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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烈王一民建立地下情报组织 为青岛解放立下汗马功劳

日寇眼皮底下智取300斤黄金

在市南区太平角木
栈道的最深处，有一座
王一民烈士纪念碑。王
一民青年时期投笔从
戎，影响和带动全家人
参与抗战大业，动员无
数进步青年加入到抗日
队伍之中。1947年，年
仅 28 岁的王一民于青
岛壮烈牺牲。在抗日、
解放战争最艰苦时期，
他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
青岛从事地下情报工
作，建立地下情报组织，
为青岛早日解放作出了
突出贡献。追忆王一
民，让烈士的精神鼓舞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奋
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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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情实意
向老兵致敬
青岛市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开展“四个一”系列活动

早报 5月 30日讯 为纪念
青岛解放74周年，青岛市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结合工作实际，开展

“四个一”系列活动，进一步赓续
红色血脉，弘扬英烈精神，增强国
防观念，凝聚奋进力量。

在第 74 个青岛解放纪念日
来临之际，青岛市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观
看了青岛解放纪录片《青即战役》
系列，聆听了党史专家和英雄讲
述战斗故事，还原解放青岛的伟
大历程。青岛市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柳广东强调，
全体党员干部要以此铭记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把先烈们顽强拼
搏的斗争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同时结合中心重点工作打造思政
资源库，立足本土红色资源，讲好
身边红色故事。

青岛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
主任纪文忠带队，各党支部书记、
部分党员代表、共建社区代表一
行20余人沿着青即战役路线图，
沉浸式深入城阳区丹山战役教育
基地，进入丹山战斗遗址交通壕，
观摩战役路线图、作战区域布置、
历史影像资料等，重温那段炮火
连天的岁月。

青岛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联合青岛市退役军人关爱基金、
平度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心海公
益组织，关爱慰问解放青岛战役
参战老兵，带去米面油等生活用
品，送上血压仪、血糖检测仪等
健康大礼包，倾听老兵讲述青岛
解放战役红色故事，共忆革命峥
嵘岁月。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怀超）

回到家乡组建抗日队伍

“苟安于家庭小康，饱食终日，无所
作为，乃是庸人之趣；报效于国家社稷，
解民倒悬，方为男儿之志”……这是王一
民小学六年级时写出的豪言壮语，也是
贯穿他一生的革命宣言。记者从青岛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王一民原名王
福寿，曾用名王振寰，1919年 2月 9日出
生于招远县徐家疃村（现属辛庄镇）的一
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学习刻苦，成绩优
异，特别钟爱国文和历史课，尤其仰慕历
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将领。

1933年，年仅14岁的王一民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了招远中学，当时的旧中国
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1936年，王一民
考入益都师范，次年7月7日，“卢沟桥事
变”爆发。1938 年初，王一民邀集几个
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寿光县找到了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
队”，支队司令员马保三同志热情地接待
了他们。从此王一民成了一名光荣的革
命军人，不久后，他受马保三的委托回招
远家乡发展武装，组建抗日队伍。

王一民的父亲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
的开明人士，他听说王一民要拉队伍抗
日，十分支持。于是王一民在父亲和哥
哥的帮助下，经过短短 3 个月的组织发
动，就建立起了一支50人左右的抗日队
伍，树起“招远县抗战独立大队”的旗帜。

1939 年 9 月底，中共招远县委送王
一民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胶东五支
队军政干校政治班学习。在干校里，他
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他
被任命为“招远县县大队政委”。1941
年，日军疯狂推行“强化治安”，对抗日根
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根据地环境日
益恶化，抗战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一
次军政联席会议上研究决定，成立武装
工作队，由王一民任政委。

深入敌后开展革命工作

1941年春天，王一民率部在青岛火
车站智取日军黄金 300 斤，引起日军震

怒。面对日军的地毯式搜查，王一民在
夹缝中巧妙周旋，300 斤黄金通过城市
地下排水道秘密运出青岛，并由中共胶
东游击队护送到了沂蒙革命根据地八路
军总部，其后，又辗转运往延安。这是抗
战 8 年期间，党中央收到的最大一批黄
金，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
的高度赞扬。

次年年初，盘踞胶东的敌人对抗日
根据地发动的几次“扫荡”，均被我国军
民彻底粉碎。同年初秋，王一民由胶东
军区青年营调入军区敌工部工作，先后
发展大量中国共产党党员。1945 年 5
月，日军投降前夕，王一民奉命以胶东军
区联络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青岛市负责
领导青岛地下党的工作，为投降后我军
接收青岛提供军事情报、培养内应力量
做好准备。当时的青岛正处于“黎明的
前夜”，社会秩序混乱，伪钞大幅贬值。

同年 10 月，日军投降后不久，侵华
美军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替国民党
反动派占领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港
城市，建立了美蒋反动统治政权。王一
民组织战友打进了国民党的“军政部胶
济区特派员办公处”“青岛要塞司令部”

“第四兵站总监部”“三十二军”“联勤总
部青岛被服厂仓库”“第十一绥靖区青年
教导总队”等军政机关内部，广泛开展社
交活动，向国民党党政军中上层人物靠
拢，使地下工作向纵深发展。在进入青
岛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王一民为我党我
军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有力地配
合了解放区的军事斗争。

1945 年 12 月，国民党对全市教师
进行甄别审查，以达到排斥爱国知识分
子的罪恶目的。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
施，激起了教职员工和爱国学生的极大
反对情绪，各学校纷纷掀起“反甄审”的
罢课运动，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反
动统治集团大为震惊。他们竟出动军
警对爱国师生进行野蛮镇压，还开枪打
死了备受敬佩的文德女中青年教师费
筱芝女士，激起民愤。王一民同志抓住
这一有利时机，亲自编写宣传材料并秘
密散发，揭露敌人的血腥暴行，激起人
民的革命斗志，使国民党在青岛市的反

动统治岌岌可危。
王一民的外孙张辉回忆道：“据姥姥

讲述，那些日子非常不太平。有一天晚
上，姥爷回家以后很紧张地告诉她‘有人
盯梢，立即转移’，就这么两句话，全家立
刻行动起来，我舅舅当时还在襁褓里，姥
姥带着两个孩子在前，姥爷断后。姥姥
手里拿着手枪，姥爷给她的命令是，万不
得已的时候，拼到底。”虽然这次成功脱
险，但 1946 年 7 月 14 日，王一民外出途
经北京路时，被国民党特务分子王鼎铭
认出，不幸被捕。

为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生命

敌人接连不断地提审，王一民受尽
了严刑拷打，几次昏死过去。但他以惊
人的毅力，忍受住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巨
大折磨，始终咬定自己是来青岛做买卖
的商人。经过近一年的审讯，敌人黔驴
技穷，竟秘密对王一民下了毒手。

1947年 4月 22日深夜，王一民被敌
人秘密拉到太平角。面对死亡，他从容
不迫，奋身跃入坑内，振臂高呼着“打倒
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为中
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角木栈道的
最深处，就是当年王一民烈士的牺牲
地。建党百年之时，市南区沿太平角木
栈道建设了主题为“一生为民 连心红
廊”的党建宣传走廊，寄托对王一民烈士
的缅怀之情。曾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
太平角并不太平，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
来了今天的安定祥和。王一民烈士纪念
碑安卧在太平角木栈道的尽头，纪念碑
上那颗金黄色的五角星，永远照耀着人
们前进的方向。

或许是预料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命
运，被囚禁在狱中时，王一民曾秘密留下
两封家书托人转交给妻子。其中一封家
书中写道：“淑琴，你好。两个多月没见
你和孩子了，请你不要难过，现在党需要
我和敌人斗争到底，我会坚定不移地完
成党的事业。衣服不要送了，给你写信
太困难了，请你理解，教育孩子继承我的
事业。”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王彤

“一生为民 连心红廊”党建宣传走廊。资料图片

修复版王一民烈士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