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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地堡挖地道
每次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中共即墨县委旧址位于移风店镇朱

家庄村，是即墨县委 1941年 3月到
1949年 6月的办公地。原建筑为典型
的胶东民房，20世纪80年代因村庄建
设统一规划被拆除。即墨市委于 1995
年在村外另辟新址建立“中共即墨县委
旧址”，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
在旧址纪念馆里，朱建勇、朱建全

给记者介绍了当年祖辈的故事。抗战时
期，“铜傅家，铁徐家，莫斯科在朱家”
的传奇在大沽河沿岸广为流传。在《即
墨文史资料》《大沽河志》等地方史料
及相关抗战史料中，有关于“铜傅家，
铁徐家，莫斯科在朱家”的详细记载。
1942年，即墨县委在傅家村组织

40名青年参加基干民兵队，每人配1支
长枪、450发子弹和 4枚手榴弹。他们
在街头巷口挖地道埋地雷，架起“绊马
索”。民兵队集体住宿，轮流站岗放哨，
整个村庄戒备森严。1942年至 1943
年，日伪部队先后 3次入侵傅家村，民
兵队行动灵活，打得胜就打，打不胜就
走，几乎未受损失。民兵队还常到邻村
进行政治宣传并协助开展对敌斗争，大
煞汉奸、特务威风，显示根据地人民武
装威力。因此，傅家村赢得“铜傅家”美
誉。
徐家沟村位于朱家庄和傅家村之

间，是西北根据地有名的堡垒村。抗战
开始，在村支部带领下，全村老少齐上
阵，修地堡，挖地道，打通全村各种掩
体，民兵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敌情，在
要道埋地雷，架铁丝，尔后利用各种掩
体，声东击西，打击敌人。每次都打得
来犯之敌狼狈逃窜，闻风丧胆。因此，
徐家沟村赢得“铁徐家”美誉。
1941年至1945年，即墨县委主要

在朱家庄开展活动，党的地下交通站就
在此村建立起来，首任站长是村支部书
记朱培锡。县委相关人员村中宿营后，交
通站民兵昼夜巡逻，站岗放哨。抗战期
间，朱家庄先后接送过往干部千余人次，

从未发生意外。朱培锡家很早就是即墨
县委秘密开会和提供食宿的住所。其为
县委默默无闻地操心费力，积劳成疾，于
1945年6月壮年病故。因为有了交通站
的存在，朱家庄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美
称。

根据地诞生
人民自己的县政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时即墨县委

以朱家庄为中心，经过一年多的工作，
先后在朱家庄等9个村建立了党支部，
发展党员近百名，同时建立中共八区、
中共西八区、中共东七区和中共西七区
4个区委。至抗战胜利前即墨县共有区
委6个、党支部19个，党员200余名。
根据地建立后，中共即墨县委除加

强县区武装力量以外，还动员各村建立
民兵队伍和儿童团组织。至抗战胜利，
即墨县民兵配合主力及单独作战 100

余次、歼敌1500余人。这些为革命胜利
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因此，在这里成立
了根据地的秘密联络点(交通站)，设立
即墨战时邮局。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建立了县抗

日民主政府。1942年 9月 2日，即墨县
抗日民主政府在西八区堤前村小学(原
王氏祠堂)成立，这里成为党领导下人
民政府的诞生地。从此，根据地人民有
了自己的县政府。还建立了即墨县公安
局，锄奸锄叛，保卫政权。
1945年5月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西

八区官庄村召开根据地内各界人士代
表大会，动员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
抗战。即墨县政府建立后，在根据地内
大力发展生产、贯彻实施党减轻农民负
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在这里，大力发
展粮食生产，减租减息工作有序开展，
动员根据地青年积极参军、稳定金融工
商市场，还发展各类教育，为革命留下
更多火种。1943年3月，即墨县政府招

收30余名小学教员，分配到官庄、马龙
疃、洼里等30多个村庄开办初级小学，
1000多名失学儿童复学。同时在这些
村庄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使一
部分青壮年文盲得到了读书识字的机
会。

在这里留下
一串闪光的名字
在遗址纪念馆的墙上，一张张照片

显示着为这片土地奋斗过的一名名革
命先烈，背后又是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
事。
于宝光是即墨鸾庄村(今属蓝谷高

新区)人。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军暴行，
他毅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9年春，于宝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返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建立“农民抗
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群众
组织。7月任即墨县委委员兼青救会
长，后转任军事委员兼宣传部长。1941
年秋，动员妻子王培娥参加革命。1942
年3月19日，胶即大队成立，于宝光任
大队长。1943年2月，在大坝村治病期
间，因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管明斋部逮
捕，3月被杀害于三都河，年仅29岁。
辛铁甲是山东海阳赵疃乡石人夼

村人。1938年春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
锋队，同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动
员妻子入党并在家中开展地下工作。
1941年夏参加八路军。1942年毕业于
抗大分校，任即墨县独立营副营长。
1945年夏，他率部分队员破坏铁路，阻
断敌交通线，返回时夜宿移风店镇张家
庄，遭日军包围。突围过程中，他身中5
弹肚破肠流，仍坚持战斗，迂回敌后打
死敌机枪手，夺取机枪猛扫敌群，掩护
部队突出重围。辛铁甲因伤势过重，献
出年仅31岁的宝贵生命。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是一代又一

代人奋斗出的美好生活，也留下了这一
串串闪光的名字，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大沽河水流不止，革命先烈的精神依然
传承。

“铜傅家，铁徐家，莫斯科在朱家”
记者探访中共即墨县委旧址，穿过硝烟听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斗争传奇

抗战时期的土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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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记者打开中共即墨县委所在
地旧址（1941-1945）的是革命的后
人，祖辈的斗争在他和同村人的心里
依然鲜活。抗战时期，“铜傅家，铁徐
家，莫斯科在朱家”的传奇在大沽河
沿岸广为流传，挖地道、造土雷，当地
百姓用智慧和勇气与敌人对抗，换来
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中共即墨县委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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