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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秋与七里店村的红色纪事
■秦利虎

（下）

侦察敌情打响鲁南战役
1946年秋，国民党重点进

攻鲁中解放区。国民党第二十
六师马励武和第三十三军冯治
安部占领了峄县城。冯治安部
进驻七里店村，建立了据点。
在村里修炮楼，垒围墙，并在村
的四周挖壕沟叉鹿砦，村北的
枣树、石榴树、桃树、柿子树、杏
树全被拦头砍了。这是国民党
兵糟蹋劳苦大众利益的又一个
史实。区委和区中队撤到了福
临庄、刘井、石门、马楼、利增、
黄金泉、太平庄一带的山区进
行活动。1946年冬，六区合并
到一区(城区)，陈丹秋任区委书
记，王子刚任区长，王思荣任副
区长。

1946年12月25日，中央军
委电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
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

“鲁南战役关系全局，你们必须
集中第一、第六、第八、第四、第
九、第十等师及一纵、警备旅等

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
间，以期打一场比宿北更大的
歼灭战。”

陈毅、栗裕司令员根据毛
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
发起鲁南战役。峄县县委书记
王鹤平参加完鲁南战役动员会
议后，命令陈丹秋、王思荣、高
继信等四名同志联系峄县城内
的交通员，侦察国民党军的情
况。

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陈
丹秋等四人到了仙人桥南的高
庄，进入了陈丹秋弟弟陈桂昂
的岳父家里(陈桂昂岳父家是
武工队的秘密交通站)，陈丹秋
让其弟弟的内弟高振儒到七里
店，通知自己的叔叔陈清沂明
天夜里到七里店村北的陈家老
林与他见面。安排完，陈丹秋
四人连夜赶到了七里店北的朝
阳洞内隐蔽了起来。第二天，
天一黑，他们四人走出山洞，向

约定的老林奔去。刚到老林，
看到陈清沂等人在那里，他们
还带了一壶酒、一壶水、一包花
生米、一包煎饼。四个人边吃
边谈，陈丹秋说：“叔，你到城里
祥聚食品店，找到咱们地下党
的交通员，让城里的同志详细
侦察城内国民党军的情况，联
系国军内部我们的同志，拿到
国民党军队在峄县地区的兵力
部署。明天夜里，咱们还在这
里见面。”

第二天夜里，他们又在老
林见了面，陈丹秋拿到了情报，
送给了王鹤平书记转交给野战
军首长。新年刚过，我军就打
响了东起卞庄、西至峄县城的
鲁南战役，拔掉了七里店据点，
攻克了峄县城，打垮了国民党
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
活捉了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
第二次解放了峄县城。

野战军攻占七里店
1947年 1月 2日，陈毅、粟

裕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
令，指挥打响了鲁南战役。山
东野战军十师二十九团一营二
连和师特务连9时对四马寨(今
峄城区峨山镇马寨村)的敌军
发起进攻，15分钟解决战斗，俘
虏国民党军野战医院百余人，
缴获其全部枪械、医疗器械和
药品。

5日一大早，峄县城内国民
党军出动1个团，在5辆坦克的
掩护下，向四马寨反扑。国民
党军行进到四马寨西的车庄、
大官庄、小官庄一带，遭到二十
九团三营的阻击。双方激战到
黄昏，击毁国民党军坦克 1辆，
国民党军退到“七里店据点”。

5日夜，山东野战军十师师
长贺健、参谋长李家益，命令28
团为前导，30团、29团依序开
进，向驻守在仙人洞、七里店一
带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七里店村北有青石山、蓬
山，是天然的屏障；村南是峄兰
古道，直达沂郯，有利于机械化
部队运动。东进，可攻峨山、兰
陵，继而进取卞庄、临沂；西退，
可以直接撤进峄县城。村里的
几家富户，为防土匪，建有几座

石砌炮楼。国民党军占领后，
又在村子外挖掘了壕沟，壕沟
里筑了土围墙，在壕沟内外筑
有鹿砦和铁丝网，在进村路口
和村内要道上筑了地堡，并在
村中心筑起一座中心大碉堡。

30团的前身是八路军 115
师的“运河支队”，团长邢天仁、
政委童邱龙，在峄县地区战斗
多年。运河支队被罗荣桓称之
为“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
队”。后来，毛主席在济南接见
济南军区代表时，曾对童邱龙
说：“运河支队是一支很能打仗
的队伍。”

邢团长、童政委命令一营
为主力营进攻七里店。一营营
长领受任务后，在战地召开排
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成立“突
击队”“火力掩护队”“爆破队战
斗”的命令。“爆破队”由 21名
战斗勇敢并有爆破经验的同志
组成，分为 7个组，每组 3人设
正、副手和预备手。“火力掩护
队”快速抢占村东的古烽火台
(烟墩，古代传递军情的高台
子)，在古烽火台上架起机枪，
掩护“爆破队”直插目标，施行
爆破。

走访中，陈焕孜告诉笔者：

“解放军为了对付国民党军的
鹿砦，就用生铁造了破寨手雷，
长约八十公分，像个细南瓜，内
装土炸药，将其放在鹿寨里，一
拉弦爆炸，就将鹿寨豁向两边，
路障就清除了。那个‘家伙’很
重的，我见行军的路上，一个军
人只能挑两个。”

爆破一组、二组、三组把鹿
砦、铁丝网和围墙炸开一丈多
宽的大缺口。“突击队”的勇士
们从缺口向村内突击并向两翼
扩展。这时，村内国民党军调
集兵力和坦克向突破口反扑，
双方的攻守在突破口处进入胶
着状态。一营进攻失利后，二
营在村东北方向向七里店村发
起了爆破、突击。村内国民党
军凭借坦克、地堡、碉堡、炮楼
等工事和有利地形，拼死顽抗。
激战到拂晓，敌我双方均死伤
惨重。虽然三十团进攻猛烈，
但没能攻下七里店村，双方呈
胶着之势。此时，28团已解决
掉仙人洞一带的国民党守军，
并立即支援 30团，也向七里店
村北发起进攻。村内的国民党
守军，看到友军被歼灭，怕被28
团和 30团合围，在坦克的掩护
下，只好从村西向田楼、杨楼、
峄县城逃窜而去，我军胜利夺
取七里店，拔掉了国民党军安
扎在七里店村的据点。

陈焕孜说：“1946年 9月，
我随解放军北撤到沂蒙解放
区。1948年秋，鲁中南解放，我
回到七里店村时，战火的痕迹
到处可见。我看到了村中到处
都是残垣断壁的情景，墙上枪
眼累累，村四周的壕沟和残存
的鹿砦。村西北角的壕沟里还
有一辆被烧毁带国民党党徽的
铁甲车。”

持续斗争迎来第三次解放

1947年 4月，区中队驻福临
庄，队长王思荣和陈向平到峄县
城向县委汇报工作，两人走到七
里店村西时，发现路上行人很少，
只有一位妇女，坐在枣树下休息，
旁边放着一个挑担子。王区长上
前搭话说：“大嫂，你是从县城来
的吗？发生了什么事，这大道上
怎么没有行人。”妇女认出了王区
长，她说：“峄县城被国民党兵占
领了，村里的陈书记让我在这里
望风(站岗)，你们赶快躲起来。”正
说着，过来一群国民党兵。王区
长两人急忙钻入枣树林，向七里
店村北的山上跑去。国民党兵一
边开枪，一边紧追不放。王区长
两人利用山石和树木作掩护，在
山上转了几个弯，甩掉了国民党
兵，回到了区中队临时驻地福临
庄。

峄县地区被伪化后，峄县成
立了以县长孙文成为指挥、县委
书记汪星为政委的对敌武装斗争
指挥部。指挥部指示，对敌武装
斗争中，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
各区区委书记和区长到各自的区
域内进行武装游击斗争，利用灵
活机动的游击战，给敌人的基层
政权和武装进行出其不意的打
击。

国民党军占领峄县城后，组
织了一个还乡团，到处抢粮和搜
捕我党干部。1947年秋，陈桂枝
向区中队汇报，有几十个还乡团
人员经常出城，到七里店、左庄一
带抢粮。区中队请示县大队，决
定伏击这伙抢粮的还乡团。县大
队的一个连埋伏在东山庄，区中
队埋伏在运勃山下黑老婆泉一
带。区中队几名队员有意奔向福
临庄，引诱还乡团追击，等过了左
庄就包围他们。县大队和区中队

埋伏好伏击圈的第三天，还乡团
出城了，过了七里店，进了左庄。
发现区中队向北奔去，追了一会，
又停了下来，怕中了埋伏，光打
枪，不敢追了。县大队和区中队
听到枪声，一齐出击，从东西两地
向中间冲锋，击毙了十几名还乡
团，剩下的还乡团急忙向南逃
跑。从此以后，还乡团再也不敢
到七里店、左庄一带活动了。

1948年10月底，中央军委决
定发动淮海战役，盘踞在峄县的
国民党军慑于解放军的威力，于
11月 6日夜弃城南逃，峄县城第
三次解放。七里店村在峄县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组织青壮年参
加运粮队、担架队，还在后大门
(是个地主的大宅院，那时村里人
都叫后大门，是当时解放军设的
一个粮站)成立了豆芽房、豆腐
房，生产豆芽、豆腐，以供前线蔬
菜。全村人民积极投入淮海战役
的支前工作……

今天的七里店村，隶属于峄
城区吴林街道。全村现有中共党
员 25人，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团结带领全村群众艰苦奋
斗，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把七里店
村建设成了如今的“城东十里桃
花源”“省级森林村居”“省级景区
化村庄”“市级美丽乡村”。

(本文史料选自中共峄城区
委党史研究室编《峄城区抗日战
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日
军暴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鲁
南战役》、中共峄城区委党史办编

《峄县风云》、王思荣著《坚持在峄
县六区进行革命斗争的回忆》《中
共峄城区组织史 1926 一 1987》
等。)陈焕孜陈焕孜（（左左））与作者与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