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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雷能形象地说明地
道战的残酷，这把日本战刀是侵
华日军留下的铁证，这两枚纪念
章是日军发动‘七七事变’的见
证……”

李俊波向前来参观的小学
生讲解着。

他的家庭“抗战文物展览
馆”已免费向市民开放。他说，
这是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
可以让更多人近距离地看到
历史风云，铭记历史，致敬英
烈。

一把军刀

李俊波今年 56 岁，是沧州
炼化行政事务中心员工。

李俊波自小喜欢舞刀弄棒。
1998 年，他偶然在沧州市旧物
市场看到一把刀。但不认得是把
什么刀，只觉得适合练武，就买
了回来。后来，懂文物的朋友告
诉他，这是一把侵华日军所用的
32 式乙型军刀，为侵华日军低
级陆军军官使用。他拿着这把军
刀，看着刀锋，别样滋味涌上心
头。李俊波的曾祖父就是被敌人
用刺刀挑死的。

感受着抗战实物带给自己
的心灵震撼，李俊波觉得，应该
收集更多的抗战物品，让那段历
史昭示和警醒后人。从那时起，
李俊波开始搜集与抗日战争有
关的资料与物品，踏上了抗战文
物收藏之路。

工作之余，他辗转省内外的
文物市场。北京、德州、衡水等
地，他跑了不知道多少次。和众
多收藏者不同，人家拿到一样
东西，首先考虑有没有升值空
间，而他目标明确，只看是不是
抗日战争时期的东西，有没有
历史警示作用。他的收藏范围
广泛，从刺刀、炮弹弹壳、地雷
等武器，到日本军服、防毒面
具、作战地图；从老报纸、老画
报，到当年侵华日军军歌集；从
各式各样纪念章到军票，都是
他收集的目标。“这些都是日军
侵华的罪证，也是最好的教科
书。”李俊波说。

他对收藏也达到了痴迷的
地步。李俊波的妻子告诉笔者，
李俊波平常买件新衣服都舍不
得，可只要看到有价值的抗战
文物，明知出价高也会想方设

法买回来。他说：“这些抗战文
物能够真实地还原一段段不可
忘却的‘抗战记忆’，付出再多
也值得。”

抗战文物“会说话”

随 着 抗 战 文 物 收 藏 的 深
入，李俊波不再是刚起步时的

“盲收”。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花
了很大功夫学习，订阅了多种
杂志，学习抗战历史。他说，只
有这样才能让物证更好地述说
历史。

他拿起两枚纪念章说：这枚
章正面是一个身佩军刀的日本
军官手持望远镜远眺的图案，背
面上半部分是飞机图案，下半部
是长城图案，刻有“支那军事纪
念”“昭和十二年”。李俊波介绍
说，昭和十二年即 1937年。这两
枚纪念章是日本发动“七七事
变”的见证。他还有多幅日军作
战地图。图上用红色炸弹标注的
地方，李俊波通过查阅资料，证
实这些被标注的地点均曾遭到
日军野蛮轰炸。“这些地图就是
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
滔天罪行的直接物证。”李俊波
说。

从小喜欢看电影《地雷战》
的李俊波，最喜欢收藏的抗战
文物是地雷。20 多年来，他收

藏了 100多个品类、200多颗地
雷，有铁质的、陶瓷的、石头
的，收藏界的朋友都叫他“雷
王”。在收藏地雷过程中，他还
有一个意外发现，那就是晋察
冀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开展
得很早也很好。他所收藏的地
雷有一多半来自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这些地雷都经过专业
部门处理过。

最近几年，李俊波又有了
一个新的收藏专题，那就是抗
战时期的“良民证”。他说，一件

文物往往牵扯一件史实，“良民
证”直接客观地记录着历史，是
日本侵华罪行抹杀不掉的证
据。

他现在收藏的“良民证”有
300 多个，涉及区域涵盖了日
军 侵 略 中 国 的 全 部 地 区 。他
说，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
中，描写祁老爷子的长孙瑞宣
看到日伪制发的“良民证”时
认 为 ，这“ 就 是 亡 国 奴 的 烙
印”。在和平年代，我们更要不
忘国耻，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

老百姓身边的红色
教育基地

截至目前，李俊波收藏的抗
战藏品达 2000 余件。他多次向
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晋察冀边
区革命纪念馆捐献抗战文物，数
十次为各种抗战展览无偿提供
展品。他还曾应邀担任义务讲解
员，累计为几千人次讲解。他多
次被省、市、区评为优秀基层国
防教育宣传员。

随着收藏的文物越来越多，
李俊波有了新的想法。这些抗战
文物不能光自己收藏，也不能局
限于抗战纪念日参展，他要建一
个家庭抗战文物展览馆，平时对
外开放，让广大市民和学生在家
门口就能免费参观，上一堂历史
课。

今年 6 月份，李俊波的“抗
战文物展览馆”正式开馆。一进
馆，最吸睛的就是地雷。客厅的
架子上、地上的筐篮里满是地
雷，还有各式的军刀、工兵铲、烟
盒、军服等，多达几百件。

他从桌上随手拿起一个折
叠行军灯说：“你看，这灯可以在
里面点上蜡烛，打开电扇都吹不
灭，还不怕雨淋。”他又指着一张
日军作战地图说：“我对比了现
在的地图，发现当年这张地图
位置标注非常精确，像这种小
路是只有上山打猎、采药的人
才知道的。”李俊波经常告诉前
来观展的孩子们，“落后就要挨
打。只有努力学习，让我们的祖
国更加强大，才对得起先辈们
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胜利。”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李
俊 波 的 家 庭“ 抗 战 文 物 展 览
馆”成了百姓家门口的红色教
育基地，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参
观。附近的石化小学还把李俊
波的抗战文物展览馆作为课
外红色文化基地，聘请李俊波
担任校外辅导员，分批组织学
生参观。

笔者在采访中见到了沧州
市石化小学师生。副校长刘霞
说，来参观的是五年级的部分学
生。孩子们刚刚学完课文《地道
战》。他们近距离接触这些抗战
文物，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铭
记历史。

今年，新房刚刚装修完工，沧州炼化员工李俊波就把多年来收藏

的800多件抗战文物搬进来，办起了家庭“抗战文物展览馆”——

留住“抗战记忆”
本报通讯员 刘伟 于铁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高箐
记者 马晓彤）近日，黄骅市公
安局巡警特警大队民警张兴
雷执勤时发现一处居民楼着
火。疏散群众时，他发现一名
瘫痪老人无法下楼。紧急时
刻，他将老人抱下了楼。

前些天，民警张兴雷正在
路边值勤，突然发现黄骅市
二中楼居民楼下的一个门市

着了火。张兴雷见状，迅速和
同行的黄骅市公安交通警察
大队交警边军奔向着火点。

二人分工协作，张兴雷负
责上楼挨家挨户敲门通知群
众撤离，边军负责在楼下疏散
群众到安全地点。当时楼梯里
的浓烟呛得张兴雷嗓子、鼻
子、眼睛都很疼。

在疏散过程中，张兴雷隐

约听到有人在呼救，便顺着声
音找到了求助者。求助者是77
岁的老人马德厚。他的老伴儿
瘫痪在床，一时不知道该怎么
办。很快，张兴雷将老人抱下
楼，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消防人员很快将火扑灭。
由于骅中街道派出所民警及
张兴雷、边军等人的及时疏
散，没有人员伤亡。

日前，新华
区志强路社区举
办彩绘活动。社
区工作人员和居
民在环保袋上绘
制上民族团结、
文明创城、节能
环保等主题的画
作。

王亚男
刘冰祎 摄

黄骅民警张兴雷：

浓烟中抱出瘫痪老人

李俊波给学生讲解历史李俊波给学生讲解历史

学生们了解地雷背后的故事学生们了解地雷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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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西高速口附近有3个仓库5000平方
米，2个院，对外出租，水电齐全，交通便利。

电话：13315731388
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