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克朔 王佑楼 刘玲 记者 吴传贤 雷强 文/图

从合淮阜高速公路淮南东下高速，往淮南市区方向车行10分钟后，在宽阔的洞山东路南
侧绿化带上，一座十余米高的碉堡显得格外刺眼。这是淮南有名的“站后碉堡”，是日军侵华
的罪证之一。碉堡往南数百米处，就是记录日军滔天罪行的大通“万人坑”。

侵华日军在淮南如何残害百姓，淮南人民又是怎样奋起抵抗的？8月18日，市场星报、
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进淮南，探访当地新四军研究会，寻访了当年在淮南战斗过的老战士，重
温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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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白发苍苍硝烟处没齿难忘
受日军残害，淮南7万矿工仅存6000

“1939 年 4 月 21 日，日本‘兴亚在华联

络部’将商办的大通矿与官办的九龙岗矿合

并，并为汪伪政府合组‘日华合办淮南煤矿

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由日军军

部控制并在淮南设‘淮南矿业所’。”王老告

诉记者，在正式掠夺性开采之后，淮南矿工

便开始饱受奴役和蹂躏。

“日本侵略军在大通（原日伪机关下边）

修建秘密水牢两座，用以残害旷工。秘密水

牢建成后，日本侵略者为封锁消息，将从蚌

埠招骗来的 18 名修建水牢的瓦工暗中杀

害。是年，日军侵占下的淮南煤矿全年出煤

14.38万吨。”

在日军统治时期，淮南矿工受尽奴役和

蹂躏，经常惨遭杀害。井下劳动环境恶劣，

重大事故不断发生，致使大批工人死亡。特

别是 1942 年秋，矿工中传染病流行。张宏

文的柜上，一个小班就死去6名矿工。居仁

村的厕所里一夜之间就发现了 32 具尸体，

尚义村东门，一天之内就抬出了 178 具尸

体，大批的矿工含恨死去。

据王老介绍，日军采取了一条凶残狠毒

的所谓“防疫措施”，在矿南设立两处“大病

房”，把成百上千的病人强行拖来，关在那

里。工人们说：“名曰大病房，就是停尸房，

进了大病房，十有九人亡”。自“大病房”设

立那天起，每天除了大批病人被搜进后，每

天还有大批尸体从这里拖出去。因死的人

太多，日军指使总监工王长明，强迫工人组

织拉尸队，把尸体抛在南山一带。

1942 年冬，大雪覆盖了整个矿山，也

覆盖了“侉子林”数以万计的尸骨。第二

年春天，大雪融化，尸骨被暴露出来，加上

东南风一吹，日本人的住处“南公司”臭味

难闻，日本侵略者为掩盖自己屠杀中国人

民的滔天罪行，便指使王长明逼迫工人在

这里挖 3 条 20 米长的大坑，把漫山遍野的

尸骨集中抛入坑内，丢一层尸骨，洒一层

石 灰 ，就 这 样 形 成 了 白 骨 累 累 的“ 万 人

坑”。从 1941 年到 1944 年，日军和汉奸

抓、骗、派到淮南煤矿的劳工达 7 万人之

多，到 1945 年日军投降时，淮南煤矿只有

矿工 6000 人。

8 月 18 日 上 午 ，在 与 淮 南 市 原 市 委

大院一路之隔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里，

记者见到了淮南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

王佑楼。有着新四军研究活字典之称的

王老虽然已经 74 岁高龄，仍爽朗矫健，

非常健谈。

“1938 年春末，鉴于日军占领南京后

将继续西犯，国民党军事当局下令对淮南

铁路进行破坏，淮南铁路及机车、机厂全

部被破坏。5 月 30 日，日本侵略军第三师

团由怀远西犯。6 月 4 日，日军侵占淮南

煤矿。”谈起那段历史，王老每个时间点记

得非常清楚。

“6 月，日本‘三井矿业会社’和‘三菱矿

业会社’合组‘淮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统

管大通、九龙岗东西矿及九龙岗机修厂，并

接收淮南铁路。当月底，由‘满铁调查队别

所调查员’组织的‘日本特务部淮南煤田调

查队’到淮南矿区进行调查。8 月 25 日，日

本铁道省调查团‘三井及三菱调查班’，用

30 天时间，对淮南煤矿又作详细调查。”王

老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日军侵

占淮南煤矿后，前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对淮

南煤矿进行调查。”

1938 年 9 月 21 日，华商大通煤矿股份

有限公司大通矿交于日本“三井饭冢炭

矿”经营。淮南煤矿局的九龙岗矿交由日

本“三井矿业公司”经营。11 月 27 日，日

本侵略者在大通矿和九龙岗矿开始进行掠

夺性开采。

从 1938 年 6 月 4 日起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止，日伪占领淮南后，共计经营 7 年。

7 年间被掠夺和毁弃的煤炭资源达 1230 余

万吨。

日军残害，7万矿工仅存6000人
曹 立 志 ，1926 年 出 生 在 明 光 市 古 沛

镇。今年已 90 高龄的曹老在淮南抗日老

兵中德高望重，参加过大大小小多次战斗，

还曾担任过粟裕大将的警卫员。8 月 20

日，记者寻访曹老时，他因病住院。曹老表

示，自己已 90 岁，时日不多，一定要把亲身

经历说出来。

“7岁时父亲离开人世，丢下了我们兄弟

三人。父亲去世第二年，弟弟因病无钱医治

夭折，我10岁就帮地主放牛。1939年，新四

军在我家乡建立宿凤嘉抗日根据地。1944

年 12 月我刚满 18 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在 5

旅警卫团2营连3排8班当战士。”

曹老回忆道，当时部队在淮北宿凤嘉一

带。1945 年 5 月，欧洲战场上，德国纳粹宣

布无条件投降，让在中国作战的日本侵略者

感到时日无多，便想尽快梳理出一条方便撤

退的通道。位于华中地区的日寇计划打通

淮北向洪泽湖再到东海水上通道。曹老所

在部队因驻守在淮河边的浮山，与日寇进行

两场遭遇战。那时候弹药匮乏，每人发 3 发

子弹，4枚手榴弹，就上战场。

“第一仗，我们牺牲了一个人，伤了 5

人。第二仗，日本鬼子占领浮山二三里长，

拉来 1000 多名民工挖战壕。第二天一早

太阳出来时，流动哨发现鬼子从浮山上下

来了。那时，部队正在吃早饭，大米饭，韭

菜炒鸡蛋。这时，连长带领一、二、三排从

山梁上往下冲。三班长喊七班长‘快下来，

上边危险！’话音刚落，七班长就被敌人的

机枪扫倒了，当场就牺牲了。”曹老介绍说，

当时作战条件特别艰苦，但没有一个后退，

大家都坚守阵地，坚持用手榴弹炸鬼子，不

让日寇的诡计得逞。他们一直坚持到一营

一连主力前来支援，把妄图占领淮河沿线

的敌人击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

件投降。蒋介石下令鬼子只能向国民政府

缴枪，不能向新四军、八路军缴枪。这年 9

月 2 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由于根据地

通讯不畅，直到 3 天后大家才得知消息。这

天中午，战士们都在树阴下休息待命，营部

的通讯员跑到 5 连连长夏子梁屋里，传达营

部命令：‘第—，5 连今晚 8 点赶到小刘乡。

第二，日本鬼子投降了。’夏连长一开始根本

不相信，当得知确有其事后，立刻冲到屋外，

对大伙喊道：‘日本鬼子投降啦！’正在休息

的战士们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大家欢呼雀

跃，有人仰天大笑，有人喜极而泣。”

曹老所在的部队就地整编，和其他师部

整编成立华中军区，张鼎丞接任司令员，邓

子恢任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曹老成为华

中军区警卫团的一名警卫员，随后被选调给

粟裕当警卫员。

老兵曹立志：每人3发子弹、
4枚手榴弹就上战场

新四军研究活字典王佑楼

侵占淮南后日军用半年时间探矿

日军罪证之一：淮南站后碉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