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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日本侵略
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陷入空 前危
机。在此背景下，寿光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同仇敌忾，众志成
城，勇赴国难。1937年
12月29日，国民革命军
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
八支队（以下简称八支
队）在牛头镇成立，打响
了鲁东抗日第一枪。抗
战胜利后，这支英雄的
队伍北上东三省，南下
海南岛，转战豫皖苏，
奔赴朝鲜战场，立下赫
赫战功。7月14日，“山
海行”采访团先后来到
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陈
列馆、牛头镇村文旅融
合红色长廊、马保三故
居，探访八支队在这片
土地上的足迹。

  7月14日上午，采访团一行来到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陈
列馆，该陈列馆位于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距离
荣乌高速寿光西收费站1公里。
  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陈列馆，跟随讲解员的步伐，
依次参观了风云激荡、起义壮举、东征西进、征战四方、红
色芦荡等六个展厅，一件件宝贵的历史遗物和图片影像资
料、一幅幅艰苦奋斗的画面、一幕幕感人的革命场景，仿佛
让人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参观过程中，送儿子上战场的复原景象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王鸿烈是田柳镇王高村的一位普通农民，抗日战争期
间，他先后将五个儿子送上抗日前线。长子王少仁，1937年
12月参加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是有名的神枪手。大儿子牺
牲后，老人毅然将三个儿子送入八支队。1939年秋，转战鲁
中的八支队回乡征兵，老人又将最后一个儿子送去参军。”
讲解员缓缓讲述着。
  抗日战争时期，在牛头镇，这样“送最后一个儿子上战
场”的故事比比皆是。
  28000多人参军、56000多人参战、4000多人负伤、1700多
人牺牲……一连串的数字，不屈不挠的精神，英勇杀敌的气
概，是这支部队能够在不同时期不同战场取得胜利的深层原
因，也是它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自2019年以来，牛
头镇抗日武装起义陈列馆累计开展各类教育培训810批次，
培训2.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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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幕革命场景感人至深

  从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陈列馆出来，驱车十几分钟，就
来到牛头镇村文旅融合红色长廊所在地。
  沿着村子的主干道由西向东行驶，村庄东西中心大街非
常宽阔，道路两侧的房屋仿汉代风格装饰，并设置了很多红
色革命历史雕塑。栩栩如生的雕塑生动再现了抗日战争时
期，八支队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场景。
  “这条街全长2000米，是我们村打造的一条红色文化长
廊。长廊以马保三及八支队战士为原型，沿着抗日武装-起
义壮举-征战四方-胜利之光的时间轴线，两侧设置了80处红
色革命雕塑，围绕特色党建、廉洁文化、乡村振兴三条主
线，打造集党建学习、廉洁宣传、学生研学、旅游观光、休
闲娱乐等为一体的‘红韵大道’。”牛头镇村党总支书记马
华村说。
  牛头镇村是寿光最大的自然村之一，也是寿光革命的发
源地。1937年，以马保三为首的八支队在该村成立，举起了
抗日的大旗。抗日战争时期，牛头镇村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
作出了卓越贡献，先后有123名烈士为国捐躯，牛头镇村也
荣获“抗日英雄村”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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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生动再现英勇杀敌场景

  砖土混合的院墙、木方格窄棂窗、院内摆放的石
磨……马保三故居是一处极具北方特色的农家院落，这
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见证。
  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的讲解员郑方坤告诉记者，
该处房屋建于20世纪30年代，院落南北长21.3米、东西宽
21米，有北屋7间。院内原有南屋3间、东屋3间，均在20
世纪80年代前后倒塌损毁；院中还挖有地道，墙中设有夹
壁，俱已损坏。2011年7月，寿光市正式启动故居修缮保
护工作，按照“原址修复、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了正
房，重建了南屋及东、西厢房，新增马保三雕像、八支队
起义浮雕，征集了马保三和八支队图文、影像等历史资料
62件。
  在参观马保三故居过程中，记者遇到了马保三的孙子
马家训。老人如今已经80岁高龄，谈及爷爷的抗战故事，
他满脸自豪。“1937年，我祖父马保三，带着我四叔和哥
哥一起参加革命。受祖父影响，我家代代有军人，现在已
经有五代军人了。”马家训说。
  记者了解到，马家训老人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均已
成为军人，作为革命英雄的后人，严以律己、乐于奉献的
家风早已融入这家人的血脉。
  从马保三故居出来，记者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寿光能
够打响鲁东抗日第一枪，能够走出一位又一位英雄……国
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精神在岁月的沉
淀下，已深深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代代传承。

马保三故居

一砖一瓦皆为抗战时期特殊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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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亚欣 黄万勇
 图/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巩建国

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陈列馆的英雄谱。

牛头镇村现貌。

  马保三的孙子马家训
（中）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