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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争胜利 7777周年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开辟了中华民开辟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也是
世界人民的胜利世界人民的胜利。。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汇聚磅礴奋进力量汇聚磅礴奋进力量。。
通州是一片留下许多红色记忆的热土通州是一片留下许多红色记忆的热土，，在这在这

里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里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涌现出许多涌现出许多
不怕牺牲的抗日英雄不怕牺牲的抗日英雄，，红色历史在今天依然熠熠红色历史在今天依然熠熠
生辉生辉。。其中其中，，在通州北部古运河畔在通州北部古运河畔，，有一座历史悠有一座历史悠
久的古村落久的古村落——平家疃村平家疃村。。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村内村内
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如今如今，，宋庄镇宋庄镇
平家疃村正在打造城市副中心红色旅游示范村平家疃村正在打造城市副中心红色旅游示范村。。

平家疃的红色传奇

在近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宋庄镇平家疃
村村民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运河儿女抵御
外敌、保家卫国的红色历史传奇。

翻开通州区政协为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编写的
文集《烽火通州》，《日寇屠杀平家疃村民暴行》赫然
入目。文章详细记载了 1945年 5月 7日发生的“平
家疃惨案”，也记录了平家疃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
通县东北部的抗日中心村，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重
要堡垒作用。

平家疃村位于通州、顺义两区交界处南侧，建
在中坝河（潮白河故道）东侧，因村子建在河滩地
上，平姓人家最早来此居住，成村后称作平家疃，民
间俗称平滩。因受坑塘影响呈不规则状，长 1.5公
里，占地面积超过10000亩，常住人口有7000多人，
曾被民间称为“京东第一大自然村”。

大运河研究专家、通州区政协文史特邀委员陈
喜波自 2009年开始对通州运河沿线进行考查。他
发现，平家疃村不仅有着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资
源，如明代潮河川运河故道、康熙驻跸的大寺庙、马
石街、上下马石和小神庙遗址等，还有大量红色历
史文化。

“在四处收集关于平家疃的各种文献资料时，
我找到了一篇发表于 1965年《历史研究》杂志上的
一篇文章，是由汤钰卿、毕克撰写的论文《平家疃人
民的革命斗争》。文章十分完整地记述了1937年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平家疃村人民反抗封建
地主阶级压迫、英勇抗日和踊跃支援解放战争的革
命事迹。让我深深为平家疃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
和爱国热忱所感动。”陈喜波从此对这个村开始了
更加频繁和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数十次考察后，他发现抗日战争后期，通县潮
白河以东一带已开辟为抗日根据地，平家疃与当时
的河东抗日根据地隔河相依，是河东抗日根据地
的前哨，也是河东根据地向河西敌占区发展的
重要立足点和向河东根据地输送抗日物资的
转运点。

至今，平家疃村内很多战斗遗迹仍
依稀可辨。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
动平家疃村革命遗址、遗迹的辨识、
清理和保护工作，如地道遗址的
勘查、红色堡垒户的确认、革命
烈士旧居和活动地点的标
记，并提出了“关于将宋庄
镇平家疃村打造成为城
市副中心红色旅游示
范村的提案”。

打造平家疃红色革命纪念基地

陈喜波表示，平家疃村深沉厚重的红色文化是一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这里仍保留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地
道遗址、地雷战遗址西大堤，革命烈士事迹记录在案。而
且受革命战争影响，平家疃村从军入伍的人较多，在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涌现出众多的英模人
物。他建议，可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平家疃红色革
命纪念基地。

“平家疃村的革命斗争史迹完整，一个个红色故事和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优质文旅资
源，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建议进一步深入挖掘
红色文化，将平家疃村打造成北京城市副中心红色旅游
示范村，与运河文化交相辉映。”陈喜波说。

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画卷中，通州区还有不
少像平家疃一样的红色热土，像王子厚一样的革命英烈，
如通县县立完全小学的抗日斗士花仙洲老师、于家务村
的回族抗日英雄何臣、永乐店地区冀东十四军分区二区
队的烈士谭志诚以及潮白河畔六烈士等。

缅怀抗战英烈，追忆光辉历史。吾辈应牢记运河儿
女反抗侵略和压迫的不屈精神，赓续抗战精神，从伟大的
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游击队长

“陈教授的研究成果和我们80多岁的村民刘耀记录的村史相互佐证，高度吻
合。”村党支部书记李小龙告诉记者，现有村史和研究成果都已进入平家疃村村
史馆。其中就有威震敌胆的抗日游击队长王子厚、宁死不屈的中共地下党员张
振庭等运河儿女的英雄故事，不断激励吾辈后人砥砺前行。

据老村民刘耀讲述，王子厚是平家疃村后街人，家中弟兄三人，他是长子，从
小就给地主放猪看羊，受尽剥削和压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驻守通州的
冀东伪保安队举行抗日暴动，起义队伍被日军击散，其中一支队伍来到平家疃，
怀揣一腔爱国热情的王子厚加入队伍。

“七七事变”后，毛主席提出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1938 年，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冀东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近冀东。1939
年，成立冀东军分区和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并成立冀东抗日政权办事
处。1940 年底，京东根据地扩大至潮白河以东地区。1944 年，冀东军区第十
三团决定向河西一带开辟抗日游击区。1944 年 8 月 12 日，八路军进入河西地
区，来到了平家疃。不久，村里成立了抗日地下政权，平家疃成为我方河东抗
日根据地的门户。

平家疃本隶属于通县，但基于革命斗争需要，将其划归顺义五区领导。为巩
固抗日政权，扩充抗日力量，区委决定在平家疃建立一支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
战。当时，王子厚积极帮助党组织筹建游击队，并担任队长。游击队成立之初，
不到十人，没有枪支弹药，一切都要靠自己解决。在王子厚领导下，游击队机动
灵活地开展游击斗争，先后奇袭东坝，在前赵村伏击伪军，偷袭通州铁桥炮楼，
夺得大量武器弹药，游击队从几把大刀到拥有四十来支枪，由七八个人发展到
三四十人。

平家疃游击队威名大震，令敌人闻风丧胆。刘耀说，王子厚是平家疃人民心
目中的英雄，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东北，牺牲于辽宁绥中。王子厚阵亡的
消息传至家乡，村民们极为悲痛，召开追悼大会，把英雄的灵枢运回来，葬在
村东大堤上。

宁死不屈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振庭

宁死不屈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振庭的故事也广为人知。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进入北平地区，内战阴云密布。1946年 4月 29日，敌人

突然向平家疃发动进攻，控制了平家疃，成立伪联保公所。1946年8月，伪联保公
所以“加强民防”为名，向全村派钱买枪。

当时地下党员张振庭在平家疃坚持斗争，他机智地利用敌人
内部矛盾，使他们发生内讧，敌人的计划没有得逞。张振庭原为
平家疃村伪第一保保长，在党的教育下，他开始觉醒起来，暗中
为共产党工作，觉悟迅速提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
冬，解放军解放平家疃，建立民主政权。1947年夏，敌伪军向
平家疃发动进攻，平家疃再一次落入敌人魔掌。地下党员张
振庭留在村内继续进行地下斗争。1947年9月1日深夜，敌伪

奸细冒充河东解放区人员，找到张振庭，谎称河东区委领导人
要其前往南庄头汇报情况，张振庭信以为真，被骗出村，在平家疃

村东大堤被敌人抓捕。敌人将张振庭架到内军庄，严刑拷打，但张
振庭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

第二天夜里，恼羞成怒的敌伪将张振庭带到小营村活埋，张振庭为新中国
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王子厚、张振庭都是英雄的运河儿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平家疃
是敌我双方拉锯地区，斗争的复杂性、严酷性不同寻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平家疃村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对侵略势力和反动势力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顽强抗争，充分展现了运河儿女的英雄本色。

运河儿女积极投身保家卫国

作为河东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和物资转运站，河西抗日游
击区各村支援抗日的粮食和物资以及解放军向敌占区采购的
军用物资等通常先集中在平家疃，然后再安全地转运到河
东。这当中，平家疃人民群众也发挥出各种聪明才智，集中人
民力量大力支持抗日。

李小龙说，由于敌强我弱，为了有效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抗日地下武装巧妙地创造了村庄化名。化名就是将原来的村
名改成别的名字，成为我方人员交流暗语。当时平家疃化名
为田村，取疃字的左边部首“田”字，翟里化名李村，取“里”字
的谐音。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鸡毛信，为平家疃地下抗日人
员广泛应用。而且，当时的地下信件按着路程次序层层传递，
犹如接力赛跑，一直传到收件人为止。传递的层次虽多，但从
无差错。

为支援八路军和游击队，平家疃人民还千方百计为抗日
武装筹集物资。农民纷纷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粮食拿
出来。妇女们更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地赶做军鞋。一个任务
布置下来，很快就能超额完成。敌人对购买胶鞋限制极严，只
有通县县城才有，平家疃群众就步行至县城，买到胶鞋后，穿
在脚上，等过了封锁线，再脱下来交给解放军。

据陈喜波考察，平家疃还打过地道战和地雷战。“2020年
12月底，刘耀老先生带我实地踏勘了平家疃村的地道遗址路
线。”陈喜波介绍，自从平家疃成立抗日地下政权和游击队以
后，抗日活动蓬勃开展，成为河东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为了
防备敌人疯狂反扑，1945年春，地下政权动员和组织了村上大
批青壮年在平家疃后街挖掘地道。地道以关家街为起点，经
邓家街至西家街，全长二里，深约八尺，内部设计极为巧妙，不
怕水淹烟熏，在某些地段沟道交错，设有歧道，万一敌人进入
地道，则可诱使其进入歧道，找不到出口。

1948年下半年东北解放，大军入关。当年 11月 17日，解
放军进入平家疃村，平家疃迎来了解放。1949年初，北平即将
解放，整个平家疃又投入了紧张忙碌的支前活动。青壮年组
成担架队，紧跟在战斗部队后面，哪里枪声最激烈，就奔向哪
里。妇女们则煞费苦心把小米煮得半熟，再将半熟的小米和
芝麻炒在一起，为部队制作可口的干粮。村民们还组织起来，
砍树、劈柴，运往前线。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解放军形
成对敌压倒性优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建
专家

议

大运河畔的
本报记者 张丽

不能忘记的“三·二六惨案”

“‘英勇的斗争史’是我踏入平家疃之前对这个村子的最
深印记。之后，这一印记在一次次的入村调研中不断被强
化。”陈喜波第一次进村时，遇到几位老人在小广场上晒太阳，
提起村子的红色历史，有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说“永远忘不了
那一天”。

老人口中的“那一天”，指的是发生在1945年5月7日的平
家疃惨案，是平家疃村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

1945年 5月 7日，即阴历三月廿六日，日寇联队长山本调
动了燕郊、白庙、李桥等地兵力约五六百人，对平家疃进行突
然袭击，妄图将抗日武装一网打尽。天刚放亮，日伪军包围了

平家疃，逐户搜捕八路军，寻找给八路军保存的公粮、捐款等物资，
并把全村群众都赶进后街一家大院里，四周架起机枪，用刺刀逼迫群众

交出抗日人员。面对强暴，村民们一声不响，拒不回答。敌人使用毒打、热
油浇身、往水缸里按头等酷刑，受刑群众任凭怎么折磨，一口咬定“不知道”！
敌人气急败坏，当众挑死吕小牛等六人，另有三名掩护村中地道者和三名带路
人也被刺死，总共杀害十二人，这就是平家疃“三·二六惨案”。

平家疃村民饱含国仇家恨，迅速觉醒起来。惨案发生后，全村一百多青
壮年加入民兵。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平家疃人献出了自己最优秀的
子弟。刘德的母亲刘大娘最初舍不得儿子参军，敌人的暴行使刘大娘头脑
清醒起来，她不但不再阻挠，反而鼓励儿子说：“要保命，要保家，就得去和
他们拼。”

平家疃村的邓福山、刘德、刘广仁等同志都是在“三·二六惨案”以后参军
的，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平家疃惨平家疃惨
案纪念浮雕案纪念浮雕。。

平家疃村史馆陈列着各种反映村民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平家疃村史馆陈列着各种反映村民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的照片和实物争的照片和实物。。

村史馆村史馆
里展示了送里展示了送
子参军的英子参军的英
雄母亲刘大雄母亲刘大
娘的故事娘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