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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十三陵沿昌赤路一直
向北，导航仪上的路线像肠
子一般九曲十八弯。兜兜转
转来到山顶，路边五个鲜红
的大字映入眼帘——“延庆
欢迎您”。进入大庄科乡境
内了。

下山还是盘山路，到了
平地，左转继续往山沟里开，
乡村路两侧开满鲜花。走了
不知多远，路边开阔处露出
一块石碑，写着“昌延联合县
政府旧址”，霹破石村到了。

“八路军到平北建根据
地，第一个落脚点选这儿，因
为这里偏僻、山多，适合开展
游击战争。”等在村口的平北
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高德强
说，“你来的这条路是条沟，
共有七个村，里长沟、慈母
川、董家沟、景而沟、沙塘沟、
铁炉村，加上霹破石，合称

‘后七村’，当年，八路军建设
平北抗日根据地，就从这里
开始。”

当时，这里是伪满洲国、
伪蒙疆政府、伪华北政府三
个傀儡政权的交界处，日军
和伪满军、伪蒙疆队、伪治安
军四股军事力量时不时就来
烧杀抢掠，百姓日思夜盼共

产党八路军早日来。
平北是连接平西和冀东

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
道。1939年，冀热察区党委
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根据晋
察冀中央分局的决定，经过
充分讨论，确定了“巩固平
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三
位一体的战略任务。

挺进平北、建立抗日根
据地势在必行。

八路军曾两次挺进平
北，都没站住脚。

1938年 5月，中共中央
军委为支持冀东人民抗日大
暴动，命令八路军第四纵队
由宋时轮司令员、邓华政委
率领，迅速挺进冀东。部队
分两路东进，北线经延庆县
康庄镇、延庆镇、永宁镇进入
四海镇和怀柔区；南线经延
庆县青龙桥、昌平十三陵进
入昌平北部、延庆南部山
区。南线经过“后七村”，比
北线更近。

为开辟和控制这条交通
走廊，八路军留下了部分队
伍，就地宣传抗日救国，秘密
发展共产党员，建立游击队。

1938年 10月，支援冀东
暴动的部队相继撤回平西整
训。因斗争环境严酷，1939
年4月，留在大庄科地区的地
方工委也奉命撤回平西。八
路军第一次挺进平北失败。

1939年春，八路军四纵
队派三十四大队和蓟遵兴游
击队第一支队二进平北。但
在昌平北山和延庆南山一
带，受到伪满洲军和土匪的
两面夹击，给养难以解决，加
上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明确任
务，只坚持了一个多月，再次

撤回平西。
“八路军两次挺进平北

虽然最后都撤走了，但在当
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也唤
醒了人民的觉悟，抗日烽火
已经在这里点燃。”高德强
说。1939年底，中共平北工
作委员会在平西成立，并组
成了昌延联合县政府的班
子，决定第三次挺进平北。

1940年1月5日傍晚，一
支队伍经过几天艰苦行军，
抵达霹破石村，这支队伍就
是昌延联合县的地方干部，
他们进驻霹破石，即宣告昌
延联合县政府正式成立。这
是决定开辟平北根据地之后
建立的第一个联合县政府。
胡瑛任县长，张子丰任民政
科长，杨俊廷任财粮科长。

2009年，大庄科乡政府
对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进行
了修复，原县长、县委书记住
处以及民政科、财粮科、实业
科、联络科、公安科等旧址原
貌重现，还原了当年战斗、生
活场景。

走在霹破石村，“扫荡倭
寇 还我河山”、“艰苦奋斗 自
力更生”……道路两侧的土
坯墙上还能看到当年的革命
标语和口号，让人仿佛回到
了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当时敌人以为就是小股
八路、过路游击，或者是外线
作战，没有组织力量攻击我
们，抗日力量在当地迅速发
展。”高德强介绍，经过四个月
就建起五个行政区，有抗日工
作的村落达 50多个，发展党
员331人，地方武装建起三个
游击队，各村还陆续组建了抗
日救国会、抗日自卫军、工人

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
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

八路军的活动引起日伪
军注意。1940年5月开始，敌
人集结了 5000多兵力，对昌
延地区进行拉网式大扫荡。

“此后，每年春夏秋冬都
要进行扫荡，北面的向南、南
面的向北，像梳头发一样，有
的村一年被烧好几次。”高德
强说，1941年 8月以后，特别
是 1942年，敌人实行了惨无
人道的“三光”政策，一些党
员、干部被杀被捕，还有一些
不坚定的党员脱离组织，有的
投敌叛变，一些抗日积极的人
家也受到打击迫害，昌延根据
地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

“这一时期，昌延县委一
方面加强党内思想建设和整
风运动，纠正了对敌斗争方
面一些右倾思想和统一战线
方面的片面性，以及在组织
方面的分散主义和宗派主
义，同时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并积极进行锄奸、反特、惩治

叛徒的斗争。”曾经在昌延县
委任秘书的老八路靳子川在
回忆文章中写道。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
1944年底，昌延 242个行政
村，建起了 107个党支部，党
员发展到 1200 余人。1945
年，仅延庆县246个行政村就
建起138个党支部，党员发展
到2156人。

1945年 8月 23日，八路
军以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
据地的主力军十团和四十团
为主力，从日军手中解放了
张家口，使其成为我军解放
的第一个省会城市，轰动了
延安，轰动了全中国。

今天的大庄科，山清水
秀。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全
乡正在建设“冰川绿谷”沟域
经济产业带，发展乡村旅游。

“红色遗迹”也成为大庄科的
名片，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
观众来此参观，缅怀先烈。老
区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
精神，将永远激励后来人。

在反蚕食斗争中，八路军利用交通沟接近敌人（平北抗
日战争纪念馆提供）。

霹破石村民、80 岁的王
仕余向记者讲述当年八路军
在村里开展抗日工作的情
况。 贾德勇摄

大庄科大庄科：：平北抗战根据地平北抗战根据地
延庆县大庄科乡丘陵起伏、林木茂盛、民风淳朴。70多年前，平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个立足点就建在这里，在霹破石村成立了抗日民

主政权——昌延联合县政府。以此为开端，平北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将平西和冀东两大根据地连接起来。

八路军盐水擦伤口
讲述人

王仕余80岁
霹破石村村民

“我就挨过日本人枪
子儿，那时我才3岁！”坐在
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大院
台阶上，80岁的王仕余老
人回忆。

“有一天日本人来扫
荡，男人都打游击躲到山里
了，剩下妇女和儿童。我妈
带着我往山上跑，我们在南
坡，鬼子在北坡，他们朝我
们开枪，子弹从我的屁股上
穿了过去。”老人说，当时不
觉得疼，过了一会儿就疼得
不得了。敌人走了，妈妈背
着王仕余回村找药。

部队上也没有药，只
有盐，连白布都没有。“皇协
军不让买白布，谁买，就说

是拿给八路军用的。”王仕
余说，没办法，妈妈只好煮
盐水，晾凉了给他擦伤口，
一点点熬着，直到伤好了。

“当时部队上也这么治！”老
人感慨。

村里虽然住着联合县
政府，但当时村民们并不知
情。

“他们走哪儿跟哪儿
办公，也不固定在一个地
方。老百姓也不敢问，问了
也不告诉你！”王仕余说，

“他们就住在农民家，吃饭
给做饭，睡觉一起挤。”

这些人都聪明，别管是
哪儿人，来了都能说一口当
地话。“昌平的‘嘛’、怀柔的

‘哈’、永宁的‘哇儿’、延庆
的‘涮儿’，他们张嘴就来。”
老人说。不过，谁是党员谁
是积极分子，村民也能猜出
个大概：“他们经常开会，上
梁头、小沟里，背人的地
方。”

当时，一名女干部李淑
君就住在王仕余家，跟王仕
余妈妈关系特别好。“有一
年部队路过我们村，她特
意带着警卫员来我们家看
望我母亲，想带我一起走，
我妈没舍得。”说起这段往
事，老人不无遗憾。

1938年 12月，沙塘沟秘密
发展了六名党员，建立了党支
部，这是抗日时期平北农村诞生
的第一个党支部。

1940年5月20日，十团团长
白乙化率第一营和团直属部队
来到沙塘沟。部队休息调整，白
乙化把马交给了一个十几岁的
孩子去遛。这个孩子名叫张成
旺，那年14岁。

“我们家有牛，我放过牛，他
看我闲着，就喊我帮他遛马。”张
成旺回忆，“我看那马挺好的，挺
温顺，我就骑上去了，小孩子家调
皮，玩儿嘛！”老爷子面带笑意。

“小豆子！让你遛，你还骑
上了！”张成旺上了马还没过瘾
呢，就听见远处一声大喊，吓得

他赶紧滚下马来，乖乖地在村
东的地里认真遛起马来。

第二天，伪满洲军三十团
就赶来围剿。“从南边进村的，
黑压压有3000多人，天刚亮就
来了。”张成旺回忆，当时，村
里人紧急撤到北边的山里。
就听见村南山里枪声不断，战
斗打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敌
人才撤退。那一仗，白乙化带
领十团，歼敌 200余人，取得
了沙塘沟战斗的胜利。

“后来我才知道，让我遛马
的人就是人称‘小白龙’的十团
团长白乙化。因为他长着大胡
子，个子高高的，特别好认。那
时候，他也就二十五六岁。”老
人无限敬仰、无限怀念。

我给白乙化遛马
讲述人

张成旺 89岁
沙塘沟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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