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于山

东省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淄博市革

命烈士陵园前身是始建于 1948 年的周

村革命烈士陵园。1999 年，经山东省政

府批准，迁建于周村城区东南的大埠

山上。2000 年 3 月，周村革命烈士陵园

更名为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它是全

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淄

博市革命烈士纪念碑矗立在陵园所在

的大埠山之巅，碑高 19.99 米，寓意建

于 1999 年；碑身似 3 把利剑，象征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和和平建设 3 个时期；

下面是 3 层大小不一的底座，象征已

被推翻的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周围是 3 条断开的锁链，象征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斗争而挣

脱的锁链。碑身正面大理石上刻有“革

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侧面

是碑文，全文如下：

周村袁以野天下第一村冶名扬海内袁饮
誉古今遥百年风雨袁灾难深重袁民生凋敝袁
长夜难明遥 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袁首获

解放袁后历经三失而三得遥 一九四八年

三月十二日袁我山东兵团第九纵队袁以风

卷残云之势袁一举歼灭守敌袁周村终获解

放遥 直至和平建设时期袁无数英雄人物

鞠躬尽瘁袁死而后已遥 欣逢盛世袁人民安

居乐业曰饮水思源袁铭记先烈伟绩遥 爰立

此碑袁以励后人遥
周村区人民政府

公元二零零零年元月立

碑文概述了淄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光辉历

程，缅怀了在战争中牺牲的革命英烈，歌

颂了一代代革命先烈矢志不渝、前赴后

继的牺牲精神。敬读碑文，承先辈之遗

志，深感吾辈责任重大。

“一马三司令”。“一马三司令，得了

抗日病，一心打鬼子，救咱老百姓”，这是

抗战时期鲁中大地上流传的一首歌谣。

“一马三司令”，是指八路军山东人民抗

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渤海军

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马晓云和山东人

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马

天民三兄弟。1937 年 12 月，日本侵略军

占领淄博，先后制造了谦益祥惨案、河东

惨案、铁山惨案、周村大尚庄惨案等 10

余起惨案，犯下了滔天罪行。长山中学校

长马耀南积极拥护抗日，受到山东省委

高度重视，并派遣姚仲明、廖容标、赵明

新等同志到长山中学，筹备鲁中地区抗

日武装起义。1937 年 12 月 26 日，100 余

名抗日志士在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举行

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

日救国军第五军”，廖容标任司令员，姚

仲明任政治委员，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

几天后，马耀南携带筹备的粮款和弹药

赶到黑铁山与起义部队会合，担任临时

行动委员会主任兼第五军参谋长。黑铁

山抗日武装起义拉开了鲁中地区抗日救

国的大幕，与胶东天福山起义、泰安徂徕

山起义并称山东抗日“三山起义”。

1938 年 6 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

军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

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1939

年 7 月 22 日，马耀南和杨国夫率领部

队移防桓台牛旺庄时遭敌人包围，马耀

南艰难突围至大寨村后壮烈牺牲。10

月 14 日，马天民到长山县大新庄搜集

枪支时，被叛徒出卖以身殉国。他的头

颅被日军残忍地割下，悬挂在长山县城

城门上达数日之久。1944 年 8 月 10 日，

马晓云在青城王家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7 年春，三烈士墓迁往周村北旺村

马家茔地。1961 年 1 月，济南军区、山东

省民政厅出资将三烈士墓移葬于周村

革命烈士陵园。

周村三次解放。1945 年 8 月 28

日，八路军对占据周村的日伪军发起进

攻，周村获得第一次解放。9 月，驻扎济

南、青岛的拒降日军在国民党山东省政

府策动下，沿胶济铁路从东西两侧向淄

博进犯，相继占领了周村、张店、淄川、

博山等地。1946 年 6 月 7 日夜，鲁中军

区第 9 师在渤海军区警备第 7 旅第 15

团配合下向驻扎周村的敌人发起进攻，

经过一夜激战，扫清了外围敌人，但未

能突破城墙。8 日黄昏，第 9 师再次向

周村之敌发起进攻，部队攻入城内，守

敌弃城而逃，周村获得第二次解放。6

月 23 日，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

靖区司令员王耀武指挥驻济南、昌潍、

青岛的 5 个军约 10 万兵力，向胶济铁

路沿线解放区大举进犯。7 月 3 日，国

民党军再次占领了周村。1947 年 2 月

20 日至 23 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

战军在莱芜地区全歼李仙洲军团，取得

莱芜战役的胜利。华东野战军乘胜北

上，相继收复了博山、淄川、张店、周村

等地，周村获得第三次解放。7 月，国民

党军集中兵力进攻鲁中解放区，周村又

一次被敌人占领。

打响解放山东第一仗。1948 年 3 月

11 日，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东人民解放

军山东兵团第七、第九纵队打响了胶济

铁路西段战役。第七纵队率先包围张店，

毙伤敌人 500 余名、俘虏 2500 余名，张

店获得解放。12 日凌晨，第九纵队向周

村之敌发起攻击，歼灭国民党整编第 32

师师部、第 141 旅、新第 36 旅一部共

15000 余人，俘虏 2 名少将军官、114 名

校级军官，周村获得解放。张店、周村解

放之后，驻守胶济铁路西段的敌人开始

全线动摇。3 月 22 日，胶济铁路西段战

役胜利结束，收复张店、周村、淄川、博

山、邹平、章丘、莱芜等重要城市 11 处，

共歼敌 3.8 万余人。许世友把这次战役

评价为“解放全山东作战计划中的第一

仗”，为解放全山东并最终解放全中国作

出了巨大贡献。

渊武加福冤

王耀南将军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初期为数不多的工人党员之一袁也是

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开国少将遥 他 8
岁就跟随爷爷在安源煤矿做了井下

爆破童工袁16 岁参加秋收起义上了

井冈山袁抗日战争中提出和创造了地

雷战尧地道战等经典战术袁抗美援朝

战争中提出了直接影响战场局势的

坑道战战术遥王耀南将军一生屡立奇

功袁曾为我军工程兵的建设和发展作

出不可替代的贡献袁 被毛泽东誉为

野工兵专家冶遥

井冈山上炼土盐

被敌人围困的井冈山根据地袁食
盐尧药品等物资野无时不在十分缺乏

和十分昂贵之中冶遥 1928 年 6 月袁王

耀南想到在湖南老家做火药提纯毛

硝时会有土盐析出袁把土盐里的硝和

杂质提出来袁就可以得到食盐遥 他把

想法报告给了毛泽东和朱德袁提纯食

盐需要菜油和牛皮袁毛泽东听了汇报

当即就批给半斤菜油和一些牛皮先

做实验遥
王耀南等人支起大锅架上火袁倒

入雨水袁化开土盐袁另外用小锅把牛

皮熬成胶遥用木棍在大锅里不停地搅

拌袁适时加入菜油袁撇去浮沫袁兑入牛

皮胶袁食盐慢慢地从锅底析出来遥 停

火后把锅里食盐上的硝水倒入水桶袁
再加入清水使劲搅拌袁重复几次后再

点火将盐烘干袁便得到了白花花的食

盐遥 王耀南还想到用盐碱土尧墙角和

茅厕边上的老土也可以提炼做黑火

药的硝和食盐遥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大

力支持下袁王耀南几天的工夫就又造

出了食盐袁部分解决了根据地军民吃

盐的难题遥

见证工兵部队创建

1930 年 5 月袁 王耀南入党不久袁
被召集到红四军司令部袁 研究成立工

兵连的具体筹备工作遥 工兵连战士以

安源煤矿工人为班底袁 包括爆破尧铁
匠尧木匠尧篾匠尧电工等工种袁后来继续

注意物色矿工尧木匠尧铁匠尧水手尧泥瓦

匠等有一定技术和专长的人遥 1930 年

6 月袁 红一军团总部工兵连在福建长

汀正式成立袁王耀南任工兵连长遥工兵

属于特种兵袁职权高于步兵袁工兵连行

使营级职权袁 朱德对工兵连也是非常

重视遥 1931 年 4 月在福建建宁袁红一

军团总部正式给工兵连授予军旗遥 据

王耀南回忆袁当时军旗是红色的袁三面

缀着旗穗袁 以旗穗的颜色区分不同兵

种袁步尧骑尧炮尧工尧辎重五个兵种的旗

穗颜色分别为红尧黄尧蓝尧白尧黑遥 工兵

连队的旗穗是白色袁 在军旗二寸半的

白布边上写着 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

面军工兵连连部冶遥
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

第五次野围剿冶后袁随着战事扩大袁红

军迫切需要组建规模更大的工兵部

队遥 1934 年春末夏初袁工兵营在瑞金

红军大学成立袁刘伯承校长代表红军

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正式宣布了军委

工兵营组建命令并授军旗袁王耀南任

营长袁行使团级干部职权袁军旗也是

团级军旗遥在以后的长征尧抗战尧解放

战争中袁工兵部队总是走在前面勘察

地形袁无论是进攻尧防御袁还是撤退袁
都离不开工兵部队的特种作业袁这支

部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

队的前身遥

长征路上第一桥

1934 年 10 月上旬袁 王耀南得到

红军总部命令院12 日午夜之前赶到江

西于都执行架桥任务遥到达于都后袁王
耀南等人得知袁中央红军第五次反野围
剿冶战役失利袁很快会被国民党大军包

围袁在敌人包围圈形成之前袁红军必须

立即突围遥 他们的任务是马上要在于

都河上架起 5 座浮桥袁 于都河在该县

境内长约 60 华里尧河面平均宽度 600
米尧水深 1要3 米尧河水最大流速为 1.2
米/秒尧河底结构为砂石袁架桥难度比

较大遥为防止敌机侦察袁过早暴露目标

和我军行动意图袁 在午后 5 时到第二

天晨 7 时夜间施工遥 根据地的老俵非

常热情地为红军提供支持袁 听说红军

要木料袁 有的群众不等南瓜成熟就扯

断瓜藤拆掉瓜棚袁 有的老人拿出棺材

板送给红军架桥遥 整个架桥施工共动

员了千余名工匠船工袁 征用 800 余条

船袁还筹集了其他大量渡河器材袁终于

在 16 日午夜之前完成架桥任务遥
18 日下午 5 点多袁王耀南等人迎

来了毛泽东遥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

一握手院野同志们辛苦了! 冶接着又问了

架桥作业情况和部队执行纪律情况遥
王耀南将架桥材料征集情况向毛泽东

汇报院野上井冈山前袁 主席说不能拿老

百姓一个红薯遥 以后又规定了三大纪

律尧六项注意遥 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遥
损坏了东西袁我们都按价赔偿遥 冶毛泽

东听了微笑着说院野打个比方吧袁 造一

条船要 100 块大洋遥你们把它搞坏了袁
他再雇工造船袁一时不能生产袁又不能

饿饭袁这样花掉 30 块钱遥 所以袁要赔

130 块钱才对遥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袁要
按实际损失考虑遥 冶毛泽东大步迈上浮

桥袁 一边走一边对王耀南说院野一根篱

笆三个桩袁一个好汉三个帮遥我们必须

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桩袁 才能取得胜

利遥 冶严格的军队纪律尧群众的支持帮

助和工兵的不畏艰苦造就了长征路上

第一桥遥

阎锡山部调干部

卢沟桥事变之后袁日寇占领北平尧
天津袁山西受到日军的直接威胁遥阎锡

山非常希望得到一支援军袁 频繁向我

党发电报邀请八路军入晋袁 并请派一

些军事干部先期入晋袁 研究共同防御

日军的问题袁 王耀南是中央选派前往

晋绥军的干部之一遥出发之前袁八路军

总司令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王

耀南谈话袁朱德交代了军事任务袁任弼

时强调在和阎锡山的交往中袁 必须遵

循党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和我军独立自

主山地游击抗战的原则袁 并详细交代

了和友军交往的政策和策略遥 王耀南

到太原见过阎锡山袁沟通合作事宜袁阎
锡山也安排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和他

的外甥梁化之联系遥
梁化之准备了通行证尧 军用地

图袁配了汽车尧经费袁和相关方面打了

招呼袁问王耀南还有什么要求袁王耀

南说院野我们的技术力量不够袁想从战

区军官学校工兵课要几名毕业生遥 冶
梁化之经阎锡山同意袁准备打电话通

知军校派人送 4 名测绘尧道桥专业毕

业生过来袁 但王耀南坚持自己去选

人遥 梁化之很是奇怪袁问王耀南院野你
是不是不信任学校钥 冶 王耀南回答院
野不是袁我们八路军没什么薪饷袁当八

路军要不怕死袁 冲锋时军官要带头袁
怕弟兄们不愿意遥 冶在梁化之的陪同

下王耀南到晋绥军官教导团挑选学

员遥每个进到王耀南办公室的学员都

会被问一个问题袁野你愿意不愿意去

打日本鬼子袁怕不怕死冶遥王耀南直言

不讳地告诉他们八路军没有什么薪

饷袁要准备吃苦袁并一次又一次耐心

地向学员说明不愿意参加八路军不

必勉强袁而学员都非常坚定地表示了

牺牲报国的决心袁几乎没有碰到一名

学生表示不愿意的遥 可以看出袁我们

党和军队是多么重视人的理想信念袁
而且八路军的干部都是吃苦在前尧冲
锋在前袁惟此才能官兵团结袁这样的

队伍才有战斗力遥
王耀南将军一生始终是人民军队

的一员袁 他的革命历史充分展现了爱

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袁 也让后

来者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他所属于的

这支伟大军队是怎样从小到大尧 由弱

到强成长起来袁 如何用信念与智慧战

胜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遥
渊齐欣原尧张颖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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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大地革命牺牲的见证
———山东省淄博市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20 世纪 30 年代，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南梁苏维埃政府诞生了一种红色货

币———油布币（又称苏币尧苏票），虽然

只流通了半年多左右，却在很大程度上

便利了边区军民的生活，活跃了根据地

的市场，有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采取多项
举措袁促进经济发展

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镇，位于陕甘两

省交界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南

梁地势奇险，地处子午岭的林区，山大

沟深，树木茂密，又是国民党势力相对

薄弱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陕

西、甘肃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从而

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

1934 年 11 月 1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

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

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又称南

梁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

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

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

任赤卫军总指挥。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定和颁

布了涉及土地、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

的十大政策，成立了十大委员会，巩固

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边区领导人积极组

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对敌军事斗争的

同时，为确保革命政权能够稳固立足，

制定了多项从实际出发的经济政策。当

时，正值南梁地区遭遇大旱，面对严峻

的形势，苏维埃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

施，提供了农业工具，以帮助农民恢复

农田的生产力；还鼓励技术创新，以提

高农业产量；并提供支持，以改善灌溉

和土地利用；同时，努力建立市场和交

易机制，以促进物资流通。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经济，边区决

定发展苏区金融事业，开办银行，印制

货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金融

货币体系。

1934 年 11 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

行成立，承担起了对外发布财政金融政

策、发行边区政府货币、办理兑换业务等

职责，管辖造币厂和苏币兑换处。为驱逐

国民党伪币，占领根据地的货币市场，南

梁苏维埃政府先后起草了《统一苏区货

币及其办法》和《发行纸币、铸造辅币的

报告》。

为繁荣经济尧打破敌人封锁袁
根据地发行自己的货币

为调剂余缺，促进商贸往来，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在南梁荔园堡和白马庙设立

了集市。逢农历每月初一、十一和二十一

是赶集日，“十天一集”，吸引了大批群众

进行交易。来集市交易的不仅有根据地

的乡亲，还有从白区来的商人。每当大集

开始，便会出现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热

闹场景。可是一段时间后，集市上的人流

没有减少，但交易额却有所下滑。南梁苏

维埃政府对此情况高度重视，迅速进行

了深入的调查，发现问题出在货币上。

当时，南梁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是

银圆。集市刚开业时，商人的确带入了

一些银圆交易，但随后国民党当局就加

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增设了多重关

卡。商人们从白区进入根据地，如果发

现通行者身上带有银圆或贵金属，就会

被没收，所以银圆被带进根据地变得越

来越不容易。

除银圆外，南梁革命根据地周边地

区虽然也使用国民党当局、地方军阀甚

至地方商号、票号发行的纸币，但由于国

民党当局的盘剥，导致这些白区纸币经

常贬值、信誉极差，老百姓今天到手的钞

票。“明天就可能用不上了”，所以一旦根

据地允许白区纸币随意流通，就会给群

众的生活带来严重困扰。而根据地如果

采取和外来客商进行“物物交易”，又会

产生不便携带、不利计价等多重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为活跃根据地的经

济发展和商品交易，陕甘边区革命委员

会财政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在杜绝白

区纸币进入根据地流通的同时，立即在

南梁油坊沟设立造币厂，发行苏区自己

的货币。

造币厂设在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

会保卫队长邵凤麟家中。委员会挑选了

数名有绘画基础的人当工人，“邵凤麟的

弟弟邵凤来就是造币厂最早的工人”。当

时，由于条件非常艰苦，缺乏设备和纸

张，货币印刷受到限制。工人们用麻布代

替纸张，用木刻雕版、手工印刷代替机器

印刷。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人们经过反复

试验，就地取材，印制出了质地硬脆、形

同油布的货币，这就是陕甘边区银行最

早的货币———油布币。

油布币为横式，长 14.1 厘米，宽 6.7

厘米，正面上端框内从右至左印有“全世

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7

个字，下端框中印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

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两边印有“提

高工农生活”“随时兑换现金”字样。票面

主图为 3 个五角星，正中大五角星内绘

镰刀、锤头图案。正中还盖有陕甘边区银

行印，两边竖写面值，面值下面各盖正、

副行长印章。

由于这种货币是手工刻板，印在粗

麻布上，上面盖有边区政府印章，为防止

褪色，工人们又刷上一层桐油，用热油处

理过才投入使用，群众因此称之为“油布

币”或“苏票”“苏币”。

油布币一共发行过两次，1934 年发

行了面值为一角（红色）、二角（蓝色）、五

角（紫色）的油布币，随后又发行了面值

为一元（具体颜色不详）的油布币，两次

发行总额为 3000 元（另有 1 万元等多种

说法）。由于面值偏小，油布币有着类似

辅币的功能。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发行最早的一种苏区货币。

油布币因信誉良好袁得以迅速
流通

最初，油布币的发行、流通并不顺

利。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当局发行的

纸币毫无信用、不断贬值，在群众中造

成恶劣影响，使群众对纸币产生了普

遍的不信任。根据地群众在集市交易

中并不主动兑换印制简单的油布币，

只是迟疑观望，做生意的商贩也不敢

使用油布币。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促进油布币

流通，尽快活跃经济和商品贸易，陕甘边

区财政委员会推出了新的兑换政策，规

定群众和商人可直接用油布币兑换银

圆，但不允许用国民党纸币兑换，为此特

别在荔园堡设立了 4 个油布币兑换处，

群众在兑换处可将油布币，按照一比一

的价格直接兑换成银圆。

苏区政府还经常安排工作人员在集

市上专门用油布币购买物品，也接受群

众使用油布币和边区政府进行交易，为

此还准备了充足的物资，为油布币的流

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小面额油布

币的流通，缺少辅币找零的情况也被迅

速缓解。

群众看到油布币在根据地内可以自

由流通，而且还能够直接兑换银圆，遂开

始尝试使用，油布币也很快推广开来。不

久，集市上的生意又开始红火起来。由于

币值稳定且携带、使用方便，油布币也迅

速得到了周边地区商贩的认可，根据地

的集市贸易额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提

升。白区的商人源源不断地把生活日用

品，如棉布、棉花、食盐、火柴、搪瓷碗、手

电筒等运到边区集市，不仅繁荣了根据

地市场，还使红军的后勤补给得到了部

分解决。

油布币存续流通了半年多左右，随

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油

布币已无法满足边区经济发展的需求。

陕甘边区政府决定在南梁成立陕甘边区

农民合作银行，发行新的苏区货币———

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简称农

民券），同时停止发行油布币。农民券是

陕甘边区政府发行的第二种货币，由于

油布币信誉良好，使群众对苏区政权发

行的货币都很信任和认可，因此农民券

的流通非常顺利。此后，油布币逐渐被农

民券取代。

渊汪志冤

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的王耀南将军

中华英烈

开国少将王耀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