削去了他的一只耳
朵，顿时疼得这个小队长哇哇直叫，叫声惊动了四外放哨地那些鬼子，鬼
子们开始疾速地端着枪向叫声处围了过来。

李玉斗看到没有弄死这个小队长，也不顾自己的生死，举起镰刀对准
鬼子的脑袋又狠狠地劈了下去。日军倒地后，他撒腿就往北山飞跑。这
时，那十几个鬼子一边射击，一边向他包围过来。李玉斗在高粱地里拼命
的跑着，突然觉得左胳膊像被什么咬了一下，火辣辣的疼，眼看就要被鬼
子们追上了，李玉斗急中生智，猫腰抓起一块石蛋向冲上来的鬼子扔去。
鬼子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飞来，吓得赶紧趴到地上，估计他们以为是手榴
弹。趁这空子，李玉斗撒腿就跑。

李玉斗借着青纱帐的掩护，一口气跑出十来里路，甩掉了鬼子的追
赶，他带着伤疼跑到山里，投奔了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

跑到山里沙冯村，便进入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防地。放哨的战
士见他负了伤，问明情况，就带他去见团长张仁初。张团长对他杀鬼子的
壮举伸出了大拇指，答应收留他，派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让勤务兵为他
安排饭食，并掏出自己仅有的四块银元给他买药疗伤。之后，张团长又派
人送他到一户农民家里休养。

李玉斗伤愈入伍，不久就在团部侦查排当上了班长。随部队转战枣
庄、临沂一带，同日军、汉奸、地主武装进行了多次战斗。李玉斗粗中有
细，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来源:微游枣庄

李玉斗：刀劈鬼子小队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37年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东党组织积极发动各界抗日群众，组建人民抗日武
装。在鲁南地区，组成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1939年9月，八路军
115师师部率686团抵达抱犊崮山区后，打开了鲁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
创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共产党和八路军坚定正
确地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是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国民党军队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七七事变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各地中共组织，利用各种合法的形式，发动群众，组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10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到徐州会见了第五战区司
令长官李宗仁。经协商，李宗仁表示同意各党派共同抗日，并欢迎郭子化
代表我方在徐州设立办事处。郭子化还与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徐州专员
李明扬和山东第三区 （临沂） 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建立了较
好的统战关系，为我党在鲁南地区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创造了有利条
件。

1938年3月，郭子化和张光中从李明扬处争取到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
号，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队伍。5月下旬，特委在枣庄墓山附近的老古泉
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沛县、滕县、峄县三县抗日武装合编为人民抗日
义勇队，后称第一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下设三个大
队，后来发展到1000余人。这是由共产党在鲁南地区直接领导的一支抗日
武装，也是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果。部队组建后，积极出动，
伏击日军，在三峰山伏击战中，击毁敌军车8辆，毙伤日军七八十人。我军
给李明扬写了战斗报告，还送去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和一面日本旗，李明
扬回信鼓励，并给了1000块银元。

1938年6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 （原山东省委） 书记郭洪涛，率领省
委机关大部和四支队二团、三团及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南下滕县，支
援曾受顽固派申宪武部围攻的第一总队，同时探索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
据地的途径。经过7昼夜连续20余次战斗，先后攻克申宪武部之冯卯、高
庄等村，击毙顽军200余人，伤150余人。在这次反顽斗争中， 由于没能
很好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打击面过宽，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抄了申宪
武的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因而引起地方实力派恐慌，原来与我有统
战关系的当地士绅，都怕被我军消灭，转而支持和援助申宪武，威胁我军
侧背，并与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游击第三支队梁继陆勾结，乘机向我军进
逼。许多群众也不敢接近我们，我军兵员、给养难以补充。在这种情况
下，省委决定，省委机关和四支队等部回师鲁中，第一总队向抱犊崮东部
转移。这时，张里元尚与我部保持统战关系，并给予协助。1938年9月，
经省委批准，为解决部队供给的困难，在不改变部队建制，不干涉部队人
事安排，保持部队独立活动的前提下，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改用张里
元第三区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的番号，1939年4月又改称张里元部第二旅
第十九团，仍由张光中任团长，李乐平任政委，实际上属于八路军山东纵
队指挥，在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下，进行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9
年9月，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和686团进入鲁南地区后，第一总队正
式整编为苏鲁支队，归115师指挥。

积极团结和争取鲁南地方实力派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鲁南各地出现的各种名目的“司令”多如牛

毛，但真心抗日、与共产党友好的则屈指可数。抱犊崮山下大炉一带的开
明士绅万春圃，人称“万三爷”。他为人豪爽，讲究义气。九·一八事变
后，他的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和杨清如等先后加入共产党，万春圃也
同共产党有了联系。1937年9月，万春圃经与张里元交涉，在共产党的帮
助下，在抱犊崮以恢复联庄会名义，建立起一支抗日武装。1939年张光中

率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后，万春圃的这支部队编为
第一总队的第二大队。同年9月，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到达大炉后，
万春圃设全羊席盛情接待陈、罗，并诚邀陈、罗住在他家中。万春圃常常
到罗荣桓的房间去，听罗荣桓讲国内形势和八路军的历史和传统。万春圃
看到罗荣桓和战士一样，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装，盖的是打了补钉的
被子，吃的是高梁煎饼就咸菜，觉得过意不去，便吩咐他夫人炒了一盘辣
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给罗政委送去。罗荣桓开始认为是炊事班改善生
活，动了两筷子，又觉得不对劲，向小王问明了原委，立即叫夫人林月琴
拿出钱来叫小王送去。这件对八路军来说是十分平常的事，却使万春圃一
家十分感动。万春圃说：“俺活了50多岁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
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啊！”

万春圃从同罗荣桓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接触中，和共产党的感情更加亲
近了。国民党顽固派曾扣押他的小儿子和女儿作人质，要拉他到国民党那
边去。他说：“我儿子、闺女宁可不要了，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他把自己
经营了多年，有几百条枪，并有机关枪和迫击炮装备的部队，完全交给八
路军指挥。1940年3月22日，万春圃的四县边联武装和苍山游击大队正式
合编为八路军临 （沂） 郯 （城） 费 （县） 峄 （县） 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
被任命为支队长。后来万春圃还担任了鲁南军区副司令员。

八路军积极团结和争取的，还有孔昭同的部队。孔昭同是滕县人，曾
在北洋军当过中将师长。北伐战争后，他卸甲回乡，开药店、办学堂，济
世育人。1938年初，日军占领济南后继续南下，滕县告急，滕县城里有些
土豪劣绅怂恿他出面组织维持会，他说：“我上街卖拳要饭去，也不能当汉
奸！”

孔昭同曾与在阎锡山部队当过军长的杨士元组织过鲁南民众抗日自卫
军，杨任司令，孔任副司令。1938年3月，在日军进攻滕县时，孔昭同的
两个儿子孔宪尧、孔宪纲遭日军飞机轰炸遇难，抗日自卫军不久也被日军
击溃。失败反而更坚定了孔昭同的抗日决心。他变卖家产，充作重组军队
的经费，同时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缎带，在鲁南山区奔
走呼号，又把抗日的队伍组织起来。1938年夏天，国民党第十集团军司令
石友三驻在鲁南，兼任鲁南行政长官，当时共产党还派了干部在石部做统
战工作，孔昭同是石友三的结拜兄弟，便接受了石部整编第六师的番号，
活动于抱犊崮西北的滕县、邹县、泗水、费县之间。年底，石友三接受蒋
介石的诱惑，排除共产党，将部队调往河北。孔昭同毅然与石友三分道扬
镳，拒绝北上，坚持在家乡抗战。

1939年115师进驻鲁南后，孔昭同立即委派他的亲戚、山东教育界知
名人士彭畏三前去联络。罗荣桓在大炉按当地习惯摆了十大碗，热情款待
彭畏三，向他阐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彭畏三转达孔昭同对共产党坚持抗
日的钦佩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感。罗荣桓请彭畏三转告孔昭
同，孔师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地区活动，双
方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彭畏三提出，孔昭同希望八路军派一位政工干部
去孔师做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选派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随彭畏三去孔师工
作。黄玉昆到孔师后，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
良传统，帮助孔昭同整顿部队，克服旧军队的恶习，改善官兵和军民关
系，为改造这支部队创造条件。

经过一段工作后，孔昭同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割断联系，郑重要求接
受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经八路军总部 （简称集总） 批准，孔昭同被正式
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曲（阜）泗（水）邹（县）滕（县）费（县）五县游
击司令。彭畏三被115师聘为高级参议。孔昭同亲率部队，到115师驻地接
受整编。115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陈光、罗荣
桓检阅了孔昭同部队，还给他们补充了弹药和服装。1940年11月，孔昭同

因病逝世。陈光、罗荣桓、萧华联名送了挽联，颂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
民族为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

热情欢迎和重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
鲁南地区的党组织，最早是以郭子化为书记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

组建人民抗日义勇队期间，边区特委就团结争取了一批爱国抗日的知识分
子。当时，有小鲁南和大鲁南之说。小鲁南是指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曲、
泗、邹、滕、临、郯、费、峄这一片山区；大鲁南是泛指胶济铁路以南、
津浦铁路以东地区。1940年6月，在费县南部七里河南山的臼子峪召开的
鲁南抗日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小鲁南地区。这次大会选举彭畏三为鲁南参
议会参议长。抗战期间先后组成的统战组织鲁南抗敌工作团、鲁南民众总
动员委员会、鲁南国民抗敌协会，则是既包括小鲁南，又涉及大鲁南的组
织。

鲁南抗敌工作团和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是中共山东省委和当时在
石友三部工作的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张友渔，团结广大爱国进步知识分子
组成的统战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民主人士，是曾为清末秀才又曾留学日本
的教育家范明枢。他从1920年起担任曲阜省立二师校长七八年，在山东影
响很广，桃李满天下。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曾以“进行赤化宣传”、

“共党嫌疑”的罪名将他逮捕，后被冯玉祥将军营救出狱，并拜他为师，还
请他为泰山周围的穷苦子弟创办了15处武训小学。七七事变后，范明枢先
在泰安组织泰安抗敌后援会，接着组建泰安人民抗敌自卫军，这支武装后
来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他以72岁高龄，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四处
奔波，做宣传鼓动、组织群众等工作。他用巨幅白布，请人绘制抗日宣传
图画，固定在独轮车上，载着简单的行李，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
理，介绍组织行动起来的方式方法，获得广泛积极的反响。

积极参加抗战的另一位著名民主人士，是早年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
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三·一八运动的李澄之，他曾被国民党开除，为共产党做
过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到武汉找党联系，转到山东敌后工作。1938
年初，他以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导员的公开身份回到山东，与中共山东省委
和张友渔建立了联系。利用国民党的经费，在蒙阴县坡里镇创办了山东省
立第四联合中学，主要招收从敌占城市中流亡的青年学生，实行战时体
制，教育培养抗日人才。学校的教职员工，都是积极抗战的知识分子。教
务主任彭畏三，是李澄之在北师大的同学，他在省立七中当校长时，曾支
持和掩护共产党员刘顺元在校内从事革命活动。总务主任先是毕业于北京
大学的耿光波，后是曾就读于山东大学的杨云阶。四联中聘请的教员，以
范明枢为首，大都是鲁南抗敌工作团、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成员，他
们一面工作，一面教书。山东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亓养斋、陶钝、田佩
之、张立吾、冯基平、路雨亭等一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个学校任
教，使四联中成为坚持抗战的堡垒。

1940年7至8月间，山东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选举产
生了具有立法权力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 （即
共产党领导的省政府，简称战工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山东省政府）。

‘抗协’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参议会和战工会的工作。范明枢当选为参
议长，刘民生是副议长；李澄之、梁竹航、杨希文、耿光波、张伯秋、田
佩之、孙鸣岗、张立吾等都被选为战工会委员或参议会驻会议员。李澄之
后任战工会副主任委员，其它同志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教育、财经、司
法等方面的负责人，他们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文化经济建设，
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经过战争年代的长期考验，范明枢、李澄之、杨希
文、彭畏三、梁竹航、孙鸣岗、田佩之、耿光波、张立吾、高赞非等都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中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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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在鲁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