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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闻

● 硝烟弥漫的红色战地——革命遗址

● 一路走来的艰难道路——红色足迹

● 永恒传承的红色精神——纪念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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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是红色胶东的源头，先后发生过“一一·四”

暴动、天福山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遗迹、遗存等红色

资源很多，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印迹，是威海人民的宝

贵精神财富。保护红色印记，探寻背后的英雄事迹，对

讲好胶东故事，弘扬红色文化内涵，传承革命先烈的奋

斗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将威海红色遗址、旧址、纪

念场所等与其故事的相关记载辑录在此，以资借鉴。

为党管档
  为国守史
    为民服务

内部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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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弥漫的红色战地——革命遗址

一、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遗址

天福山革命遗址位于文登城区东 20 公里文登营镇林场西 100 米处，占地面积 103.8

亩，海拔 110 米。这里林木茂盛，山泉甘冽，生态宜人，素有“天赐福地”之美誉，故

名天福山。

1937 年 12 月 24 日，中

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组织领

导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

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

称“三军”），拉开了胶东

人民抗战的序幕。三军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断发

展壮大，后来发展成为第 27

军、31 军、32 军、41 军等四

个军。

1971 年，文登县革命委

员会在天福山起义会址处筹

建天福山革命遗址纪念处，占地面积约 8733.8 平米。天福山革命遗址包括：天福山起

义会址、天福山起义特委临时会址、天福山起义纪念塔、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天福山起

义竖旗遗址。

天福山起义特委临时会址，长约 15.6 米，宽约 14 米，总面积约 224 平米。1937 年

12 月 24 日拂晓，中共胶东特委在此举行特委扩大会议。

1972 年，文登县革命委员会在天福山革命遗址西南百余米处，建立天福山起义纪念

馆，共有房屋14间，建筑面积450余平方米，陈列有关天福山起义的文物与史料140余件。

天福山起义纪念塔 1973 年落成，塔座边长 5.05 米，通高 12.24 米，寓意天福山起

义时间（1937 年 12 月 24 日）。塔身正面郭沫若题：天福山起义纪念塔。塔裙正面刻毛

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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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文登县革命委员会在天福山遗址院内树立“天福山起义会址”保护标志石碑，

占地面积约 5平方米。

天福山起义竖旗遗址位于天福山东部的小山顶，1937 年 12 月 24 日清晨，山东人民

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旗在这里竖起。

1980 年 12 月，天福山革命遗址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 年 10月，天福山革命遗址由中宣部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5 年 8月，

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 10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

（一）起义经过

天福山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有利于武装起义部队的集结和隐

蔽活动，易于出奇制胜。1937 年 12 月 15 日，理琪来到文登县沟于家村，于当天夜晚召

开了胶东临时工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重建中共胶东特委，任命理琪为胶东特委书记。

理琪传达了山东省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和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三军 ( 以下简称“三军”) 的指示，会议分析了形势和各阶级的动向，一致认为武装起

义势在必行。会议研究决定，12 月 24 日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12 月 24 日凌晨，理琪、吕志恒、林一山、柳运光、张修己等胶东特委领导登上了天福山。

清晨，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全体成员及文登、荣成、威海卫的抗日志士共 80 余人相继到

达天福山，庄严的起义仪式在天福山天寿宫前举行。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宣读了党的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关于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

理琪代表特委做了起义动员，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立即奋起抗战，抵御日寇的侵略。

理琪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 !”参加起义全体人员中的 60 人

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由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

天福山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诞生，同时也揭开了

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昆嵛山坚持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参加起

义，这是天福山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天福山起义的当天下午，起义队伍回到沟于家村。12 月 25 日，按照胶东特委的部署，

“三军”一大队从沟于家村出发，西上文登、牟平边界进行武装宣传，主要任务是向农

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

救亡活动，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即“扩人、扩枪、扩大宣传”。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二）岭上事件

天福山起义，鼓舞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和爱国的仁人志士，也震惊了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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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害怕人民起来抗日 , 害怕共产党和抗日武装的壮大，阴谋扼杀新生的“三军”。一

些地主纷纷到国民党政府告状，说共产党是土匪，捣乱社会治安。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

英便勾结县保安大队长丛镜月 , 纠集了公安队、盐务局、乡农学校、联庄会等五六百人

的地方反动武装，向“三军”一大队进行清剿包围。

12 月 31 日晨，“三军”第一大队西上宣传抗日到达文登县米山乡岭上村。当“三军”

大队准备召开村民大会，开展抗日宣传时，突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县长李毓英组织的地

方反动武装五六百人的包围。一大队政委宋澄向对方晓以民族大义，高喊：“我们是抗

日救国军 ,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方却诈称要“三军”派代表谈判，宋澄挺身而出，

只身一人前去谈判。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 , 宋澄当即被逮捕。一大队战士边还击边

撤退，敌人兵多武器强，三军战士除于得水等部分队员突围脱险外，其余 28 人遭逮捕。

李毓英把宋澄等 29 人骗至文登城后，杀害了参加“一一·四”暴动的红军胶东游

击队战士邢京昌、王洪、隋原清 3 人，余者被投入监狱 ,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岭上事

件”。

（三）胶东军政委员会的建立

1938 年 1 月 19 日，中共胶东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山东人

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政治部，理琪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任“三军”司令员 , 吕

志恒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一山任“三军”政治部主任。特委将天福山起义和威海起

义的两支起义部队重新整编为“三军”第一大队，孙端夫任大队长 , 宋澄任政委，司绍

基任副大队长，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不久，荣成埠柳乡校起义、黄山起义、

古迹顶起义和牟平育黎乡校（今属乳山）起义部队赴大水泊与“三军”会合 , 又成立“三

军”第二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 , 林乎加任政委 ( 宣布时，于烺为大队长，当月即被调任；

柳运光任政委，因有他任 , 未到职 )。

二、威海起义遗址

威海起义遗址——威海卫管理公署，位于现陆军守备五团院内。该建筑始建于 1899

年，为英租时期英国陆军部在威海北大营建成的中国军团指挥部，是中国军团最高指挥

机关。1906 年 6 月 1 日，中国军团解散，该建筑租给康来洋行开设旅馆，后为殖民政府

仓库。

1930 年威海卫收回后，成为威海卫管理公署办公楼。

1938 年 1 月 15 日日军侵威前夕，中共胶东特委通过多方面工作，争取管理公署专

员孙玺凤的支持，在此建筑前举行了威海抗日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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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3 月 7 日，日军

登陆威海，占领该大楼。此后，

日军扶持的伪政府——威海

卫专员公署就在此办公。

新中国成立后，该建筑

及北大营院区成为驻威解放

军的营房。

该建筑占地 1668 平方

米，砖石结构，花岗石砌墙，

楼主体为二层，东、西两面

带环廊。楼东首为四层，第

四层为钟楼。建国后，因重

新整修，一楼环廊挡风门窗全部拆除，只保留立柱；二楼环廊挡风门窗被改造。2009 年

钟楼又重新按上了时钟。至 2010 年底，楼主体保存完好。该建筑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威海起义

1938 年 1 月 15 日 , 中共胶东特委及中共威海地方组织成功地举行了威海起义。这是

中共胶东特委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取得抗日武装起义胜利的范例。

1937 年 10 月，山东省“民先”队部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派出一批“民先”队员

到各地开展统战工作，省“民先”队员孙明光（原名孙玺祺）因其胞兄孙玺凤在威海卫

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被派到威海卫开展工作。 

孙明光到威海后，利用专员弟弟的有利身份，到处活动，宣传抗日。他先是与中共

胶东临时工委委员李紫辉接上了民先队的关系，向临时工委汇报了来威海的任务，又通

过李紫辉等人的介绍，与威海中学教员袁时若、赵野民，国民党第三路军威海卫政训处

主任孙端夫，国民党驻威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中队长郝道逵等人接上了关系，为起义积

极地进行准备。

当时，威海社会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尖锐，威海商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威海的代理人，

他们妄图以出卖威海为见面礼，投靠日本当汉奸；警察局长郑维屏，思想反动，仇恨共

产党，反对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与商会“勾肩搭背”；驻威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教导

队的官兵有爱国之心，中队长郝道逵等人是民先队员，倾向抗日，但因威海卫管理公署

克扣军饷等事，与专员孙玺凤有矛盾，属于一股中间力量；孙玺凤有爱国热忱，倾向抗日，

威海卫管理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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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信心不足，孙玺凤想离开威海，又受到郑维屏的百般阻挠。

针对这种情况，胶东特委制定了“利用矛盾，发展统战，壮大自己”的方针。决定

由党组织和民先队团结政训处，争取海军教导队，孤立商会和警察局等反动势力，联合

孙玺凤和一切爱国力量，发动威海起义。

当时的关键人物是专员孙玺凤。孙玺凤既具有爱国热忱，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又对南京国民政府抱有幻想，对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估计不足，正处在犹豫和苦闷之中。

1937 年 11 月，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派林一山到威海，经孙明光引荐，与公署专员孙玺凤

进行了多次谈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分析抗战的形势，指出只有共同抗战才

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同时也尊重他的个人意愿。由于党的统战工作的及时细致及当时紧

迫局势的触动，他最终下决心接受胶东特委的主张，支持起义。

1938 年 1 月上旬，理琪等特委成员相继到达威海卫，隐蔽在孙端夫家里，多次开会

研究起义有关事宜，对起义作了周密安排。由于孙明光、孙端夫等人的活动频繁，引起

了郑维屏和商会头目的注意。警察局长郑维屏与商会勾结，极力压制异己力量，威海的

形势越来越严峻，起义迫在眉睫。

1 月 14 日，理琪派于烺回沟于家搬兵，以壮大起义力量，但因武装人员都在昆嵛山

一带活动，来不及调派。于烺便临时组织一些青壮年、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赶往威海卫。

15 日凌晨，各路参加起义的人员 100 多人相继到达专员公署。

上午 9 点，理琪与孙玺凤作最后的交谈，孙玺凤对起义表示支持，愿意把公署仓库

的一部分枪支、装备交给起义部队，他自己则要带着印鉴和公款取道香港去武汉向国民

党政府辞职。理琪当即表示：专员在威海期间，我方保证安全，专员要走，我们护送出境。

当天，警察局长郑维屏闻到风声，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布下了警力。下午 3 时，商会

纠集一伙暴徒，在公署大门口闹事，叫嚷要孙专员把公署的枪支和仓库的钥匙交给他们。

胶东特委马上组织参加起义的学生和农民将暴徒驱散，海军教导队的郝道逵和周军需官

也带人赶来支援。孙玺凤指责郑维屏不维持社会治安，让暴徒聚众闹事是严重失职，郑

维屏也就不敢再轻举妄动。此时，军火仓库已打开，起义队伍取出近百支枪和军装、军

毯等军用物资。

16 日晨，起义队伍在专员官邸前集合。孙明光先领大家高唱救亡进行曲。接着，理

琪讲话，他指出：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要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打鬼子，保家乡，

我们要到农村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保卫家乡，保卫胶东！他要求大家提高警惕，

防止反动分子破坏和捣乱。最后，理琪号召起义人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

民一道，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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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一行到码头，孙玺凤与孙明光登上了开往香港的邮轮。

下午 4 点半，起义部队 100 多人带着两大车军用物资，向文登沟于家村进发。

威海起义的成功，使“三军”人枪倍增，军威大振。文登县长李毓英得知消息后，

随即逃离文登。文登县政府即日将“岭上事件”中被捕的宋澄等 26 人释放。这次起义

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

党在胶东的影响，对“三军”的迅速发展和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三、威海保卫战遗址

1947 年 10 月，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一○八旅三二二团由海上乘 3 艘舰艇进犯

威海。国民党军舰驶入威海港，占领刘公岛，并于合庆村东半月湾至东山脚下登陆，占

领东山公园一带，开始逐步向西进犯，在古陌岭与守卫古陌岭阵地的我军东海独立二团

一营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威海保卫战历时半年。

    威海保卫战发生在威海城周边约 30 平方公里的丘陵山区，包括棉花山、里口

山、古陌岭、塔

山、田村、寨子、

北竹岛、金线顶

等 地， 多 数 战

斗、防御遗址已

被几十年的城市

扩建、公路建设

等活动占用或拆

除，无法确认。

只有威海保卫战

中最激烈的一场

战斗——古陌岭

战斗遗址保存较

好，基本保持原貌。现被确定为威海保卫战遗址之一。

古陌岭，又名古陌墩，主峰海拔 284 米，位于威海城区北部，菊花顶之西，山岭东

西走向，如石屏横列，雄伟壮观，峰顶在明代设有峰墩，置兵守卫，为威海九峰墩之一，

清代废弃。岭南麓有两小岭并列，因形如狮身，称狮子岭。在古陌岭南侧山前倾斜平原上，

威海卫保卫战遗址——古陌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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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山丘，位于神道口村西北，俗名老母顶，又名老鸦山。

现在山的上部仍是原貌，昔日的旧战场壕沟基本上被风吹雨淋自然填平，山南是市

区居民区，山北是孙家疃镇，基本上成为“城中山”。

威海卫保卫战

1947 年秋，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遭到惨败后，蒋介石派遣其陆军副总司令

范汉杰组成胶东兵团，6 个整编师 18 万多人，进攻胶东解放区。

10 月 3 日，国民党军胶东兵团整编第二十五师一○八旅三二二团在土顽和还乡团的

配合下，从烟台沿烟威公路分两路向威海进犯。遭到阻击，逃回烟台。10 月 6 日，国民

党军三二二团乘 3 艘舰艇改由海上进犯威海。下午，国民党军舰驶入威海港北口，发现

刘公岛无守军，遂占领刘公岛。接着三二二团在黄泥沟沿岸登陆。8 日下午，威海指挥

部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敌人撤回刘公岛。13 日晚 9 时许，国民党军于合庆村东半月湾至

东山一带偷袭登陆，占领棉花山、东山公园一带，团部设在合庆村。

面对敌人的进攻，东海军分区一、二、三团奉命赶赴威海参战。14 日晚，威海警卫

营和东海独立三团一个连进攻棉花山，毙、伤敌百余人。15 日晚，国民党军小股部队向

棉花山以西骚扰，抢劫戚东夼、谷家疃等村，被击退。是日晚，国民党军一股自棉花山

占领雕山，扑向古陌岭；另一股自东山公园进犯古陌岭被击退。16 日清晨，国民党军出

动 500 多人进攻雕山，东海独立三团连续打退敌人四次进攻，毙敌 9 人，伤 140 余人。

17 日晚 9 时，东海独立一团向棉花山一带反击，夺回东山公园，占领棉花山制高点。国

民党军几次向山顶反扑，都被一团击退。东海独立二团二营，反复冲杀，激战 8 个多小时，

毙、伤敌 200 余人。因弹药短缺，次日晨撤出战斗。国民党军占领雕山，东大楼至山东

村一线为国民党军所控制。东海独立三团坚守古陌岭高地，与敌对峙。国民党军三二二

团占领雕山后，于 10 月 18 日向古陌岭进犯。东海独立三团三营八连，从早晨打到午后

2 时许，打退国民党军 8 次进攻。28 日，胶东军区昆山武工队奉命到威海参加保卫战，

指挥威海第一、第三武工队和东海远征爆炸队，打击国民党军。在松顶山下孙家疃村附

近布设地雷阵。11 月 5 日，国民党军两个连从棉花山东口出来抢粮，其先头班走近雷区

时，昆山部队几十支步枪一齐射击，敌人被地雷炸死大半。敌人的两个连也踏入雷区，

死伤 40 余人，残敌逃回。

国民党军三二二团登陆后一个多月，一直被东海部队和威海地方武装压缩在棉花山

阵地。11 月 15 日，国民党整编第八师师长李弥派一六六旅 3 个团抵威海接守三二二团

的防区。11 月 17 日拂晓，一六六旅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古陌岭正面发起猛攻。东

海独立二团一营一连指战员沉着应战，给蜂拥而上的敌军以大量杀伤。天亮后，一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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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投入战斗。国民党军再次发起进攻，被一营击退。中午，国民党军倾巢而出，发动第

三次进攻。炮火猛烈轰击古陌岭山顶。正面增加兵力，四九六团从孙家疃村向古陌岭阵

地后侧迂回包抄。在腹背受敌、伤亡严重的情况下，一营指战员拼死反击。三团和昆山

部队在远遥山上策应，支援一营。下午 3 时，国民党军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下，向古陌岭

山顶猛攻。一营英勇抗击，班长乔聚会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同敌人同归于尽。下午 4 时，

一营被迫撤出阵地。古陌岭战斗后，威海参战部队分别撤至塔山、里口山、田村、仁柳庄、

寨子、北竹岛、金线顶等地防守。    

11 月 18 日，国民党军以两个团的兵力进犯市区，占领奈古山之后，又撤至市区北

部和东部，构成一条 10 余华里的封锁线。从 11 月下旬到翌年 1 月上旬，两军在市区展

开拉锯战。经过半年的较量，国民党军仅占领了市区以北 23 个村庄，再也无力发动进攻。

1948 年 3 月 29 日，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整编八师师长李弥亲自指挥，10 艘军舰从

烟台来威组织撤退。30 日晚，国民党军部队登舰。威海守军发现敌军逃窜，即全线出击，

赶到合庆村时，国民党军大部分已登舰。至此，历时半年的威海保卫战胜利结束。

威海保卫战是在没有主力部队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东海人民以自己刚组建的地方

军队和武工队、民兵拖住了国民党军装备精良的一个旅的兵力。粉碎了国民党军占领威

海进而攻占文登、荣成，控制威海、石岛海口，切断山东与东北两大解放区海上交通的

企图。威海保卫战为保卫胶东解放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材料来源于《环翠革命遗址》《文登印记——文登历史发展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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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的艰难道路——红色足迹

一、中共威海第一个党小组遗址

1932 年 4 月，威海卫公立第一中学学生汤福山、于荣瑞、刘德顺等党员，在校成立

了党小组。从此，中共威海第一个党小组在威海卫公立第一中学诞生。当时，在党小组

的带领下，广大师生走上社会，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有

一大批爱国学生投奔革命队伍。

中共威海第一个党

小组遗址位于现威海二

中北校区，校址金线顶。

威海二中建校于 1926

年，初名齐东中学，由

地方绅商筹款创办。

1929 年初，迁校于金

线顶，更名威海中学。

1931 年 1 月，威海卫

管理公署接收威海中

学，改为公办，定名为

威海卫公立第一中学。

1954 年更名为山东省威海市第二中学，简称威海二中。

1929 年，威海中学在金线顶建筑了教室 4 个，教职员宿舍兼办公室 10 余间、学生

宿舍 2 排（可容寄宿生 200 人）及厨房、饭厅各 1 所。之后，校舍不断扩建，1982 年，

全校共有 21 个教学班。上世纪末，该校因发展需要，将原有平房建筑全部拆除，改建

为楼房校舍。

现威海二中北校区占地 3.7 公顷，建筑面积 3 万多平方米。原威海卫公立第一中学

的建筑物在几十年间，已全部拆除。

中共威海第一个党小组

威海的中共地方组织是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风暴中诞生的，并不断

 威海第一个党小组遗址（现威海二中金线顶山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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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和发展起来。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前后，我党办的刊物和进步书籍不断地传入威海。革命真理的传

播，引起了威海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思想上的深刻变化，为威海党小组的创立，打

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8 年，孙季周（荣成成山卫镇人）考入刘珍年部队的芝罘陆军军官学校，在军校

参加了共产党。1930 年夏，孙季周毕业回到荣成，在石岛公安局当巡长。1931 年夏，他

被烟台市委指定为中共荣成特支书记。“九·一八”前后，孙季周在石岛国民党办的保

甲训练班当教官时，主动接触那些纯朴的农民和有革命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他们中

间发展党员，丛烈光就是其中的一个。丛烈光原是威海卫公立第一中学（简称威海一中）

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入党后，为党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在威海的进步学生中积极发展党员，

扩大党的影响，为威海建立第一个党小组播下了种子。

1932 春，威海爆发了第三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学潮。通过学潮，一大批爱国学生

受到了锻炼，威海一中学生汤福山、于荣瑞、刘德顺和李振清等人，表现尤为突出。学

潮结束后，丛烈光把他们发展为党员。这是威海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同年 4 月，中共威

海第一个党小组就在威海一中诞生了。她的诞生，标志着党从此在威海开始了星火燎原

的斗争。威海党小组先是受中共荣成特支领导，9 月，丛烈光考入文登乡师之后，改受

文登乡师党支部领导。第一任组长是汤福山。

1932 年秋，汤福山离开了威海一中，回到荣成石岛开展党的活动。汤福山离校后，

于荣瑞 ( 文登驾山人 ) 接任党小组长。于荣瑞和刘德顺一起，经常在进步学生中宣传苏

区的大好形势 ，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讲解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才能得到

翻身解放的道理。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威海一中涌现出一大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

于荣瑞和刘德顺抓住时机，发展韩力、吕鸿士、王积海和夏戎为党员，扩大组织。就这样，

早期的威海地方党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自 1932 年 4 月至 1933 年

4 月底，这是威海一中党小组最活跃的时期。

1933 年“五一”节前夕，文登乡师党支部组织委员丛烈光来到威海，领导在新威路

和统一路两旁的墙壁和电线杆上张贴了 50 多张标语。“五一”节清晨，市内出现了抗

日反蒋的大标语，反动当局大为震惊，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立即指派公安局进行侦缉。

学校勒令于荣瑞和吕鸿士二人退学，于、吕二人当即愤然离校，又强令刘德顺等下学期

不得再返校学习，韩力也因暴露，只好离校考入烟台八中求学。这样，到 1933 年秋，

威海一中的党员就只剩夏戎和王积海两个人。“五一”节张贴标语之举，虽唤醒了群众，

但也过早地暴露了组织。至此，威海第一个党小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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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海第一个党小组建立后不久，1933 年 2 月，中共党员刘庆华从文登来到威海，

他和文登的党组织秘密取得联系，成立了党小组。1934 年春，中共胶东特委派中共党员

林治华到威海城区活动。他以在钦村教学的公开身份，在海港和老集村发展了几名党员，

成立了党小组。1934 年下半年，威海一中学生夏戎、王积海毕业返乡，转入农村开展斗

争。刘德顺到温泉河西村，以教学作掩护，继续坚持开展党的工作。

威海党组织自 1932 年诞生以来，由弱到强逐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到抗日初期，

活跃在威海各地的党组织，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一面不断发展地方党组织和“民先”

组织；一面加强对国民党部队和专员公署机关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后来的威海起义和国

民党驻威部队的一度守土抗战奠定了基础。

二、荣成民众教育馆、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旧址

荣成县民众教育馆旧址位于成山镇成山四村卫生所。旧址初为娘娘庙，有倒房四间,

正殿 3 间。正殿内

供奉娘娘神像。院

内东西各有两间厢

房，在东厢南头向

东开一门面街，是

庙的主门，整个建

筑东西 15 米 ,南北

20 米。1913 年荣成

县立第一女子初等

小学用此庙作为校

舍，后改为荣成县

立城内第二小学。

 

民众教育馆、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旧址

1931 年后，娘娘庙改为荣成县民众教育馆。在 20 世纪 30 年代，荣成县民众教育馆

是曹漫之、李耀文 (原名张锡绅 )等荣成早期共产党员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场所。

1936 年 , 曹漫之、李耀文、王骏超 ( 原名李光熺 ) 等人以民众教育馆为基地，成立

了青年剧团 ,以文艺形式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后，青年剧团改称烟台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

1939 年日军入侵荣成，民众教育馆解体。

荣成民众教育馆、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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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成山四村将民众教育馆旧址改建为老年活动室，内部进行装

修，配备游乐设施，活动室门前建设了健身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目前已成为群众开

展文体活动的阵地。

荣成民众教育馆、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

1931 年，娘娘庙改为荣成县民众教育馆。1933 年，李耀文在县民众教育馆任管理员。

1934 年 11 月，曹漫之从海阳回到荣成，兼任县民众教育馆夜校教员。从那时起李耀文

接受党分配给他的任务。因为他能够出入县政府，曹漫之就让他搞一些情报。曹漫之把

这些情报用药水密写后报告中共胶东特委。此时，曹漫之与于春铭恢复了城厢党支部，

并与胶东特委保持联系。根据上级指示，为唤醒人民，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

决定以县立第一小学和民众教育馆为基础，大力开展革命文化的宣传活动。通过在民众

教育馆夜校上课这一有利形式进行革命文化宣传，经常接受教育者达 150 人之多。通过

宣传教育 , 许多人都逐步觉醒起来。

1935 年，“一一·四”暴动失败后，曹漫之被迫离开荣成去了青岛。1936 年 6 月曹

漫之回到荣成，仍以民众教育馆为基地，以民众夜校教员的身份来进行活动，同李耀文

一起用民众教育馆的经费购进了大批的进步刊物。李耀文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大家阅读，

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同时创办了《每日快报》, 每天按时收听电台宣传抗日

的节目，记录后就组织刻版、印刷，每天早晨发报，这样接受教育的人就更多，宣传的

面就更大了。

6 月后 , 曹漫之、李耀文、王骏超 ( 原名李光熺 ) 等人以民众教育馆为基地，成立了

青年剧团 , 以文艺形式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野蛮罪行。青年剧团实质上是荣成党组织进行秘密活动的掩护体。1937 年春，曹漫之介

绍李耀文、王骏超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芦沟桥事变后，青年剧团改称烟台河山话剧社

荣成分社，负责人有曹漫之、李耀文、蔡宗保等 , 骨干成员后来发展到四五十人。

分社根据人员的专长，下设演讲队、歌咏队、戏剧队。分社的文化宣传工作仅是任

务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工作是以此为掩护，到全县各地与地下党组织进行联络 , 开展“民

先”活动，发展“民先”队员，举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促进群众性抗日救亡运

动的开展。

1937 年 10 月后，话剧社在全县范围进行宣传演出，观众达五六万人之多。1937 年底，

分社主要领导成员曹漫之、李耀文等为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 , 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分

社停止了抗日宣传活动。

埠柳乡校起义后，曹漫之、李耀文等率起义队伍编入三军，后随三军西上蓬黄掖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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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北部党组织的活动又陷入停滞状态。为此，时任中共文荣威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和

三军第三路负责人的丁光经常去县城指导工作，帮助荣成重建党组织。1938 年 4 月，重

新建立了城厢支部，并确定民众教育馆为三军第三路荣成办事处，直接隶属于文荣威边

区工作委员会。办事处是三军第三路的公开机构，通过办事处便于对国民党荣成县政府

进行统战工作。1939 年日军入侵荣成，民众教育馆解体。

三、胶东育儿所旧址

1942 年 7 月，中共胶东区委在牟海县 ( 今乳山市 ) 组建胶东育儿所，选取红色乳娘

哺育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300 多名红色乳娘和保育员在极端艰苦和危险条件下

哺育保全了 1223 名革

命后代，在血雨腥风的

革命战争年代，他们用

朴实无私的行动，谱写

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大

爱之歌。

为弘扬“红色乳娘

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乳山市委市政府对

胶东育儿所这段珍贵的

历史记忆进行了抢救性

保护。2013 年，通过新

闻媒体多次发布征集公

告，对胶东育儿所、乳

娘、乳儿相关资料、实物再一次进行搜集保护，并安排党史、文化、民政、电视台等部

门分赴烟台、济南、北京、上海等 20 多个城市，采访有关人物线索 30 个，征集文物资

料 769 件。

2016 年，乳山市利用田家村胶东育儿所原址民房，修缮建成胶东育儿所教育基地，

这是继威海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之后乳山市打造的又一红色精品工程。胶东育儿所教育

基地主要设胶东育儿所纪念馆和胶东育儿所旧址两个部分，共10处展室，通过文物、照片、

影像、复原展室等形式，展现胶东育儿所光辉历史和红色乳娘感人事迹。

纪念馆分为三个展室，主要展示胶东育儿所筹建发展历程、乳娘哺育乳儿的故事、

乳儿感恩寻亲的故事、乳娘精神的传承等内容，设有影像播放室。

胶东育儿所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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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部分包括胶东育儿所旧址、胶东行政主任公署旧址、幼儿生活室、伙房及三个

复原的乳娘人家，共七个复原展室，给人以身临彼时的穿越感。

胶东育儿所

1941 年，胶东行署和胶东妇联共同研究决定，在荣成县筹办一个专门收养战争遗孤

和无法随军的干部子女的托幼机构——胶东医院育儿所。当年冬天，育儿所在荣成县的

一个小村子成立，1942 年 4 月转移到牟海县 (1945 年更名乳山县 ) 东凤凰崖村，7 月更名

为“胶东育儿所”，9 月育儿所机关迁至田家村。当时胶东育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在周边

村庄为那些孩子寻找乳母。

迫于日军经常性的“扫荡”，育儿所在管理体制上采取村民分散收养的方式应对险

恶的形势。东凤凰崖村处于乳山、牟平、栖霞、海阳四县交界处，是日军统治的边缘地

带，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群众基础良好，成为八路军子女寄养的主要村庄之一。育儿所

的最主要工作就是选择不脱产的乳母。育儿所的工作人员与周围村的党组织和妇救会联

系，选择了一批乳母 ，经体检合格后，开始奶养孩子。在当时，为了隐蔽，孩子是随乳

母分散在各村居住的，称乳母是“妈妈”。随着孩子的增多，到 1944 年，育儿所的管

理工作分为总务、医务和巡视三个组。总务组负责生活供应。医务组深入到乳母家，为

孩子和乳母检查身体，向乳母宣传卫生常识以预防各种疾病。巡视组除负责到各村巡视

检查乳母带孩子的情况外，主要是做好调查聘请新乳母的工作。1947 年 8 月 1 日，胶东

育儿所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育儿所的领导代表胶东区党委向有功人员颁发了荣誉奖章，

全所 80% 的工作人员受奖。

非常值得敬佩的是那些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不脱产乳母，是她们用甘甜的乳汁哺

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1942 年 11 月，日寇在马石山一带

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当时，胶东育儿所的二三十个孩子被包围在马石山一带，

育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乳母们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在反“扫荡”中，乳母

宫元花同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李玉华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福永在凤凰崖一带的山上与敌

周旋。因为时值冬天，夜里，宫元花把孩子包在自己的棉衣里，让孩子的脸紧贴着自已

的胸口，与李玉华对面而坐，两人的手都插在对方的胳肢窝里，共同用身体温暖着孩子。

她们从白天坚持到黑夜，从黑夜熬到天明，直到鬼子撤走，才和孩子回到田家村。在

1944 年“六一”儿童节纪念大会上，宫元花和李玉华被授予“育儿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当时，把心血全部倾注给孩子的何止是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和乳母，即使那些年迈

的老人也在尽着自己的一点力。东凤凰崖村乳母沙春梅抱回育儿所 3 个月大的小春莲奶

养，年迈的婆婆为了让儿媳专心带好孩子，她起早贪黑把家务活全揽下了。春莲 5 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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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的父母把她接走了，全家人吃不好、睡不香，做梦也和小春莲在一起，婆婆也因想

念春莲哭成了耳聋。

1948 年，育儿所开始公开招收保育员。那时有宫元花、肖国英、姜明珍、佟玉英、

初连英、姜淑珍、矫凤珍、姜玉英、王聪润等好几百位乳母，然而，大部分乳母没有留

下姓名。

四、胶东兵工厂旧址

胶东兵工厂在威海境内散布于乳山市崖子镇各村，及文登市辛庄、宫家庄、北黄村、

慈口观村、六度寺、凤山寺、无染寺等处。

胶东兵工厂是八路军在胶东境内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1938 年 2 月雷神庙战斗后，

在崖子一带成立了“三军”修械所，约 20 余人。随后胶东兵工厂不断发展，相继诞生

了 5 个兵工厂，其中在威海境内活动过的有山东纵队第五旅第一兵工厂、第三兵工厂、

第五兵工厂（1941 年 12 月合并于第一兵工厂，1945 年初重设）。这些兵工厂随战争情

况的变化经常转移，第

一兵工厂先后在崖子、

马石店、下沙家、东凤

凰崖、上沙家、西凤凰

崖等村驻过，第三兵工

厂先后在高家台、万家、

棘子园、吕格庄、马家

庄、王疃等村驻过，

第五兵工厂先后在南地

口、蓬家夼、大院等村

驻过。驻地群众为支持

兵工生产，自动搜集捐

献铁、铜送到工厂。

威海境内规模最大的胶东兵工三厂，全国解放后发展到 1000 多人，迁址到博山石

灰坞，改属中央兵工局领导，改称山东第二兵工厂。

乳山市下石硼村在革命年代就是红色堡垒村，至今保留着早期党员秘密联络站、兵

工修枪组旧址、藏被服秘密山洞、救治伤病员的老房子。2017 年，下石硼村纳入红色教

育基地提升工程的总体规划，对这些遗址进行改造，“胶东人民兵工历史陈列馆”“胶

东军区被服厂旧址”“党员秘密联络点旧址”“兵工三厂修枪组旧址”“电影《山菊花》

胶东人民兵工历史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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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基地”等多处红色遗址也恢复了原貌。

胶东兵工厂

设立在抗日根据地的胶东兵工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从事枪械维修、武器

弹药生产的工厂。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兵工厂在当地百姓的支持、掩护与保护下，

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产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

的贡献。

1938 年春，“三军”总部在牟平县崖子村（今属乳山市），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

修理枪械的兵工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三军”修械所。后因战略转移，修械所随军进

入蓬黄掖根据地，并分别扩充成立了第一兵工厂与第二兵工厂。但留在威海等地的小

型兵工厂，依然活跃在昆嵛山一带。1940 年 3 月，东海指挥部根据毛泽东“每个游击

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 , 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

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患”的指示精神，将小兵工厂扩大到 30 多人的规模，成立东海指

挥部兵工厂，简称东海兵工厂。1941 年初 , 东海兵工厂接收郑维屏部撤离昆嵛山时丢

下的一个拥有十几台简陋设备的修械所，组建了“东海军分区第三兵工厂”，亦称胶

东兵工三厂。

兵工三厂驻扎在昆嵛山一带。这里是胶东早期红军活动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

地形隐蔽，易于同敌人周旋，是战时搞兵工生产的理想之地。在这条东西走向的沟壑

里，自东而西的柳林庄、宫家庄、辛庄、六度寺等村落和庙宇 , 都是兵工三厂的驻地。

辛庄是兵工三厂重要的生产基地。这是个 7 户人家的小村落，原有厂房大多由民宅改建。

八路军接收后，对民宅支付一定房租后继续使用，兵工三厂正式投入生产，按照“以

弹药生产为主”的方针 , 逐次抓枪弹、手榴弹、地雷的研制开发。此后，工厂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日渐提高，手榴弹由刚开始月产 300 枚 , 半年后上

升至 5000 枚。为提高技术 , 还广招人才，建起了一支思想好、技术过硬的队伍，军工

技术和生产能力迅速提升。

为了既能保证产品质量，又能确保将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等及时运到前线使用，

每天生产的武器都有专人实验，实验场就设在辛庄村南山。向外运送武器，则多半在

晚上用马车运出。

1942 年冬，日寇为破坏抗日武装、摧毁兵工厂，组成破坏队，对昆嵛山区进行“扫

荡”。兵工三厂紧密依靠群众，在敌人进攻时，巧妙地将工厂“化整为零”，把机器

拆开埋藏，把职工分组疏散转移，隐藏在群众家中。此后，兵工三厂接连不断遭受日

寇的跟踪袭击，设备物资遭受损坏。为了保障正常生产，兵工厂提出了“生产中备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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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生产”的口号 , 兵工厂工人亦工亦兵，在昆嵛山中与敌人展开游击战 , 成为一支既

会生产枪炮弹药，又能持枪战斗的抗日部队。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 ,1947 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兵工三

厂的正常生产受到较大的冲击。为顾全大局 , 三厂派出核心技术人员和先进设备支援

二厂、四厂的炮弹生产，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支援。

（材料来源于《中共威海地方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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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传承的红色精神——纪念场所

一、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

1942 年 11 月，日本侵略军及伪军 2 万多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式大“扫

荡”,24日在马石山残杀抗日军民5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马石山惨案”。在反“扫

荡”斗争中，胶东抗日军民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

1970 年 10 月，乳

山县为纪念在“马石

山惨案”中牺牲的抗

日军民，决定在此修

建马石山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 1971 年开工

建设 ,1972 年 10 月竣

工 , 占 地 5.4 公 顷，

分革命烈土纪念塔、

抗日烈土纪念堂、广

场、烈士陵墓和接待

室与管理人员生活区 4

部分。

2013 年，乳山市投资 5000 多万元，对马石山烈士陵园进行了高标准修缮改建。

2015 年 8 月 15 日，威海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揭牌并正式对外开放，基地占地面积

16900 平方米，布展面积 1933 平方米，以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乳山革命纪念馆和宣传

教育中心“两馆一中心”为主体，建有烈士墓区、革命烈士纪念塔、革命烈士英名录墙

等烈士纪念建筑物，成为集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党性教育、国防教育于一体的红色教育

基地，年接待学员、游客近 20 万人次。

1990 年 6 月，马石山烈士陵园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山东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

物保护单位”。2005 年 12 月，被授予“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2014 年 8月，

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与此同时，“马石山十勇士”作

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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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大抗日英雄群体之一，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2015 年 11 月，被中宣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12 月被中共山

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社科联联合授予“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称号，被中共

山东党史研究室授予“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称号。

马石山十勇士

1942 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11 月 8 日，

冈村宁次亲抵烟台部署，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式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

胶东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机关。大“扫荡”历时 40 多天，马石山是一个重要的合围点。

当时，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只有 1.4 万人，从兵力、装备对比上明显处于

劣势。马石山附近的党政军机关、兵工厂、医院和数千名群众，巧妙地突破包围圈，大

部分突围出去。丧心病狂的日军便把魔爪伸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

石山惨案”。

11 月 23 日傍晚，数千名群众和八路军数支小分队被围困于马石山区。八路军胶东

军区五旅十三团七连六班 10 名战士，执行完任务路过马石山，看到群众身陷绝境，在

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留下来帮助群众突围。

那天傍晚，班长王殿元先与部分群众研究突围路线。深夜，王殿元和战士们把第一

批群众分成两队，顺着山沟向预定突围的沟口转移。趁火堆旁的日伪军人困马乏，王殿

元带领 3 名战士悄悄干掉哨兵，扑灭火堆，护送 200 多名群众顺利突围。

第一次成功突围后，十勇士迅速回到马石山上，找到海阳县八区 100 多名群众。王

殿元把 9 名战士分成 3 组，约定了会合时间、地点。王殿元率领 3 名战士，趁敌哨兵戒

备懈怠，打通了一处新的突破口，引导群众就近迅速跳出包围圈。其他两组也数次组织

零零散散的群众从第一个突破口成功突围，又救出上百群众。随后，战士们第三次返回

山上，并带领第三批数百群众陆续赶到第一个突破口。这时，东方天空刚刚发白，敌人

发现了被杀的鬼子，立刻鸣枪赶来。王殿元布置用机枪吸引敌人火力，自已率领其他战

士向敌人扑过去。敌人被杀退了，惊慌的群众冲出了包围圈。但一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

王殿元等也受了伤。

当得知还有“满满一沟”老百姓被围困在西南山沟里，战士们又四闯日军包围圈。

此时天已大亮，山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日伪军。混战中，又有 3 名战士牺牲。为给第四

批突围群众争取更多转移时间，6 名战士且战且退，登上与群众突围相反方向的马石山

主峰西侧峰顶，越来越多的敌人被吸引过去。

战斗最激烈时，战士们与四面攻山的敌人殊死拼杀，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块砸向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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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班长王殿元和两名战士宁死不降，抱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

于尽。

战后经过多方查证，十勇士中只有 7 人被证实了名字，他们是王殿元、赵亭茂、王文礼、

李贵、杨德培、李武斋、宫子潘，还有 3 位战士的姓名难以考证。据被营救的百姓说，

十勇士大部分是胶东口音，是胶东人民子弟兵。人民至上的初心和使命是无声的命令，

使同在马石山上的八路军胶东部队等众多英雄群体，同十勇士一样，不约而同发起了救

援群众的突围战。

二、谷牧旧居

为缅怀谷牧的光辉业

绩，弘扬谷牧的崇高精神，

根据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

要求，荣成市对石岛管理

区宁津街道东墩村的谷牧

旧居进行了整体修缮。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谷

牧诞辰 100 周年之际，谷

牧旧居正式对外开放。

谷牧旧居系清朝嘉庆

年间所建的农村四合院式

海草房，具有典型的胶东

传统民居建筑风格，占地 400 多平方米，分南北两个宅院。北院复原了谷牧少年时代读

书和生活的场景，南院设立了谷牧生平事迹展览室，分“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走上经

济建设领导岗位”“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乡情亲情友情”等部分，展示了谷牧各个

历史时期的光辉业绩，陈列了谷牧子女及亲属捐赠的纪念品，现已被批准为“威海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地将依托谷牧旧居，在东墩村打造内涵丰富、

特色鲜明的红色教育基地，弘扬革命精神和传统文化。

谷牧

谷牧，原名刘家语，1914 年出生于东墩村。1931 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由孙己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学校又积极活动，发展

了毕庶梓、楚金盛为中共党员。1932 年“五一”节前夜，参加了孙己太领导的张贴标语

的宣传活动。9 月，根据中共荣成特支的指示，谷牧、丛烈光、邢礼文等考入山东省立

谷牧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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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 文登 ) 乡村师范学校，以读书为掩护，从事党的活动。该校校长于云亭也是中共党员，

因此省立第七乡师成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和培养革命力量的摇篮，当时一度被誉

为“红七师”。不久，在于云亭的保护和指导下，秘密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谷牧任书记，

丛烈光任组织委员，邢礼文任宣传委员。一年后，该党组织已发展 30 多名党员，约占

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省立第七乡师当时实际上负责文登、荣成、威海三地党的领导工作。

1934 年，谷牧离开了省立第七乡师，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1935 年，在北平

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先后任组织委员、书记等职。1936 年，到东北军从事党的“兵运”

工作。1940 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八路军第 115 师兼山

东军区政治部统战部部长、中共滨海区第二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

中央华东局秘书长、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谷牧

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长。1952 年 3 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

上海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书记。1953 年 9 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业部部长、中共上海

市委副书记。1954 年后，历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4 年 8 月至 1965 年 3 月兼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

治部主任。1965 年 4 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

谷牧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66 年 9 月，党中央决定谷牧协助国务院领导抓

经济工作。1973 年 3 月后，谷牧恢复领导职务，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革委会主任、党

的核心小组组长，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5 年后，

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

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0 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 年任国务委

员。改革开放之初，谷牧负责对外开放工作，深圳、蛇口是他常去的地方，为特区建设

做出了突出贡献。1988 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 年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全

国政协领导职务。2009 年 11 月 6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

三、冯德英文学馆

冯德英文学馆位于乳山市胜利街东部，是为纪念山东省文学艺术终身成就获奖者、

中国著名作家冯德英的文学成就，深入研究冯德英的文学作品，推动文学事业发展而设

立的 ,2008 年正式对外开放。该馆为仿唐式建筑，馆名由著名书画家韩美林题写。总建

筑面积 1500 平方米，一楼为 400 平方米的主陈列厅、冯德英书房复原室 , 二楼设有多

功能厅、题贺厅、创作厅。馆内陈列、收藏冯德英文学创作生涯中丰富的图片、作品、

影像、实物等宝贵资料 2000 余件，反映了冯德英的成长历程、革命生涯及文学风采。

为提升国防教育和爱国教育效果，2012 年 10 月增设了反映胶东自宋、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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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抗日战争时期近 700 年日

本侵华历史的“胶东御倭抗

日纪念馆”，可令观者深切

感受到胶东地区浓郁的爱国

情怀和人文历史。

冯德英文学馆以传承优

秀文化传统，弘扬“三花”

人文精神为办馆宗旨，以学

习研究冯德英的文学思想，

组织相关学术研讨交流等文

化活动，普及推介冯德英文

学作品为中心工作。如今，

冯德英文学馆已被命名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山东省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山

东省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以及 40 多家省内外媒体先后对冯德英文学馆进行了宣传报道。冯德英文学馆已成为胶

东和乳山璀璨的文化名片，是山东省红色文化、爱国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

冯德英与抗战文学

1935 年 12 月冯德英出生于乳山市冯家镇观上冯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9 年 1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 年 8 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入伍后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讯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华东空军航训大队深造，

1959 年调至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任专职创作员。1980 年转业回山东工作，历任济南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政协济南市委员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兼党组书记，《泉

城文艺》主编、《时代文学》主编、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政协青岛市委员会副主席。现为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

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

冯德英 1953 年开始业余文艺创作，1958 年 1 月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苦菜花》，

从此走上专业创作道路，成为部队的专职作家。其后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迎春花》《山

菊花》《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中短篇作品选集》、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女

飞行员》等，作品被译为俄、日、英、朝、越、蒙、罗等多国文字出版。他的作品被誉

为昆嵛山的“顿河风情”和“胶东风格”的杰出代表，《苦菜花》也被称为中国版的高

冯德英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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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基《母亲》。冯德英及其作品多次获得各种褒奖，2007 年 12 月，荣获中共山东省委、

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山东省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

描写革命战争时期胶东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

是他的代表作品，50 年来多次再版，发行 1000 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改编

成多种文艺形式广为流传，影响了几代人。

《苦菜花》是“三花”系列的第一部。小说以胶东半岛昆嵛山区的农村为背景，展

现了当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日寇、汉奸、封建势力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

《迎春花》是“三花”系列的第二部。小说反映了解放战争初期蒋匪军向山东解放

区发动重点进攻时，胶东根据地人民英勇斗争的生活情景。小说深刻地描画出了当时尖

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首高亢的颂歌，优美的史诗。

《山菊花》是“三花”系列的收笔之作。小说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正处

于相对低潮阶段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胶东特委从秘密建党、发动群众，到

积蓄力量、武装暴动，领导胶东人民与地主军阀的阴险破坏、残酷镇压做曲折复杂的殊

死斗争。

冯德英的“三花”长篇系列集中反映了胶东半岛人民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革命斗

争，情节起伏跌宕，语言清新流畅，性格描写细腻生动，具有抒情乡土的特征。《苦菜花》

中的《春潮》还被编入了小学语文教材。

（材料来源于《走进乳山》《红色印记——荣成革命旧址遗址及纪念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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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海 市 档 案 馆

本期要闻

● 硝烟弥漫的红色战地——革命遗址

● 一路走来的艰难道路——红色足迹

● 永恒传承的红色精神——纪念场所

（第六期）

资

政

参

考

威海是红色胶东的源头，先后发生过“一一·四”

暴动、天福山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遗迹、遗存等红色

资源很多，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印迹，是威海人民的宝

贵精神财富。保护红色印记，探寻背后的英雄事迹，对

讲好胶东故事，弘扬红色文化内涵，传承革命先烈的奋

斗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将威海红色遗址、旧址、纪

念场所等与其故事的相关记载辑录在此，以资借鉴。

为党管档
  为国守史
    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