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跳入巢湖，少年潜水逃过一劫

1938年10月7日凌晨，100多个全

副武装的日军和汉奸在小桥的带领下，

分水陆两路包围了巢湖温家套三个村

庄，开始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那一天，他们枪杀了我的母亲。”

温天柏说，他的两个哥哥躲到村外的亲

戚家的水缸内才幸免于难。当时，他躲

在墙壁夹层缝隙中，等日军离开后，他一

口气跑到湖滩上，躲在一个船舱内，后跳

入巢湖逃过一劫。

火烧村庄，日军屠杀村民316人

“那场面很惨啊，机枪扫射，手榴弹

爆炸声，整个村庄一片火海。”温天柏老

人说，温村与河口村70多人拼命逃出村

口时，被日军机枪全部打死。白发苍苍

的孙家老祖母被日军用尖枪挑着，倒在

火中活活烧死。几个鬼子将何氏寡妇3

个孩子的头砍下了，拎在手上当球玩。

温天柏告诉记者，大火整整烧了一

天一夜，烧毁18条大帆船和900多间房

屋。后来，经过统计，温家套三个村庄共

有316人被日军杀害。直到1945年9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三个村外逃的幸存

者才陆续归来。

1997 年，巢湖市政府温村附近竖

立了“温家套惨案纪念碑”，将每年 10

月 7日定为巢湖的国耻纪念日。每当

人们来此缅怀时，温天柏老人总是站在

这里，讲述那段悲壮而惨痛的往事。温

老说，他希望后人永远不能忘记日本军

国主义在巢湖、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

行，希望年轻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新中

国、新生活。

85岁王友铭老人：

演话剧揭露日本鬼子侵华暴行
星报讯（记者 志强） 昨天星报记者采访

了淮北市85岁高龄的抗日老战士王友铭，听他

讲述一段国仇家恨的抗日故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日本鬼子时不时就会

到村里扫荡。”王友铭说，日本鬼子一进村，村

民们都吓得关门闭户，鬼子就挨家挨户搜粮

食，抓牲畜，村民也不敢反抗。

1941年底，王友铭的父亲在一次战斗中牺

牲。1944年，年仅14岁的王友铭，带着父亲的

遗愿，参加了新四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友

铭在新四军四师政治部，学习抗战宣传知识。

不久,王友铭返回宿东负责宣传工作，他组

织宣传队，上街粘贴标语，演话剧揭露日本鬼子

的侵华暴行，动员青壮年参军报国，为反扫荡扩

充军力。

87岁李天金老人

打了3天3夜，一个排就剩3人
星报讯(刘德伟 巩彬 记者 杨文艺) 87岁的

李天金老人是界首市顾集镇小良行政村李张庄

人，14岁那年他被保长派了壮丁，拉到房楼侍管

区，后来随大部队到河南淮阳打日本鬼子一年

多，李老初被编为国军92军（军长李仙洲）110师

连部通信员，后到师部当勤务兵。到山东后，李

老被调到12军霍守义军长处，任贴身警卫。

“部队初到山东时，在莱芜打日本。一次

在阵地上，小日本的一发炮弹落到我身边，可

惜没有炸，不然我就没命了，气得我端起机枪

对敌人扫射一通；还有一次，连续打了三天三

夜，一个排就剩我们三人，日本飞机扫射时，打

中了我的右胳膊，我住了三个月的医院才好。”

“日本投降时，我们在兖州。”

内战初期，李老随国军部队到东北，后退

到关内。在淮海战役中，与军长霍守义一起被

俘。李老投诚加入了解放军，总共在国民党部

队干了12年。抗美援朝战争前退役回家。

星报讯（谭炎哲 王舟瑞 记者

王玮伟） 今年85岁的王增树老人

出生于河北，晚年定居于合肥，是一

名抗日老兵。作为战争的亲历者，

他在回忆起当年浴血奋战的经历

时，心情既沉重又激动。

1944年，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

候，15岁的他毅然投身军营，成为一

名抗日战士。

王老当时所在的部队为晋绥

野战独立二旅17团 4连，“我们当

时的条件很艰苦，为端掉敌人碉

堡，经常在高粱地里潜伏一整天。”

他说，白天无论是刮风下雨，每个

人都在高粱地里趴着，不能出现一

点声响。

等到晚上，开始采用战术与鬼

子进行游击战。“我们会采用很多游

击战术，比如将鞭炮放在铁桶里的

方式，让日本人以为是枪声。”他告

诉记者，这样一来，日本人必会鸣

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扰乱他们的

计划。

说起当年抗战的条件，王老说，

那时候作战很艰辛，每个人身上仅

五发子弹。

在谈起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王

老显得很气愤。在他看来，天津保

卫战、南京大屠杀，这些都见证了当

时日本人的暴行。”

85岁王增树老人：

潜伏高粱地，一趴就是一天

抗战老兵回忆

星报讯（周海良 记者 李皖婷） “哒哒

哒”7月7日清晨，一阵急促枪声打破皖东晨

曦的宁静，弥漫山谷的硝烟格外提神醒脑。

一夜没合眼，百里大行军，蚌埠军分区首长

机关达到预设“战场”，向“目标”发动猛烈攻

击。这一天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

念日，参训官兵以实枪实弹方式打响了这场

“特殊的战斗”。

7月6日14时，蚌埠军分区接到上级下

达的应急拉练预先号令。半小时后，部队整

装出发，乘坐两辆越野卡车向皖东开进。

“淮河！淮河！”7日凌晨2时许，电台传来

“战报”：“前方阵地遭敌炮火袭击。”7日凌晨6时

许，部队到达目的地，战地晨曦透着层层杀机。

87岁阎福来老人

一个军号铜嘴陪伴了我一生
星报讯（沈佳 王玉荣 钱朝红 记者 祁琳）

87岁的阎福来是合肥瑶海区车站街道濉溪东

路辖区的一位居民，陪伴他这一生的最好的伙

伴是一个军号铜嘴，说起这个铜嘴的来历，要

从他14岁参军成为一名司号员说起。

阎老是山东人，1944年便参加了革命，在八路

军115师33旅第8团3营9连成为一名司号员。

“在河南我们攻打近千日本鬼子，因为是夜

里，分不清敌我，我们就会在自己人手臂上绑上

白毛巾用来分辨。”阎老说，那时候都是夜间行

军，作战，有时候一晚上要走上七八十里路。

而在这次战斗中，阎老还说了一个有关号

子的笑话，因军中枪弹匮乏，司号员并没有配

枪，当天夜里日本人被打得溃不成军，别的连

有个司号员看见一个扛枪的日本人，便从后面

举着号子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日本人看不清

后面情况，就缴了枪。“凭号子缴枪可在我们队

伍里流传了好一阵。”

图为温天柏老人讲述“温家套惨案”历史

幸存者讲述巢湖“温家套惨案”日军罪行

三个村庄316人惨遭日军杀害

温故屈辱，见证日寇侵略暴行

“战斗就在今夜打响！”
抗战爆发纪念日，

南京军区举行应急拉动演练

抗战老兵回忆

特殊的纪念

“那小鬼子狠啊，三个村庄316口人被他们杀
害了！”7月7日下午，在巢湖市温家套惨案纪念碑
前，90岁高龄的幸存者温天柏回忆起当年日军的暴
行时，他咬牙切齿。他说，那一年他才14岁，他的
母亲也被日本鬼子活活枪杀。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强暴妇女，村民打死日军班长

据温天柏老人说，那是1938年4月30日，日军

侵占巢城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年

9月，日军班长野村郎来到孙村，将一位妇女拽到

里屋欲强行施暴。当村民前来制止时，野村郎挥刀

砍人，惹恼了众村民，村民一怒之下将野村郎打

死。在将其沉尸巢湖后，孙村男女老少外出避难。

第二天，因为当地汉奸告密，日军队长小桥带

领大队日军挨户搜查，并将被拉去修铁路的温家套

三个村庄300多村民关进下朱村祠堂内，并封锁孙

村。日军拉出12个民工，要求他们下湖将野村郎

尸体打捞上来，其间枪杀了12位民工，并将民工孙

喜会砍头示众。10月3日午后，野村郎被打捞上

来，日军要求三个村民赔偿400担米钱，就可以放

村民们回家。善良的村民信以为真，变卖家产东凑

西求，凑齐了钱。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场灭顶之灾

正在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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