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抗联老区分布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底统计，全省有132个县（市、

区），其中有老区的市、县（市、区）108个。另外有8个
林业局、12个街道办事处、12个林场（所）和1个良种
场。被国家和省认定为革命老区的市、县（市、区）66
个，在66个老区中有4个地市级、50个县（市）、11个
区和1个风景区。

记者手记

“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
日联军……的游击战争，曾经
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
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
人消灭。”

——毛泽东

本版相关资料由李勃提供

□董新英

岁月无情，东北抗联老战士还在世的
已经屈指可数。那个年代的他们，是部队
里年龄较小的战士，战争贯穿了他们的青
少 年 岁 月 ，即 便 今 天 已 经 是 个 崭 新 的 时
代，在他们身上，仍留存着那个年代的印
记。这印记，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孤独，当
年并肩作战的战友已不在身边，留在他们
心 中 的 只 有 战 友 们 或 清 晰 或 模 糊 的 容
颜。这印记，是一种对过去的深深眷恋，
忆往昔，峥嵘岁月，那个年代他们的亲情、
友情和爱情，虽然艰难，仍是无法抹去的
怀念。这印记，是一生的苦苦追寻，走曾
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虽然深山
野林已不是当年的景色，但踏上曾经战斗
过的热土，就好像战友还未离去，那段岁
月清晰如昨。

抗联老战士申连玉回忆起东北抗联时
期的事，已经不能用完整的语言进行表达，
拿出当年战斗时她随身携带的旧物件照
片，她才开始慢慢回忆，只言片语中尽是感
叹。她回忆起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战斗，倒
在她身边的战友，身材娇小的她在负伤时
仍不忘背起那台沉重的缝纫机。她的回忆
中有那么多战友，却没有当年亲密的爱人，
也许在她的记忆深处，那是她不愿忆起的
最深的伤痛。

抗联老战士李敏的记忆中，有送她参
军的李升爷爷，有她尊敬的裴大姐，有牺牲
的亲人和战友，她的回忆中满满都是那个
年代战友们的风雪征程，正是因为对那段
岁月不能忘怀，至今她仍愿意穿着一身军
装；重走抗联路，每到一处，她都无比激动
地讲述当年的战斗场面，还有那些战友。

我第一次采访李敏是在六年前，那时
她 87 岁，在穆棱、阿荣旗寻找东北抗联英
雄遇难地，用歌声和挽联怀念战友。六年
后，再次采访李敏，她虽然已经 93 岁高龄，
还在坚持重走抗联路，她说，她想趁还能走
得动，多走一些战友们走过的地方。

在老战士的追忆中，东北抗联那段岁
月从未远去。今天的我们，对于那段历史，
充满敬意。扬起追寻抗联精神的旗帜，重
新踏上抗联路，追寻英雄们战斗过的足迹，
站在抗联老区的大地上，心中感慨万千。
捧一把黑土，我们回忆过去，献上一捧鲜
花，我们心怀崇敬，站在一座座英雄纪念碑
前，我们不忘历史，抚摸雕塑上一张张英雄
的面孔，我们缅怀先烈。

东北抗联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史，
今天的我们不能忘记。

那段岁月
从未远去

新中国成立后，千百余名东北抗联老战士担任党政军的领导职务，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奉献。例如抗联老战士陈雷，

后来担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敏，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兼省民委主任等职；王明贵担任

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东光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翻译室主任、安徽大学统战部部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等

职；翟延龄在医院工作；邓维斌在齐齐哈尔贸易、粮食、税务部门做领导工作……

核心
提示

□本报记者 董新英

2010年，李敏给当年的战友姐妹李在德的
回忆录《松山风雪情》作再版序，她说，从 1999
年第一次印刷，至今已十多年了。曾为之作序
的王明贵同志和题写书名的陈雷同志都相继
去世。健在的东北抗联战士已屈指可数。

数年来，抗联老战士李敏为东北抗联十四年
的英雄壮举宣传。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记者再次走进哈尔滨市南岗区鞍山街23号抗联老
战士李敏的家，聆听她讲述对战友的回忆和怀念。

战争伴随“小李子”成长

李敏 6岁时开始唱抗联歌曲，后来由她主
编的两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很多来源于
她那时随身携带的歌本。她 13岁加入东北抗
日联军，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女战士。李敏
说，当时她是大家眼中的小丫头，是冯仲云眼
中的“小鬼”，是裴大姐（裴成春，抗联女战士，
1938年牺牲）眼中的“小李子”。

李敏回忆，1937年 6月末，北满临时省委

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四块石北坡的
帽儿山抗联第六军被服厂所在地召开的。会
议开了二十天左右，因准备的粮食不够，最后
几天是以野菜粥或野菜沾盐水充饥的。1937
年 12月的一天，风卷着雪，雪连着天，天地间白
茫茫的一片。她所在的被服厂成了临时医院，她
担当起护理伤病员的工作。与她熟识的第四师
马司务长也因为负伤被送到了她所在的被服厂，
马司务长虽然身负重伤，还不忘逗趣：“嘿嘿，小
李子，你可长高了不少嘛，也变样了……”李敏
回忆，因为长发碍事，她要求裴大姐剪掉了她
的辫子，但考虑到长发是妈妈给她留起来的，
为了怀念妈妈，她把剪掉的辫子收藏在背包里
多年。李敏说，经过一场场战斗的洗礼，那个
当年的“小李子”长大了，亲眼见到一个个亲密
的战友牺牲，这其中就有她尊敬的裴大姐。说
起裴大姐，李敏忍不住泪流满面。

见证战争年代的纯真爱情

在李敏的回忆录《风雪征程-东北抗日

联军战士》中，几张抗联三姐妹的照片格外
醒目，那是李敏、李在德、李桂兰抗联三姐
妹重返曾经战斗过的萝北县七马架村参加
抗联精神研讨会。李敏告诉记者，抗联三
姐妹是亲密战友，她们的婚姻都在战争中
缔结。而李在德和李桂兰的婚礼还是在同
一天。

李敏回忆，在 1937年 6月的那次会议召开
之际，在她为战友们挖野菜时，撞见了李桂兰
和吴玉光的恋情，她拎着兜子顺河边采野菜，
发现李桂兰和吴玉光在一棵大树下窃窃私
语，于是她向裴大姐汇报了自己看到的情
景。裴大姐听了她的话，特别高兴地说，好极
啦，真是双喜临门。裴大姐找冯仲云提了建
议，让李在德和于保合、李桂兰和吴玉光这两
对恋人一起办婚礼。1938 年 3 月，李桂兰在
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为了能够与妻子重逢，
吴玉光英勇杀敌，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同年 7
月，在饶河县暴马顶战斗中光荣牺牲，以身殉
国。那一年，吴玉光只有 29 岁。1944 年，坐
了 6年牢、受尽折磨的李桂兰被释放了，后来

在家人的劝说下再嫁。2008 年 1 月，李桂兰
去世，遗愿是将她和吴玉光的尸骨合葬。
由于吴玉光战死沙场，连尸骨都没有留下，
李桂兰的女儿刘颖就在吴玉光曾战斗过的
梧桐河畔捧了一把黑土，放在了吴玉光的
骨灰盒里，就这样，当年的战争伉俪，77 年
后举行了合葬仪式。李敏在吴玉光、李桂
兰夫妇遗骨合葬立碑仪式上满含热泪介绍
她的老战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走过的地方 唱过的歌

李敏老人的家，仿佛是一个小型的东北
抗联博物馆。这些年，李敏放弃了离退休老
干部的疗养机会，将精力都放在了重走抗联
路，宣传东北抗联精神上。为追寻战友们
战斗过的足迹，她上山下乡，坐过拉木头和
拉粮食的货车，坐过拉水泥的车，也坐过手
扶拖拉机，只为重新踏上英雄战斗过的地
方。2002 年，李敏组建“东北抗联精神宣传
队”，还将东北抗日联军歌曲整理成册，弘
扬东北抗联精神，宣传东北抗联十四年奋
斗史。她的家中有东北抗日联军 11 个军的
11 面旗帜，还有一面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
队旗。她将旗帜在东北抗联遗址上高高扬
起，将东北抗联的歌曲在白山黑水间一遍
遍唱响。

李敏东北抗联时期简历

1924年11月 5 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汤原县
梧桐河村（原属萝北县）。1936 年冬，参加东
北抗日联军，先后在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
四师当战士、炊事员，并在军部密营被服厂、
临时医院工作。1937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1939 年 1 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0年秋，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在位于苏联
远东地区的抗联驻地 A野营护士排学习医疗
和无线电专业技术，1942 年 8 月，抗联部队编
为教导旅（也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
八步兵旅”）后，在通讯营任旅部广播员、政治
教员、营党支部副书记等职，曾连续三年被评
为旅优秀战士，被授予战斗功勋奖章，并从上
等兵晋升为准尉。

抗联老战士 铁马冰河入梦来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走进哈尔滨市松北区托斯卡纳小区申连
玉老人的家，老人因为腿伤只能倚坐着，对于
记者的提问，96岁的申连玉老人已经听不太
清楚，看到她的小女儿张淑华拿出抗联时期
的老物件照片，她才开始断断续续的回忆抗
联经历。

“我的那些战友都比我年纪大，都不在
了，我很想他们……”讲述中她说着一个一个
战友的名字。张淑华对记者说，妈妈曾说，能
够走上抗日道路，是她一生中最正确的抉择，
在沦陷的土地上，没有少女的青春，只有投身
于抗日的洪流里，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老人曾向子女们讲述当年的战斗。申连
玉在虎饶地区参与的西林子战斗是她记忆最
深的。1937年，东北抗联第七军成立了妇女

队，她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在密营里同战友们
一起从事缝制军装和筹备给养等工作。1939
年，她被调到第七军第三师被服厂工作，也就
是在这一年，她同第七军的刘琦树同志相恋
并结婚。那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战友们饮
冰雪、宿风寒，吃树皮、草根，随时可能战死、
饿死和冻死。这场战斗中申连玉的好多战友
都牺牲了，她新婚的丈夫刘琦树也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那时申连玉已有了身孕，孩子还
没出生就没有了父亲，她拖着沉重的身子继
续参加战斗。大雪封山，部队在行军转移，走
在积雪没膝的行军路上，有的同志在前面开
路，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踩着脚印走。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战友们与敌人展
开了生死搏斗，女兵们也非常勇敢，她们冒着
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为战友包扎伤口、抬担
架。申连玉在这次战斗中成功地救了一名战

友。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以及长期在恶劣的
天气下行军打仗，申连玉的体力早已透支。
1940年 2月她和另外几名同志由王效明和李
永镐二位领导护送前往前苏联治病，她在那
里做了几次手术，病好后就留在了国外。尽
管怀有身孕，身体孱弱，身高只有一米五的申
连玉在离开祖国的那一刻，仍然背着三四十
斤重的老式手摇缝纫机，她还想给战友做军
装。

申连玉的第一个孩子是在前苏联出生
的，他是战斗英雄刘琦树烈士的遗腹子。到
苏联后，申连玉在勃利市生活，在面包房工作
过，七年后，也就是 1947年，她与东北抗联第
六军战士张洪远组成了新的家庭。1955年，
申连玉一家回归祖国，但他们的回归并不顺
畅，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签字才准许他们重
新加入了中国国籍。至今他们一家还保存着

周总理签发的入籍证书。
张淑华说，妈妈这一生有五个孩子，四个

孩子都是在前苏联生的，只有小弟是回国生
的，所以他们兄妹都有俄语名字，她的大儿子
张树山，苏联名字叫吉玛。大女儿张淑清，苏
联名字叫娜塔莎。二儿子张树林，苏联名字
叫西罗沙。小女儿张淑华，苏联名字叫约
拉。张淑华说，回国后，中央领导非常重视
他们一家，经国家民政部安排，他们一家六
口人最终定居哈尔滨。申连玉没有向国家
要工作，也没向国家要待遇，她把那份中华
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后更名民政部）的批文
压在了箱底。

图①申连玉（右）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

图②申连玉从前苏联回中国的入籍证
明，周恩来总理签发。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1981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
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二条规定，
干部退休后，因年老、积劳成疾退休的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含参加地方革命工作
时间)，发给本人原工资(按照安置地区军队
同职级干部的月工资额计算)的百分之九十
五……

1983 年，民政部、总政治部关于《国务
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
定》的实施细则（1983 年 6 月 23 日民[1983]
安 56号、[1983]政干字第 20号）对抗日战争

时期的老兵享受的待遇给出了明确规定。
2010年，中央财政拨专款，向在乡抗日

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每人 3000
元。其中特别指出，“在乡抗日老战士”指的
是在 1937年 7月 7日至 1945年 9月 2日期间
入伍，目前健在的农村的抗日老战士，抗日
老战士并非指必须参加抗日战争，而是包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各
地游击队的老战士和从事地方工作与地下
工作的老同志等。

国家对抗联老战士的关怀

1984 年 8 月 15 日原东北抗日联军部分老同志参加赵尚
志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时的合影。前排左起：宋殿选、冯咏
莹、袁树华、王钧、杨光华、王明贵、赵尚朴、张祥、夏凤林
后排左起：郝凤武、高玉林、梁承玉、邢德范、李敏、王传圣、
陈明、单立志。 图片出自画册《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

聚首旧影

九旬老战士
情牵抗联往事

申连玉：女，朝鲜族，生于 1920 年，祖籍吉林省延吉县，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战
士。1936年，加入崔庸健部队，1938年4月经崔庸健、张玉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②②①①

退休后的李敏最钟爱的服饰就是这一
身抗联军装。 图片由北安博物馆提供

抗联精神宣传队的队员在
李敏的带领下重走抗联路，寻
访抗联战迹地。

图片由北安博物馆提供

老战士
重走抗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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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报道团记者在抗联老战士李敏家采访。 实习生 贾伊琳摄

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