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林莉 组版编辑：余永春 校对：莲子 2015年8月25日 星期二3版要闻

> > > 下转第 4 版

广东“工人在线”第二十二场在线交流活动举行

■重温南粤抗战烽火岁月

东江纵队老战士：当年瞒着父母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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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艳 见习记者蓝娟）
8 月 21 日下午，广东“工人在线”第二十
二场在线交流活动在南方传媒大厦举
行，本场在线交流活动的主题为“倾听工
人心声———弘扬抗战精神，实现中国
梦”。各位嘉宾与网友一起缅怀历史，重
温南粤抗战烽火岁月。现场军事专家还
为广大职工解答军事知识，解码“9.3”大
阅兵。

陈宗文介绍，近期省总工会围绕纪

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主题将做以下工作
安排：一是配合全国总工会组织 9 名劳
模到北京参加阅兵式；二是积极配合省
委宣传部，组织广大职工参加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其中，专门组织了一部分农
民工到抗日战争历史博物馆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三是省总工会本身，也开展
了系列的活动。第一项就是办好职工
大讲堂。7 月 10 日，广东职工大讲堂第
十六期就邀请了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

海主讲“中日关系与中国百年现代
化”。省总在 9 月份还会邀请有关专家
主讲相关抗战历史。第二项活动是办
好职工书屋，组织一大批书籍，包括一
大批有关抗战历史的书籍和资料，送
到 8000 多户职工家里，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第三项活动是组织工人艺术团，
到最基层、到企业去宣传，弘扬抗战精
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第四项活动就是
举行 8 月 21 日的工人在线活动，通过

工会网站、微博、工人在线等平台，重
温南粤抗战烽火岁月。

陈宗文表示，省总工会开展的这些
活动是一个体系，内容丰富多彩，主要目
的就是让广大职工缅怀历史，铭记历史，
引导广大职工弘扬抗战精神，同时也让
广大职工通过这种教育，进一步发挥工
人阶级主力军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工人阶级的力
量。

说到南粤抗战路，肯定离不开一支
队伍，那就是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全称广
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是广东
人民的子弟兵。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
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
力，孤悬敌后，处于敌伪与顽军夹击的艰
苦环境中，遵照中共中央的正确指示，紧
密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方针，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开
辟粤北山区，挺进韩江平原，积极配合华
南抗日战场和盟军对日作战，成为华南
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威震南粤，蜚声海
外，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
的旗帜”。访谈伊始，东江纵队联谊会会
长陈华和东江纵队老战士丘忠与嘉宾和
网友一起分享了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英勇杀敌的故事。

主持人： 东江纵队的成员是由哪些
人组成的？都是农民吗？刚成立的时候有
多少人？ 后来发展壮大后，队伍最多的时
候有多少人？

陈华： 东江纵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
农村青年，也有很多华侨子弟和知识分
子，还有一部分人来自于富裕家庭。队伍
初创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发展最壮大的
时候大概有 1500 多人。目前广州仍有
350 多名东江纵队老战士在世。

主持人：你们当时参加游击队，父母

知道吗？
陈华：父母不知道。当时部队的影响

很大，很多人都参加部队了。我记得是
1944 年的春节，邻居家有参加部队的两
个人回家过春节，名义上回家过春节，实
际上是动员抗战，当时加上我一共动员
了 5 个人，我们半夜三点跟着他俩跑到
东莞参加了游击队，家里完全不知道。

丘忠： 我读书的时候就当上了儿童
团团长，在学校里演戏做宣传，慰劳游击
队。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学校组织自卫
队，我还当了副队长，当时就很有名气
了。因为担心被特务知道连累父母，地方
党组织就动员我参加游击队。我参军走
的时候，也没敢告诉父母，因为当时年纪
小，怕父母担心。

主持人： 您们参加过的战争中有印
象深刻的场景吗？

丘忠： 我当时在部队里算是有文化
的，到部队的第三天就做了班长。有一天
夜里两点钟，连长找我，让我带一个班到
坪山，对日本兵进行经济封锁。在完成任
务回来的路上，村民说日本兵来了。当时
我年纪还小，也没有打过仗，还没有来得
及向组织报告。但是日本兵进村了，不打
不行。我就跟当地群众说打！当时日本兵
有一个排，我们加起来大概 10 人。我们
安排民兵两边先走，我们在中间打。日本
鬼子用机枪扫我们，我们就往前冲，一些

群众也参与进来，日本鬼子顶不住了。这
是我第一次打仗，不仅获得了全面胜利，
还受到了表扬。

陈华： 我当时参加的部队还没有这
么多武器。有一次，日本鬼子派一个大队
来偷袭指挥部。当时我们离指挥部 4 公
里左右，日本鬼子来的时候，被我们发现
了。于是，部队马上派出一个中队掩护人
们撤退。由于我们的武器比较差，牺牲的
战友比较多。但后来我们连续打退敌人
多次突击，成功掩护撤退。最后，我们两
个大队把敌人包围，那一次打死日本鬼
子 100 余人。后来，带领队伍的日军大队
长到樟木头剖腹自杀了

陈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部
队的官兵关系很好，我参加部队后碰到
过两次事情让我感觉到很温暖。第一件
事就是当时部队规定每人每天 8 两米，
因为我当时年纪小，吃饭吃得慢，第一
碗吃完，去吃第二碗的时候就没有了。
我们指导员看我没有吃饱，马上跑过来
把他的饭倒到我的碗里。第二件事就是
我当时参军时没有带什么衣服出来，穿
得很单薄，当时天很冷，指导员就把他
的厚衣服给我穿。这个指导员对我的教
育和影响都很大，让我感觉到官兵关
系，像爹娘这么亲，让我感觉到很温暖。
后来，这个指导员在一场战斗中牺牲
了。

■东江纵队联谊会会长陈华 林景余/摄

■东江纵队老战士丘忠 林景余/摄

重温南粤抗战 解码阅兵亮点

东江纵队屡建功勋：从日军“虎穴”成功转移 800 多人

主持人： 请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东江纵队在广东游击队伍里的影响力。

黎淑莹：抗战时期，中共广东省委遵
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敌占区先后建立
了东江、珠江、琼崖、南路、粤中，统称华
南抗日纵队，被称为中共领导之下的“敌
后的三大战场之一”，他们抵抗了华南地
区 60%的日军和几乎所有的伪军，为抗
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东江纵队
作为华南抗日纵队一支重要的力量，被

称为是“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
东江纵队活动的地区主要是在东

江流域一带，宝安、惠东、惠阳，东莞等
区域，当时的九龙半岛，也是他们活动
的区域，战略位置非常重要。1938 年日
军登陆广东的时候选择在惠州的大亚
湾，并把它作为侵占华南的主要据点，
这个地点就是东江纵队活动的区域，和
华南其他抗日纵队相比较，东江纵队是
最早跟日军作战、战斗最艰苦、战斗时

间是最长的。东江纵队还参与了粤港秘
密大营救，从港九地区成功营救国内文
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等 800
余人。东江纵队的情报英雄们给盟军提
供了大量精确的情报，帮助盟军瓦解敌
军。东江纵队在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作出了特
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