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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6

万家沟革命遗址:八十载风雨洗礼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6月初，土默特左旗文
体旅游广电局向旗政府申
报，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大
青山万家沟革命遗址群
及蒙古抗日游击队成立
地、西梁会议旧址、贾力
更烈士牺牲地等申报为
旗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次
申报请求，源于1个多月
前，由各方关注大青山万
家沟革命遗址的志愿者
团队，历时5天对万家沟
革命遗址进行的寻访、踏
查。这是迄今为止，首次
由志愿者团队进行的大
规模、系统地寻访、踏查
万家沟革命年代的遗迹
遗址。时间回溯至80余年
前，万家沟里曾上演过波
澜壮阔的抗日斗争活动。
如今，沟里的居民都已整
体搬迁，那些承载着历史
的遗迹随着时光流逝，正
在被人们渐渐遗忘。

万家沟里那些事儿

1个多月来，王志民和
志愿者们一直在整理考察
从大青山万家沟抗日游击
根据地收获的资料，他们
要形成一个详实的报告，
将4月份考察所采集的第
一手资料，提交给政府及
相关部门。

王志民是原武归县县
长、八路军一二0师大青山
李支队政治部成员王威之
子。对于父亲和战友们战
斗过的地方，王志民颇感
兴趣。5月29日，记者在王
志民家采访了他。69岁的
王志民精神矍铄，但一个
多月前的徒步考察，王志
民坦言完全是“靠意志力
顶着”。

王志民告诉记者，万
家沟俗称“大沟儿”，曾是
抗日战争时期大青山抗日
游击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
关驻地之一。特别是1938
年冬~1941年期间，曾长期
作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司
令部驻地之一。建立大青
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党中
央、毛主席做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1938年8月，李井
泉奉命率领八路军120师
大青山支队（李支队）挺进
大青山地区，先后开辟绥
中、绥西、绥南游击根据
地，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
的战略部署。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年
代，这里的根据地军民为
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

牺牲，在大青山抗日斗争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八路
军大青山支队司令部、绥
远省委、绥西地委、武归县
机关、蒙古抗日游击队队
部都曾驻扎在这里。

历经80多年的岁月风
雨，父辈们讲述故事中的
万家沟和史料中记载的抗
日根据地，如今还有哪些
遗存？这个问题引起了很
多人的关注，包括大青山
老革命的后代、地方文史
爱好者、纪录片导演以及
摄影家等。经过酝酿和准
备，考察活动于在今年4月
份顺利完成。

史料中勾勒出寻访地

图

4月9日至12日，来自
北京、呼和浩特以及土默
特左旗当地关注大青山万
家沟抗日游击根据地遗迹
遗址的志愿者们，开赴万
家沟，追寻、探索、采集深
山里遗留着的那些处境濒
危的红色文化遗存。这个
志愿者团队，既有如王志
民这样的关注内蒙古革命
史的红二代及其他三位活
动发起者：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原文化协会秘书长高
金贵、土左旗文管所所长
王兰柱、万家沟籍企业家
郝炳文。还有团队成员如：
央视纪录片导演胡小兵、
赵清友、别柏松、赵浩团
队；内蒙古电视台秀日嘎、
白嘎力、满都拉团队；土左
旗党校明俊红、郭瑞新、王
鹏程、张茹团队；万家沟村
干部李永强、李全在、高喜
刚团队；内蒙古资深公益
者侯俊、张鑫、刘国平团
队。此外还有个人成员如：
内蒙古著名摄影家任志
明、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张

建成、李柏春、土左旗文管
所专业人员高鹰、土左旗
中学教师高林毅、刘瑞凤
等等。

寻访之前，志愿者们
查阅了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以
及相邻地区文史部门等编
印大量资料，从以上资料
中摘录出涉及大青山万家
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村
庄、山沟、地名等有关的遗
迹遗址，特别列出了我党
政军、游击队在万家沟从
事抗日活动遗留的活动地
点，作为该次寻访考察、采
集数据的重点内容。

老革命的嘱托

活动前，志愿者代表
曾专门拜访了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郝秀山，郝老
抗战期间曾任武归县八区
动委会分配部长、区政府
区长兼游击队党支部书记
等职，对万家沟的革命经
历仍记忆犹新。万家沟既
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生
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在回忆录中，郝老曾
这样写到：“后来，我们的
部队又向西进到了土旗的
万家沟。我们部队的纪律
很严，不拿群众的一针一
线，不少人在群众门口休
息，也不想到老乡家打扰
他们，叫群众烧水还要给
他们钱。群众逐渐认识到
这是人民的军队，是真正
抗日的军队，我们所到的
地方，群众竭力拥护，诚信
支持。”

对于在大青山地区抗
战期间的艰苦环境，郝老
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
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一
次，专员给我来信说山里
有60多个病号、伤员，有的

已经断粮五六天，全靠吃
野菜度日，问题严重，切盼
设法抢救。接到这封信我
很着急，我想我是本地人，
总是好想办法。但是当时
我手下只有4个人，于是派
两个同志带上我的信，到
我的家乡，七拼八凑闹了
七八十斤面。把面送到专
员公署时，已经有6位同志
死去，其他同志都在潮湿
的山洞里，真是气息奄奄。
在这之前，我们的专员带
着几个同志在山里打野谷
子，挖山丹花的根子，就这
样糊口度日。我们送去的
70斤面，50个人吃了25天，
可想是怎么吃的？怎么过
的？”

时隔多年，郝老依旧
对当年支持八路军抗日
的群众念念不忘，并嘱托
志愿者们去万家沟时，要
代他看望慰问曾在抗战
期间积极支援八路军的
老区群众杨广德的后人。
当年彭德大烈士牺牲后，
正是杨家西沟的杨广德
配合八路军为烈士收尸，
并把自己家的一口寿材捐
献出来，随后将烈士安葬
在自家的耕地里。杨广德
老人的宅院，还曾是绥西
专员公署驻地。5月18日，
志愿者们在察素齐镇找到
了杨广德的孙子———88岁
高龄的杨二娃，对于曾在
万家沟战斗生活过的李井
泉、姚■、杨植霖、白如冰、
黄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他仍旧记忆如新。从
他祖父、父亲到他这一代，
三代人都曾对支援八路军
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收获远超预想

4月9日至12日、4月
21日，志愿者们多次深入

万家沟徒步进行寻访，累
计行程40公里、调查遗址
30余处、并拍摄了大量的
照片和录制了详细的视
频资料，志愿者们在采集
过程中对革命遗址的自
然环境、遗址规模、位置
都做了全面记录和测量，
调查了解了这些遗址在
抗战时期中的名称、用
途、具体年代，消失或损
毁的时间、原因等内容，
为今后研究保护万家沟
革命遗址留下重要的参
考资料。

如此次寻访的重点
万家沟支沟大南沟，该沟
中保存较好的一处遗址

“黄土咀儿”，位于该沟一
处三角地带的缓坡上，地
表仍清晰、完整地保留着
两排抗战时期的石砌房
屋遗址，就是当年八路军

“黄马队”（黄厚骑兵）的
驻地。在该驻地遗址百余
米的对面沟畔的缓坡上，
一个直径约8米的石砌圆
坑仍清晰可见，这里曾埋
葬着当年战死、病逝的十
余位八路军官兵。新中国
成立后，土默特左旗人民
政府将这里的遗骨全部
迁至土左旗烈士陵园。

王志民告诉记者，寻
访中志愿者们发现的遗
址比预先方案列出的多，
好几处遗址规模都比较
大，如八路军司令部的卫
生队、枪械处、储藏处（大
南沟沟掌处），完全出乎
大家的预料，令全体队员
振奋。寻访过程中，志愿
者们采集、征集到了一批
当年的武器及部件，如机
关枪管、机枪弹夹、左轮
手枪残件等，均由土左旗
文管所统一登记、收藏。
寻访途中，志愿者们在发
现的几处埋葬八路军战

士坟冢前，都敬献了鲜
花，并举行了悼念仪式。

亟待保护

这些历经80余年岁
月风雨洗礼、濒临消失的
红色革命遗迹遗址，令志
愿者们感到既兴奋又惋
惜，兴奋的是此次考察的
收获超出预想，惋惜的是
革命遗址的现状令人堪
忧。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的
丰碑，是由一批又一批八
路军战士的鲜血和汗水
铸就的。曾经在万家沟硝
烟战火中响彻的冲锋号
角，将永远回荡在这雄伟
大青山的沟壑中。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
平年代里，与那个艰苦卓
绝的年代渐行渐远，甚至
很多人对于万家沟这一
革命圣地知之甚少。抢救
和利用好万家沟这一宝
贵的红色文化资源迫在
眉睫。

考察结束后，志愿者
团队向土默特左旗人民
政府提交了保护遗址的
建议报告。目前，土默特
左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文
物局）依据此次采集的相
关的资料，正在对遗址下
一步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进行计划和部署。

6月5日，土左旗文体
旅游广电局向旗政府申
请，将大塔村遗址（武归县
驻地）、沙湾子村遗址、账
房塔村遗址（郝秀山出生
地）、后账房塔村遗址（八
路军驻地、练兵场）、大南
沟八路军军械修理厂遗址
等15处大青山万家沟革命
遗址群及蒙古抗日游击队
成立地、西梁会议旧址、贾
力更牺牲地等申报为旗级
文物保护单位。

志愿者们在万家沟 王志民为无名烈士献上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