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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王庄村的地下医院
本报通讯员 金言 本报记者 李小贤 摄影报道

为救护伤员，群众在村子里挖出地道；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不为所动……在战
争年代，泊头军王庄村有一座秘密的地下医院，救治八路军伤员600多人。近日，泊头人
单有为和李占武以画作和剧本的形式，重现当年的烽火岁月——

这是一家秘密救治伤员的
地下医院：地道四通八达，病房
建在假坟之下……

在泊头市西辛店乡军王庄
村，虽然曾经的地道早已被洪水
冲毁，掩藏伤病员的红荆地早已
变成了长满庄稼的农田，但军王
庄地下医院的故事却在村民中
口口相传。

日前，泊头退休干部李占武
的戏曲剧本《地道医院》和泊头
农民画家单有为的画作《军王庄
地下医院》，重现了当年那段烽
火岁月。

为救治伤员
群众挖出地下医院

为寻访地下医院的故事，7
月 9日，笔者来到了泊头市西辛
店乡军王庄村。

在军王庄小学大门西侧的
围墙上，写着一则军王庄地下
医院的简介，绘制着地下医院
医护人员救助伤员的一些图
画。墙上的画因风吹日晒有些
斑驳，但生动的故事却扎根于
老百姓心中。

69岁的王英才曾在军王庄
村担任了 20年的党支部书记。
他年轻时经常听曾参与建设地
下医院、救治伤员的老人讲起地
下医院的事情。后来，随着岁月
流逝，亲历者相继离世，王英才
更觉得留住那段历史显得弥足
珍贵。

王英才向笔者介绍了地下
医院的情况。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军王
庄是个不满百户的小村。抗战爆
发后，党领导群众减租减息，该
村成立了抗日组织，积极配合八
路军的抗敌活动。杨国藩是军王
庄人，在新划的献交县县大队任
医生。随着形势的变化，救治伤
员需要一个固定的地方。考虑到
军王庄群众基础较好，组织决定
将医院设在该村。

杨国藩受命回到村中创办
医院，先是在堡垒户家偷偷救治
伤员，后来由于敌人的不断扫
荡，给伤员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
威胁。他和村干部商量，决定挖
一个地下医院，把伤员转移到

“地下”。他们组织村民挖好地下
手术室和几个病房，又开始挖地
道。

王英才说，为了尽快挖好
地道，天一黑，村民们就行动
起来，有的负责指挥，有的负
责放哨，有的到工地挖土，一
直干到天明。男的在地下挖，
女的在上面运土，地道很快就
挖成了。

当时斗争形势非常残酷，敌
人封锁了道路，医院面临断粮
的困境。地下医院负责人杨国
藩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杨娟香，
决定让她出村向上级领导求
援。13 岁的杨娟香勇敢接受了
任务，打扮成乞丐穿过敌人数
道封锁线，终于将信送到了县
领导手里……

乡亲拼死
保护伤员

地下医院之所以能发挥作
用，是与乡亲们的拼死保护离不
开的。

王 保 存 的 父 亲 王 秀 书 是
1944 年入党的老党员，当年参
与了挖地道、转移伤员、救治伤
员的工作。

72 岁的王保存说，父亲在
世时，曾给他讲过一些地下医院
救治伤员的事情。最初伤员转移
到村里后，都是住在百姓家里。
他们家也住了伤病员，最多的时
候，一个炕上躺着7个伤员。

“平时主要由母亲照顾那些
伤员，由于药物紧张，母亲会用
盐水帮伤员洗伤口。”王保存说。

71岁的王新国讲起了母亲
智斗敌人，掩护伤员的事。“一
天，敌人来到我们家里，我母亲
正坐在炕上守护伤员，一个汉奸
问母亲炕上躺着的是什么人。母
亲为了掩护伤员，毫不犹豫地说
是自己的丈夫。敌人不相信，用
刺刀去挑被子。母亲就用身子去
护伤员，还厉声告诉敌人，丈夫
得的是‘伤寒病’，刚吃了药，正
在发汗。敌人听到是伤寒病时，
吓得拔腿就向外跑。”

1940 年，共产党员杨国藩
回到军王庄创办医院时，时任军
王庄村村长、党支部组织委员的
杨庆丰，参与了医院的建设与救
治伤员的任务。

如今，杨庆丰已经去世，他的
儿子杨国华也已是74岁的老人。

说起父亲杨庆丰，杨国华充
满敬佩。

“地下医院建成后，伤员不
断送到医院。时间长了，敌人听
到了风声，时不时就到村中扫
荡。当年，父亲杨庆丰为了保护
群众、伤员，差点被敌人活埋。”
杨国华说。

“一天，敌人又一次包围村
子，父亲杨庆丰为保护群众，钻
出地道，将敌人引到远离地道口
的地方。敌人将全村的人集合起
来开会，并把村里的老人、妇女、
儿童分开。鬼子挨个审问无果
后，恼羞成怒，当场要活埋父亲。
敌人把我父亲绑了起来，推到一
个猪圈里，要将他活埋。”讲到这
儿，杨国华已是声音哽咽。

听着杨国华的讲述，旁边
86 岁的王占山老人频频点头。
当年，只有六七岁的王占山是那
次事件的见证者。

王占山老人说：“当时敌人

拿出一些糖果，叫小孩们说出八
路军伤病员在哪里，我们没有一
个接糖，问到谁，谁都摇头。敌人揪
住杨庆丰，逼他说出伤员的下落，
他宁死不说。敌人要活埋他，把他
推到了猪圈里，逼着群众埋杨庆
丰。人们故意把松软的粪土一点
一点倒在杨庆丰身上，给他留出
了面部。这时一声哨响，敌人紧急
撤走了，杨庆丰保住了一条命。”

红荆地 假坟头
医院一直未暴露

由于 1963 年发洪水，村里
的房子几乎都坍塌了。随着房屋
的翻盖，地道的遗迹越来越少。

杨国华和王英才一一为笔
者指点着父辈们曾提到过的地

道口、地下医院的所在地。
在军王庄小学北侧，王英才

指着附近的民房告诉笔者，听老
人们说，那里曾是地下医院的主
院区的所在地。

在军王庄村村南的地里，有
一个大土堆。土堆上面长满了野
草。王英才说，这个土堆就是当
年挖地道运出来的土。以前，这
个土堆还要大，随着村民用土，
这个土堆越来越小了。

杨国华指着村西南方向的
一片土地说，现在这里都是耕地
了，村民种上了庄稼。可在抗日
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一片坟
场，遍布着 1米多高的红荆，非
常阴森，敌人不敢进入。这个地
方被杨国藩等人利用起来。为了
方便重伤员进出地道，他们在这
里造了很多的假坟。

王英才接过话说：“听老人
们讲，假坟伪装得像古坟一样，
里面是病房，每个假坟都与地道
相连。枯井里、坟墓里、碱土堆里
到处都有真假洞口，每个洞口分
别设有对付敌人的陷阱、翻板
等，洞内设防毒、防烟、防水等安
全设施。整个地道有几条干线，
每条干线又分出许多支线。”

由于组织严密、工作得力，
当地群众全力掩护，军王庄地
下医院一直没有被敌人发现。
直到 1944 年秋，军王庄地下医
院先后救治了 600 多名八路军
伤员，使他们陆续重返前线抗
战杀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
出了重要贡献。

红色历史
激励后人

如今的军王庄村，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安居乐
业，孩子们快乐地在校园里学
习。

地下医院的故事时时感染
着人们，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再现
那段烽火历史。

泊头退休干部李占武，多方
寻访，历时半年多，完成了戏曲
剧本《地道医院》的创作。剧本通
过不同的故事，讲述了那段令人
难忘的历史：13 岁女孩杨娟香
化妆成乞丐，勇闯敌人封锁线给
县领导送信，解决了医院的断粮
问题；农村妇女迎着敌人刺刀智
救伤病员；老百姓宁可被活埋也
不说出地下医院的下落；老百姓
宁可自己挨饿也要给医院送粮
食；伤病员忍痛让出麻醉药救治
重伤员……

家住泊头的农民画家单有
为听说地下医院的故事后，深
深被打动。他根据杨国藩的回
忆文章，多次到泊头市西辛店
乡军王庄村走访群众，数易其
稿，创作了画作《军王庄地下
医院》，还原了当年地下医院
的场景。他们还利用各种机会
向青少年讲述军王庄地下医院
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铭记历
史，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努力
学习。

讲起那段历史讲起那段历史，，王英才数次哽咽王英才数次哽咽

当年掩护伤员的红荆地已变成农田当年掩护伤员的红荆地已变成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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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公司有食堂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待遇优厚，每月都有福利待遇，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地理位置：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15720487345（微信同步）

•车间维修工、电工各两名，操作工数名：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专业技术补贴，月薪5000－8000元。
•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要求年满18周岁，熟悉办公软件，每月四天公休，月薪3000－6000元。
•带车司机数名：4.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工资10000－30000元。•门卫两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夜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