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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痛悼往昔 万人坑里葬军魂
新四军战士每人3发子弹4枚手榴弹就上战场

据淮南新四军研究会统计，目前淮南市健在的新四军老战士有

27名，八路军老战士有21名。孙启友就是这健在的27名新四军老

战士中的一员。8月19日，记者来到淮南市望峰岗选煤村，见到了

已是87岁高龄的孙启友。孙老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

据孙老介绍，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自小家中十分贫苦。1941

年8月，年仅13岁的他就被父亲送到新四军部队。父亲告诉他，新

四军是老百姓的军队，是打日本鬼子的。从当勤务员起，孙启友开

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孙启友回忆道，他当时所在部队的装备很差，生活条件极端艰

苦，但是每个人打仗都很勇敢，他们不和日本鬼子硬拼，而是采用游

击战和麻雀战的方式，在安徽境内和鬼子周旋。从1941年到1945

年，孙启友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1945年春，随着日寇的节

节败退，孙启友跟随部队北上抗日到达山东，在山东枣庄和韩庄与

负隅顽抗的日寇打了几场大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却仍有敌人垂死挣扎，韩庄战

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打起来。当时韩庄的日寇驻扎在一条运河旁，

桥北头修筑了很多大小不一的碉堡。新四军从南往北进攻，在运河

大坝上架起重机枪集中火力攻打碉堡，敌人的探照灯被打坏了，战友

们随即发起了冲锋，但由于地势比较平坦，没有掩护物，战友们一个

个倒下。孙启友叹了口气说：“唉，好多战友前一秒还活着，后一秒就

牺牲了。”经过激烈较量，新四军攻下了韩庄，俘虏了不少鬼子。战斗

结束后，孙启友和战友们就用牛车押着俘虏，一路把俘虏押送到徐

州。不久后，首长开会传达“日本鬼子彻底投降了”的消息。

抗战胜利后，孙启友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等大战役，直到新中

国成立。在近20年的战斗生涯中，孙启友曾负伤3次，可谓九死一

生。1958年，已经是连长的孙启友退伍来到淮南工作，1982年离休。

老兵孙启友：战友前一秒还活着，后一秒就没了

孙启友

8 月 19 日，记者来到淮南市华建村，拜访了淮南矿业集团离休

干部、原矿三院医务科主任蒋元之。87 岁的蒋老看起来身体硬朗，

身板挺直，精神很好。

他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他的老家在淮北苏皖边区

的泗五灵凤县（今安徽蚌埠），9岁那年，他的父亲有一天去集市赶集

准备买一些农具进行春耕，正当集市上人流较多时日本鬼子的飞机

开始投掷炸弹，父亲不幸被炸伤，浑身是血，好心的乡亲把父亲抬回

了家，看着受伤的父亲，他当时心里虽然害怕，但是更多的是对日本

鬼子的仇恨。还有一次，他的舅爷爷从河北岸到河南岸赶集，回家路

上遇到日本鬼子，逃跑中被鬼子打伤了一条腿，舅爷爷拖着伤腿躲在

他们家里才算保住了性命。

12岁那年，老家解放了，他到解放区办的学校上学，14岁成了一

名新四军小战士。1945年冬天，日本鬼子投降后不向新四军投降只

向国民党投降，新四军多次通牒日本军队残部都遭到拒绝。于是，蒋

元之所在的部队从连云港到宿县打掉敌人十多个据点，扫清了由华

中通往山东的陇海线上敌人设的障碍，打死打伤敌人3500多人。

据蒋老回忆，曹八集伤员接收站是陇海路上的一个接收站。当时，

他在淮北苏皖边区七分区卫生部三所，那天晚上，所长带着30多人从泗

县出发步行经过灵璧县到紧靠曹八集东边一个大村庄住下，并在一座大

庙里搭起大棚，摆上桌子当手术台。“曹八集战斗是在夜间打的，抬下来

的伤员黑压压一大片，有的伤员胳膊、腿被打断了，不忍目睹。”

在一次次战火的洗礼中，这位少年战士胆量练得越来越大，意

志练得越来越强，19 岁就成为部队里的一名军医。一天夜里，蒋

元之陪同师长到前线指挥部，半路上遭遇敌人袭击，一发炮弹落在

几米远的地上，当即把师长埋在土里，几个人把师长扒出来后继续

夜行。然而，行进中，蒋元之不慎从半山腰上滚落下来，摔坏了右

腿，至今右腿伤痛还困扰他。

忆往昔峥嵘岁月，蒋元之感慨：“回忆过去，不是为了继续仇

恨，而是为了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国家将9月3日设立为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警醒，也是鞭策。”

老兵蒋元之：伤员黑压压一片，不忍目睹

抗战老兵蒋元之与老伴

省博周三将举行
《安徽军民抗战史实展》

星报讯（记者 李皖婷）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记者昨日获悉，安徽博物院将于9月2日（周三）

在老馆推出原创大型展览《皖江洪流——安徽军

民抗战史实展》，届时市民将在这里重回那个战火

纷飞的年代，回顾江淮儿女浴血奋战的光辉岁月。

各类文物500余件、图片200余张、场景复原、

虚拟成像……记者在已提前布展好的现场看到，

展览以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为展示主体，以安徽

全民抗战为展示重点，结合安徽籍抗战将士以及

安徽第十战区日军受降两大亮点，全景呈现一幅

幅安徽军民八年抗战的独特历史画卷。

全国首家社区“抗战
纪念红色博物馆”成立

星报讯（张奇元 刘亚萍 星级记者 俞宝强）
一枚枚军功章，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本抗战

《老兵风采》……这些抗战时期的旧物件记录了抗

日战争的历史。如今，这些抗战历史物件被发现，

也被展示出来。日前，合肥市蜀山区丁香社区“抗

战纪念红色博物馆”开放……几位抗战老人现场

当起“讲解员”。

抗战博物馆的成立，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观。

家住汽修小区12岁的胡天昊小朋友说，“以往都是

在书本或者电影里看到战争，感觉战争离我们好

远，今天看到爷爷们的诉说，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

不忘国耻，更不能忘记爷爷们以及无数革命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我们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

欧明海：
仅凭几支土枪
打日军、斗汉奸

欧明海（1914-1944），安徽固镇人。1942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宿县沦陷，日军实

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欧明

海目睹惨状，毅然举起抗日大旗，在家乡组织起20

余名热血青年，仅凭几支土枪，在淮北抗日根据地

铁路沿线打日军、斗汉奸。

为联合抗日，他带着自己的队伍投奔李文宗、

孟子川的抗日队伍。后部队编为宿东独立团，任

独立团侦察队长。1941 年，在津浦铁路两侧开展

对伪军的统战工作，他通过各种渠道，和伪军中上

层人物沟通关系，在任桥车站以北开通了一条过

路通道，确保新四军第四师等近2万人顺利穿越敌

人严密封锁的铁道线，没有损失一人一枪，创造大

部队安全过路转移奇迹。

1942 年，欧明海任固镇沱南区武工队长。

1944 年春，任沱南区副区长兼区队长。他作战勇

猛，胆大心细，利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拔据点、除

汉奸、捉日寇，人称“孤胆英雄欧老虎”。沱南民间

至今还流传着“非虎似虎欧老虎，英雄虎胆有计谋，

敢拔据点维持会，日军破胆伪军哭。欧老虎，无行

踪，鬼子见了都心惊”的民谣。

1944 年 9 月，他带领突击班前往任桥烟谷堆

拔除日军据点，激战中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鲁敏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淮南大通万人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