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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民峰/文 彭程/图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发动“七七事
变”（亦称“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
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经过长达8年的浴
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胜利。今年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

7月7日上午，记者跟随宝丰县委党
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郜现松来到宝丰县赵
庄乡任寨村，寻访当年经历抗击日军的见
证人。听完村里几位老人的陈述，一页悲
壮的抗战史拂去历史的尘埃，清晰地展示
在记者面前……在血与火中，任寨村民用
鲜血铸就了民族魂，表现出了中华民族英
勇顽强的气概。

为纪念任寨村民抗击日寇的历史，宝
丰县委党史研究室当天下午在村内竖起
了纪念碑，希望这段历史永世铭记。

任寨村素有抗暴传统，村民曾抗
击北洋军

宝丰县赵庄乡任寨村位于县城北15
公里的汝河南岸。清末民初，为防止兵匪
扰害，该村加深寨壕，加高寨墙，整修吊
桥、寨门。附近村民为躲避匪乱，多将财
物、粮食、牲口等存放于寨内。

《宝丰县志》记载，1912年4月23日，
驻防郏县的北洋陆军第十三营统领余耀
亭为追剿白朗义军掠夺任寨财富，先以高
皇庙村、任寨村“通匪”为借口，带兵攻开
高皇庙村，杀村民200余人，并于29日兵
临任寨村。村民利用寨圩顽强抵抗。余
部凭借洋枪、洋炮，有恃无恐，强力攻寨。
村民用步枪、土枪、土炮奋力还击，余部伤
亡甚大。余耀亭恼羞成怒，又调兵增援，
几经强攻仍未攻破。

此后，余耀亭亲自督阵，并穿越寨壕。
守寨村民难以固守，便手持长矛、大刀跳下
寨墙与敌军殊死搏斗，肉搏战持续一个小
时之久，双方伤亡惨重，然终因村民与余部
力量悬殊过大而寨陷。余部进寨后，杀300
余人，撤退时抢走了众多财物、粮食。

郜现松说：“任寨村民一直以英勇自
豪，并激励后代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

侵华日军发动河南战役，一小队
在任寨村耀武扬威

侵华日军于1944年 4月中旬发动河
南战役，向郑州、许昌、漯河、舞阳、洛阳、
南阳等地大举进犯。驻郏县、宝丰一带的
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所属部队，在日军的
进攻下，相继败逃伏牛山中。当年5月下
旬，豫西大片土地沦入敌手。

“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劫掠
夺，无恶不作。”郜现松说，1944年 5月 6
日，日军攻陷宝丰县城。在沦陷的一年零
三个月里，日军犯下的罪行骇人听闻、罄
竹难书。宝丰人民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
了屈辱和蹂躏。日军的侵略遭到沦陷区
人民的强烈反抗，素有革命斗争传统的任
寨村民奋起抗日的事迹，就是典型一例。

在任寨村，至今还存在着寨壕。记者
在该村东头看到，壕沟有四五米宽，现在
是一条排水沟，寨墙已不复存在。“水又
深，寨又高，铁裹门，活吊桥。”84岁的村民
任守志说，这是人们描述当年的任寨村寨
墙、寨壕的顺口溜。当年的任寨村是个大
村，有1000多口人，壕深寨高，壁垒森严，

“祖辈们垒寨墙，挖寨壕，是为了防匪乱。”
据了解，任寨村中有两家大财主，一

是拥有3000亩土地的“三槐堂”，当家人叫
王怀三；二是拥有 2500 亩土地的“务本
堂”，当家人叫王天久（县参议员）。这些
大户既有家丁，又有一定数量的枪支。国
民党十三军败退到汝河时，留给村民3挺
轻机枪和部分长短枪支。

据《平顶山革命史概览》记载，1944年
5月初的一天，一日军大部队突然从任寨
村路过，在村上杀猪宰羊，吃喝抢掠，并轮
奸了一名少女。村民义愤填膺，反抗的怒
火在心中酝酿。当年6月30日上午，日军

驻郏县薛店村的一个小队十几人加上
汉奸维持会的人共30余人，在小队长田
中的带领下耀武扬威地来到任寨村。

村民机智骗走日军，准备与日
军殊死搏斗

“当时老日（抗战时期豫西对日军
的蔑称）美其名曰‘安民’，其实是想要
东西。”任守志说，他和父母听说日军来
了，赶紧逃命，刚跑到村里的十字街就
遇到日军，翻译官对他们说“太君来了，
不要跑，快回去”。日军来到村里，对保
长王铁山说“啥也不要，就要两样东西，

‘花姑娘’和枪，给了东西就去岳寨村”。
任守志说，保长王铁山和村里几位

有威望的人就开始商议。大家认为，日
军根本不缺枪，无非是要粮草和妇女，
谁家的闺女也不可能送进日军虎口。

消息像刮风一样，霎时传遍全村。
压在群众心头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

“把寨门堵住，打他龟孙。他不叫咱过，
咱也不叫他活。”于是，王铁山和几位有
威望的人就想了一招，先骗走日军，再
组织战斗力量。于是，王铁山告诉日
军：“你们先去岳寨村吧，我们商量商
量，把你们要的东西准备好，拐回来就
给你们。”

日军信以为真，开着坦克、小轿车
离开了任寨村。骗走日军后，一场紧张
的战前准备开始了：有的堵寨门，有的
组织老弱病残转移；青壮年村民解衣扎
带跃上寨墙，把3挺机枪和100多支步枪
迅速布置好，等待日寇的到来。

村头小庙依然在，在此打响第
一枪

在任寨村西，有一座小庙，多年来，
虽经修葺，但位置没有变。“战斗打得很
惨，村民个个不含糊。”83岁的王海说，当
年的第一枪就是在这里打响的。当天临
近中午，日军小队长和翻译官在日军及
汉奸的簇拥下行至任寨村西头。看到寨
门紧闭，日军小队长怀疑情况有变，便派
翻译官向寨上的人问话。翻译官骑着白
马独自来到寨前的小庙处。村民在寨墙
上高喊：“你们不准靠近寨子。”翻译官并
不理睬，边走边叫：“快开寨门！”

村民任有才愤怒至极，瞄准翻译官

开枪射击，翻译官应声落马，接着又一枪击
中田中的马，田中摔落在地。任有才的枪
声像一道命令，寨墙上的步枪、机枪一起开
火，猛烈射击，没有提防的日军吓得惊慌失
措，个个隐蔽保命，接着开枪还击，双方展
开激烈战斗。

守在寨西北角炮楼里的老机枪手任景
明和王铁山发现寨西北土埂上有3个日本
兵架着一挺机关枪打得很凶，立即一连5
梭子弹打了过去，将机枪打哑，3个日本兵
也一起倒了下去。接着，20多个村民从西
南角寨墙上冲下，顺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干
渠绕到鬼子背后进行夹击。

战斗致日军伤亡7人，激发了群
众抗日热忱

“俺爹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身亡的。”回
忆当年，王海抹着眼泪说，他对日军除了恨
还是恨。当时，他的父亲王增等20多名村
民冲出寨子，以沟渠作掩护绕到日军背后
与寨内村民配合，两面夹击，打得日军屁滚
尿流，急忙向北汝河薛店方向逃窜。在追
击日军的过程中，父亲冷不防被日军机枪
击中了腰部。

84岁的村民王老常说，他当时只有十
几岁，与伯父一起赶到王增受伤处，看到王
增躺在地上，肚子上有一个大窟窿，肠子流
在肚皮外，满身是血，人昏迷不醒。伯父背
起王增就往南走，傍晚把王增背到刘庄的庙
里。当晚，王增为抗击日寇、保卫家园壮烈
牺牲。

在战斗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日援军大
队赶到，村民只好抬着伤者退守寨内。日
军摸不清寨内虚实，不敢恋战，抬着尸体和
伤兵缩回薛店据点。据史料记载，这次战
斗激战3个多小时，村民一人死亡，多人受
伤，击毙日军3人，打伤日军4人，日寇小队
长田中和翻译官均受伤。

时隔不久，日军增加兵力，对任寨村进
行了一次报复性夜袭，但村民早有提防，很
快转移，留下的48人持枪同敌人进行短时
战斗后也疏散隐蔽起来。任寨村除财产遭
受抢掠、一个村民战死外，日军没有占到什
么便宜。以后，日军未敢再来侵扰。

郜现松说：“任寨村民抗击日寇，在宝
丰一带产生了很大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
的抗日热忱，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显示
了人民抗日的威力。”

血与火中铸就民族魂
——71年前任寨村民自发抗击日寇纪实

宝丰县赵庄乡任寨村民抗击日寇旧址。

任寨村口一座矮小的“大黄庙”——当年任寨村民就在此打响了抗击日寇的第一枪。

任寨村的寨墙早已不在，原地只留下寨墙前
的寨壕。.

任寨村83岁的村民王海，当年，他的父亲王
增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牺牲。

任寨村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一个普通小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