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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通讯员刘莹 梅颖 白雪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7月4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
中部战区总医院武昌院区采访离休干部李德富
老人。已101岁高龄的他，是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我军老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富曾是八路军第115五
师所辖的鲁南铁道大队的队员。鲁南铁道大队
就是我军军史上著名的铁道游击队。

李德富回忆当年与战友一起打日本鬼子的场
景时，情不自禁唱起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
我心爱的土琵琶》：“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
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一家四口参加抗战

李德富1924年出生于河北新城县（现保定
市高碑店市新城镇）。1929年，他与姐姐李明在
母亲宋安带领下，前往山东临城（今枣庄市薛城
区）投奔父亲李连生。当时，李连生是津浦铁路
临城电务段的工人。父母省吃俭用，送他读完初
小和高小。1936年，李德富从高小毕业后，因家
贫不能继续上学，也去临城的铁路部门工作，成
了一名学徒工。

1938 年春，日寇进犯鲁南，临城沦陷，日本
鬼子烧杀抢掠，当地的老百姓没有活路。包括李
连生、李德富父子在内的部分铁路工人失业。
1939年初，这些失业工人自发组织起一支10余
人的抗日武装队伍，李连生、李德富成为队伍中
的“父子兵”。这支队伍后来渐渐壮大，并在八路
军的指导下，与其他抗日武装队伍合并后，成长
为赫赫有名的鲁南铁道大队，也就是后来大家熟
知的鲁南铁道游击队。

1939 年秋，父子俩抱着“赶走日本鬼子，坚
决不当亡国奴”的想法，加入八路军苏鲁支队，双
双成为正式的八路军战士。后来，李连生当上苏
鲁支队特务营的班长。李德富因表现出色，于
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德富回忆，刚入党不久，部队就安排他到
一个红军连队学习军政技能。在一批战斗经验
丰富的教员带教下，他很快就学会了夜战技能和
火攻战术。日本鬼子害怕在夜间与八路军作战，
也害怕八路军采用火攻战术攻击他们盘踞的炮
楼和碉堡。

1943年10月，我军鲁南军区为了加强党对
鲁南铁道大队的领导，派出一批优秀政工干部到
该大队任职，李德富被任命为鲁南铁道大队长枪
中队政治指导员。李德富很快就与游击队队员
打成一片。李德富的母亲宋安和姐姐李明也成
为铁道大队的交通员。

李德富说：“当年，我们一家四口人都参加了
抗日战争。我们盼望中国人早日将日本侵略者
打败。”他和战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人
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我们
扒火车、炸桥梁、断铁路，破坏日军的运输线、截
获日军的军火物资，我们就像插入敌人胸膛的钢
刀，打得日本鬼子魂飞胆丧。”

设伏干掉日军小队长

李德富回忆，当时，日军小队长、高级特务渡

边一郎在临城组织“伪铁道队”，对八路军的抗
日游击队实施特种作战。日本鬼子伪装成鲁
南铁道大队的游击队队员，乘夜窜到村子里
挨家挨户叫门，谁开门，他们就将谁当作铁道
大队的情报人员抓走。渡边一郎的气焰很嚣
张，还口出狂言，声称要在“两个月之内消灭
铁道大队”。鲁南铁道大队的游击队队员为了
保护村民，坚持夜里不在村民家落脚，而是选择
在高粱地里露营。李德富和队友发誓要除掉渡
边一郎。

经过多次侦察，鲁南铁道大队终于摸清渡边
一郎所带领的“伪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次，游
击队员越过津浦铁路到了沙沟，在下殷庄附近发
现这伙日本鬼子的行踪，日本鬼子已抓走10多
名群众。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刘金山带着部分
战士前往下殷庄拦截日本鬼子，很快与日本鬼子
交上火。李德富带着长枪中队一个班的战士埋
伏在李家楼附近的小高地上，短枪中队的几名队
员也加入伏击日本鬼子的行动中。

李德富等人埋伏的地方是日本鬼子逃跑时
的必经之地。被刘金山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后，这
伙日本鬼子如惊弓之鸟往回跑，正好跑进李德富
设下的伏击圈。李德富指挥游击队队员朝鬼子
开火，很快就将他们消灭殆尽。战斗结束后，李
德富果断命令队员迅速撤离。次日天一亮，日本
鬼子赶到现场报复游击队，却扑了一个空。

此次伏击战斗中，游击队成功击毙渡边一
郎，“渡边一郎的头部中了两枪，我们终于打死了
这个日本强盗！”

护送陈毅越过津浦铁路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决定开辟经山东去
延安的秘密交通线，鲁南铁道大队承担起护送我
党我军重要领导人安全越过津浦铁路的任务。
从1942年到1944年，鲁南铁道大队曾护送刘少
奇、陈毅、罗荣桓、叶飞等1000余名干部越过津
浦铁路，从未出过差错。

李德富曾带队参与过护送陈毅过铁路行动。
当时，陈毅是新四军军长，需前往延安。鲁南铁道
大队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沙沟北边的小高地埋
伏一个班的力量保护陈毅安全。陈毅骑着一匹白
马，由大队长刘金山护送过铁路。鲁南铁道大队有
个警卫员叫徐德喜，做得一手好菜，大队派他给陈
毅做饭。徐德喜做了山东煎饼，还用微山湖的小鱼
做了一道菜，陈毅吃了之后很开心，并在微山湖的
船上写了一首诗：“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
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目击日本鬼子缴械投降

据史料记载，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后，驻扎在山东临城一带的日军铁甲列车大
队、临城铁道警备队的两股日军共 1000 多人，
乘坐一辆铁甲列车欲南逃到徐州。当铁甲列车
开到临城沙沟附近时，看到前面的铁路已被鲁
南铁道大队破坏，又试图退回临城。但鲁南铁
道大队很快派人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并将铁甲
列车包围起来，命令这伙日军向鲁南铁道大队
缴械投降。

从1945年10月份起，鲁南铁道大队政委郑
惕、大队长刘金山先后多次在姬庄、沙沟车站与
日军铁甲列车大队长太田、临城铁道警务大队长
小林进行受降缴械谈判。李德富也参与了谈判
工作。

李德富回忆，当时，我方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日本鬼子一次次提出的所谓“要向国军缴械”“只
能部分缴械”等无理要求，最终成功迫使日本鬼
子同意向鲁南铁道大队缴械投降。

当年12月1日，在我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
中带领的官兵增援下，鲁南铁道大队圆满完成了
受降任务。李德富回忆，当时是在沙沟车站西南
角的空地上举行受降仪式。日本鬼子头目太田
和小林垂头丧气来到鲁南铁道大队指战员面前，
交出随身携带的指挥刀。其他日本鬼子以小队
为单位，依次缴械投降。当时，我军收缴的武器

装备有：山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
步枪1400多支、手枪两麻袋、子弹百余箱，还有
不计其数的炮弹和枪械零部件。

李德富说，80年过去，他仍清楚记得当年沙
沟受降时的情景。因为日本鬼子没有向国民党
军队投降，受降仪式举行过程中，国民党军队曾
在远处开枪干扰。

教育子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李德富随部队
参加解放战争，经历了鲁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解放战争胜利后，李德富留在部队服役，
历任长江要塞区炮团团长、军委炮兵学院教务处
副处长、军委高射炮校训练部长等职务，1965年
随部队到武汉工作。1980年，李德富离休，被安
排到湖北省军区武汉第十七干休所安度晚年。

离休后的李德富成了红色事迹宣讲员，经常
前往武珞路小学、鄱阳街小学及其他单位义务宣
讲，激发大家的爱党爱国爱军热情。

李德富的大女儿李海春说，她共有兄弟姐妹
5人。小时候，他们经常听父亲讲战斗故事，父
亲也鼓励他们报名参军。她与大弟、二弟3人在
成年后都实现了从军梦。

李海春介绍，父亲对子女和孙子孙女辈的要
求非常严格，总是利用家庭聚会的机会反复叮嘱
大家：“一定要把握正确的方向，走好人生的每一
步，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做好本
职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父亲热爱学习，认为一天不学习，思
想就会落伍。离休后的父亲，每天坚持读书看
报；父亲在学习党史、军史和重要文件时，一边
看，一边做笔记；父亲还带母亲在老年大学当了
三十多年学生。父亲不讲究吃穿，生活很俭朴，
每次吃饭时，父亲都会把碗中的饭菜吃个精光，
并把掉在桌子上的饭菜捡起来吃掉，还要求其他
人不要浪费粮食。父亲总是说，现在生活条件这
么好，大家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深海是蕴藏着未知生命
的宝库。近年来，随着众多
高科技深海调查手段的发展
与应用，越来越多的深海新
物种被我国科学家发现。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
究所大洋生态团队是我国最
早开展深海环境调查研究的
主力团队之一，曾在太平洋
深海海盆、海山和海沟区及
印度洋海底热液区开展多个
航次调查，截至目前，共发现
深海底栖生物4个新属70多
个新种。

据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
研究所研究员张东声介绍，
该团队新发现的深海底栖生
物4个新属70多个新种包括
海绵、棘皮动物、多毛类、节
肢动物、软体动物及水熊虫
等，采集于深海海山、热液
口、海沟、海盆等生态系统。
这些新物种长相怪异、生存
本领高超，是复杂多样充满
传奇的深海生态系统的“惊
鸿一瞥”，以下是一些深海新
物种代表。

伉俪情深的虾——
维嘉拟俪虾

俪虾名字来源于“伉俪
情深”。研究发现，俪虾在幼
体时，就会成双成对选择一
株中空的管状海绵作为它们
的“爱情公寓”，终其一生居
住在里面，偕老同穴，直到死
亡。它们的“爱情公寓”被称
为“偕老同穴海绵”，它们的

“虾宝宝”则在年幼时离开
家，选择配偶并搬到一株新
的“偕老同穴海绵”居住。

深海的“爱情公寓”——
德墨忒尔海绵

在西太平洋海山，我国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偕
老同穴海绵”。在管状的“爱
情公寓”外侧，伸出许多细长
的“树枝”。这些“树枝”就像
一个个海底停靠站，让海百合、蛇尾、虾等小生
物附着生活。看起来，整株海绵就像一位在海
底掌管生命繁荣的女神。科学家用希腊丰收女
神的名字将这一新种海绵命名为“德墨忒尔海
绵”，也称为“女神海绵”。

海绵体内的伏击者——刺客矶沙蚕

在2023年至2024年执行的中国大洋科考
80和86航次中，“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从西太平
洋1100米左右水深的海山上采集到多株绢网
海绵。在对这些海绵进行例行检查时，科研人
员在海绵内意外发现了潜伏的矶沙蚕，被吓得
不禁双手一颤。只见巨大的矶沙蚕长近20厘
米，长着巨大的颚齿，身体为棕色或粉色，随光
线变化呈现迷人的彩虹反光。

科研人员通过综合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分
析，最终确认为这是一个矶沙蚕新种。对矶沙
蚕肠道内含物的检测显示，其食谱中包含茗荷、
蛇尾等海绵上常见共栖生物。科研人员推测，
这种矶沙蚕藏身在海绵内部的空腔中，以伏击
海绵表面活动的猎物为生，海绵则从中获得了
表面清理的好处。根据这一生活特性，科研人
员将其命名为“刺客矶沙蚕”。

“海绵宝宝”的好朋友——派大星

深海中的“海绵宝宝”十分好客，表面经常
附着各类小生物。在中国大洋科考31航次中，
我国科学家在西北太平洋采杞海山1807米水
深处，发现了一种栖息在海绵上的海星，与浅海
中常见的海星差别非常大，腕又细又长，拥有长
长的棘，全都栖息于海绵之上，就像动画片里的

“海绵宝宝”与“派大星”一样难舍难分、友谊深
厚。经过研究，科学家确定这是一个新种海星，
将其命名为“派大星”。

废墟里的生命——领多栉虫

深海热液区是“生命的绿洲”，聚集了大量
独特的深海生命。但一墙之隔的非活动热液
区，则满目沧桑，看上去毫无生气。是否真的没
有生命？在已死去烟囱体（喷发活动完全停止）
表面的微小裂缝里，科研人员意外发现这里聚
集着一类独特的管栖多毛类，它们可能以死亡
烟囱体上残留的有机颗粒为食。尽管其形态特
征与当前最近的亲戚极为相似，但基因测序的
结果显示，两者的祖先已经分化了相当长的历
史。结合头部领器官特征，科研人员将其命名
为“领多栉虫”。在随后的研究中，还进一步在
死亡烟囱体上发现了两个帽贝新种。

新华社上海7月4日电（记者张建松）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武文旅 丁苗苗

“哇，好凉快！”7月2日下午，武汉媒体采风团
走进神农架天生桥景区时不由感叹。在炎炎夏
日，这里宛如大自然馈赠的清凉秘境，瞬间驱散了
燥热与疲惫。

天生桥位于神农架南部的老君山北麓，海拔
1800米，是集自然景观、巴人文化和徒步探险于
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胜地。抬眼望去，一座巍峨
大山矗立眼前，高大的岩壁上，一道裂隙瀑布如银
龙般喷涌而出，自高处自由落体，溅起的水雾似轻
盈的精灵四处飞舞，带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凉。
当日 16 时，景区入口处的温度显示 18.4℃，在这
酷暑时节，无疑是一方避暑的绝佳之地。

“为什么我们面前是座大山，而不是一座桥？”
面对长江日报记者的疑惑，神农架景区讲解员李巧
玲介绍，天生桥并非传统意义上供人通行的桥梁，而
是水流历经漫长岁月冲刷形成的天然溶洞景观。当
地人赋予它天生桥之名，实则是对其“天然形成”这
一独特地貌特征的生动形容，这种别具一格的命名

方式，在喀斯特地貌景观的描述中颇为常见。
李巧玲介绍：“眼前的这座山名为龙头山，山下

流淌的是黄岩河。黄岩河的溪水，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冲刷着龙头山的岩石。经过数百万年的不懈
努力，最终在山体上雕琢出一个巨大的溶洞。”

溶洞高17米，宽10米，供游客行走的栈道紧
贴洞壁而建，仿佛一条蜿蜒的丝带缠绕在山体间，
引领着人们去探寻洞内的奇妙世界。沿着栈道一
路上行，羊潭与虎潭依次映入眼帘。羊潭水势平
稳，宛如一面碧绿的明镜，倒映着青苔覆盖的石
壁，静谧而柔美；虎潭则瀑流汹涌，水流撞击岩壁
发出的声响，恰似虎啸山林，气势磅礴。清澈见底
的苔蔓溪潺潺流淌，溪水中的石头宛如披上了一
层细密的青苔绒毯。不远处，一块形状奇特的心
舟石静静伫立，相传在巨石背后的山体即将倒塌
的危急时刻，太上老君掰下一片指甲卡在那里稳
住了山体。明月潭，源自原始森林老君山的溪水
在此汇聚成深潭，据说在静谧的夜晚，常常能看到
明月的倒影在水中摇曳。

在天生桥景区，不仅能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还能深切感受巴人文化与土家作坊的独特
魅力。谈及巴人文化，李巧玲娓娓道来：神农架在
历史上最早属于巴国控制区，巴人的发祥地位于
宜昌武落钟离山。在原始社会时期，那里活跃着
巴、樊、相、瞫、郑五大部落，他们通过石穴投箭和
土船流舟的独特方式推选首领，进而建立了巴国，
如今这些巴人的后裔被称为土家族。

走进景区山体，巴人山民的住所映入眼帘，那
是用卵石和茅草搭建而成的房子，质朴而充满生活
气息。巴人戏台更是热闹非凡，土家阿哥阿妹身着
绚丽的民族服饰，在此表演巴歌、巴舞，用优美的歌
声和灵动的舞姿，生动展现着巴人部落源远流长的
文化历史。此外，还有5个传统的土家作坊，其中
最大的酒坊尤为引人注目，这里沿用传统工艺酿造
白酒，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酒香。

徒步天生桥景区一个半小时，一路前行，风情万
种的泉流飞瀑、鬼斧神工的天然溶洞、险峻扼要的石
壁栈道、神秘独特的巴人部落、独具匠心的水车作坊，
共同绘就了一幅绚丽多彩、气势恢宏的山水画卷，让
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人类文化的博大精深。

天生桥为什么不是一座桥

天生桥景区的溶洞景观。 侯钰倩 摄

101岁铁道游击队队员李德富：

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4
个
新
属
70
多
个
新
种

这
些
深
海
新
物
种
被
我
国
科
学
家
发
现
了

李德富。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 连环画中的铁道游击队队员战斗场景。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翻拍

爱生命防溺水，中小学生牢记“六不准”
1

2

3

4

5

6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