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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LUOHE 11漯河

走访历史名村 重温抗战故事
编前语
一个村庄，历经烽火洗礼在新时代下换新颜；一段历史，折射出漯河

人民团结抗战的宝贵精神……在大多数漯河人印象里，“火烧老应”是漯
河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然而，在现存的资料中，均以寥寥几百字一概
而过，无法详细讲述那个时代的村庄故事。历史上的老应村经受了怎样的
战火洗礼？现在的老应村民过得如何？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为了
让市民铭记这段历史，9月2日，记者走访老应村，听老人讲述历史，重
温抗战故事，展望这个历史名村的美好未来。

9月2日上午9点多，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老应村村委大
院内热闹异常。只见搭建在大院中
央的舞台上，贴着“铭记历史 不忘
初心”的巨型字幕，台下挤满了村
民。“明天是抗战胜利 71 周年，镇
里专门邀请市豫剧团来村里连唱三
场大戏，让全村老少爷们高兴高
兴。”村支书应小磊告诉记者。

坐在最前面几位脖子里挂着纪
念章的老人最为显眼，他们是老应
村50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佩戴的
是全省统一发放的纪念章。应小磊
告诉记者：“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
日子里，村民积极参加宣传活动，
尤其是这几位老党员，听说今天的
庆祝活动以后，早上 8 点多就搬着
凳子来到广场上，和全村老少爷们
共同分享抗战胜利的喜悦。”

黑龙潭镇老应村位于黑龙潭镇
中西部，辖老应、小应、郭庄、毯
子邵、前姚和后姚 6 个自然村，21
个村民小组，现有人口 3451 人，

4023亩耕地。双向车道的水泥路宽
阔平坦，村金柿、白蜡等绿化树木
遍布村内大街小巷，展现新农村面
貌的农民画焕然一新……

为改善村民居住环境，老应村
先后投入 300 多万元，修建水泥路
6.86 公里，对主干道两侧墙体造白
12000平方米，制作宣传画960平方
米，安装路灯 150 盏。新栽植金
柿、白蜡等绿化树木1500棵，村庄
绿化率达 50%。记者在村室广场看
到，乒乓球台、篮球场、羽毛球场
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应小磊告诉
记者，近年老应村翻建村室 350 平
方米，按照基层村室建设标准进行
设置，硬化村室广场 1000 平方米，
专门配置了图书室、电脑、电视等
充实村级文化书屋。

“铭记历史可以增强我们全体村
民的凝聚力。”应小磊说，1944年以
来，老应村历代村民始终秉持团结
一致的精神，共同创造出今日美丽
宜居的“新老应”。

历史名村展新颜

应银岭在村里做了 17 年的出
纳，他的叔叔应根换曾和村里另外
几名村民 （现已去世） 亲手打死一
名日本兵，后来引发“火烧老应”
这一历史事件。一言一语中，他向
记者回忆起当时“火烧老应”的历
史真相。

1944年，郾城、漯河相继沦陷
后，到处是一片恐怖气氛。城镇和
附近乡村的居民四处逃难，逃往城
东北黑龙潭老应村一带者甚多。

当年五月初十上午，驻在平汉
路沿线西营村的两名鬼子到老应村
逼粮要柴。他们看到刚从县城来避
难的姑娘，便兽性大发，强行拉到
应广福家进行奸污。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老百姓聚
集在麦场打麦子。突然，两个鬼
子扛着枪、掂着鸡子朝老应村走
来。到村南岔路口，一个鬼子拐向
小应村，另一个看到麦场上有几名
妇女，便径直走来。几名正在忙碌
的妇女见状就往家跑，鬼子紧追不
放。

应得昌媳妇刚藏进家中内室，
那个鬼子兵也追到堂屋正中间，顺
手掀开门帘就往里闯，这时，应得
昌的哥哥应得钦正好赶到，一个箭
步冲上去连人带枪抱在一起，大声
叫喊：“来人呀！”随着喊声，应奉
记、应发子、应文奋、应麦岭、应
克福、应得清、应丑、应运来、李
善堂等一群小伙，立即拿着棒槌、
木棍向鬼子打去，没几下，这个鬼
子便一命呜呼。应得钦、应文奋等
人立即把尸体拉到拐子坑沿，用半
截石碾坠住腰，推到坑里。

五月十二黎明，老百姓还在沉

睡之中，一队日本鬼子带着大批汉
奸包围了老应村。老应村及邻村的
男女老幼，还有逃难到这里的亲朋
乡邻，除极少数逃出，其余全被赶
到村边打麦场上。麦场周围架起了
机枪，对被围群众逐个进行拷打，
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无一人暴露
真情。正在日寇无奈之时，本村大
财主应长件 （外号大藤黄） 来到鬼
子跟前献媚。他走到应聚生跟前
说：“你知道这事，说出来吧！”鬼
子一听说他是知情人，不由分说把
应聚生拉出人群，劈头盖脸便打，
应聚生誓死不屈。

在麦场上对群众进行审讯的同
时，大藤黄和其弟弟二藤黄带着30
多个鬼子在东洼地里找尸体，当走
到老坟地时，鬼子用枪对准正在浇
地的应丑，逼着他说出鬼子尸体下
落。应丑不畏强暴，坚持说自己不
知道。鬼子一膀子将他扛进井里，
用枪对准井口。应丑在井下坚持
说：“我是那个村的 （指小应村），
根本不知道，要枪毙就开枪吧！”话
音刚落，残暴的鬼子就往井里填
土，眼看就要埋住半个身子，应丑
仍然宁死不屈。正在这时，填井的
鬼子听说找到了尸体，急忙离去，
应丑得以脱险。

之后，日寇放火烧了1300多间
民房和已收到场上的 2400 多亩麦
秧。又将 200 多名男女老幼紧紧聚
在一起，架起机枪，准备进行血腥
屠杀。恰在这时，有两架飞机从南
飞来，在村庄上空盘旋，随之又来
十几架飞机，越飞越低，几乎擦住
树梢，日寇见状，慌忙开车逃走，
数百名群众才幸免于屠杀。

怒杀日本兵引发“火烧老应”

1944年，黑龙潭老应村发生的怒
杀鬼子兵，引火烧老应的故事虽流传
了下来，而当年经历此事的人却都不
在人世。9 月 2 日，记者几经辗转，
采访到了当年亲历此事应运来的儿子
应中贤，听他讲述从父亲那里听到的
故事。

98岁的应运来今年刚刚去世。提
到父亲当年英勇抵抗鬼子的故事，应
中贤仍然义愤填膺。1944年，应运来
26岁，是村里有名的暴脾气。5月11
日，当鬼子在村里逼粮要柴、大发淫
威之时，他勇敢站出来，与村里几位
年轻小伙一起，用棒槌、木棍把鬼子
打死。事后，他们立即把尸体拉到拐
子坑沿，用半截石碾坠住腰，推到坑
里。

另一名日本兵来老应村寻找被杀
死的鬼子时，一进村便看到应运来，
一边叫喊着一边用刺刀在地上写字询
问他：“见我的日本兵没有？”应运来
急中生智，用手比画着告诉日本兵，
向东南方向去了，另外两个人则比画
着说向东北方向去了。日本兵见他们
撒谎，便举枪向应运来戳去。应运来
把日本兵的枪一把夺过来扔到了地
上，然后翻墙而逃，其余二人也趁此
机会拔腿跑掉。当鬼子重新拿起枪
时，早已不见了他们的踪影，开了几
枪之后，便匆匆走了。应中贤曾问过
父亲当时的心情，应运来回答道：

“就是想着大不了跟他拼了。”
当天晚上，应运来和应德钦、应

清贤等几人商量了一下，为了不让鬼
子发现尸体，将尸体从坑里拉出来，
抬到东洼抛入一眼浇瓜的水井里，在
旁边又挖了一眼新井，把老井填得平
平整整。

应中贤告诉记者：“父亲在世时
就跟我讲了很多遍，我现在都能清晰
地记得每一个细节，就像我亲身经
历 一 样 。 我 会 告 诉 我 的儿子、孙
子和身边的人，让他们记住这段历
史。”

要把父亲的故事传下去

9 月 2 日上午，在黑龙潭镇老应
村的抗战纪念日画展上，村干部王庆
安为到来的村民介绍每一幅画的含义
和背后的故事。

由于自己对历史的热爱，王庆安
平常没少向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询问当
年发生的故事，此次更是主动承担了
画展的解说任务。他告诉记者：“我
们根据村里长辈描述当时的背景，找
画家画了十几张抗日战争纪念画，还
收集了一些老农具，又从博物馆收集
的当年日本人用过的子弹等。希望能
借此机会让大家了解我们村的故事和
历史。”王庆安说，村里还有恢复当
年旧址，建立爱国教育基地、博物馆
和纪念馆的规划。

黑龙潭镇组宣委员田素莉说，目
前黑龙镇文化站正在准备写剧本，把
当年老应村村民英勇抗日的故事编到
戏里，计划明年演出。

党员应贺甲十分热爱书法，他书
写了一幅“老应抗日纪念馆”的书法
作品，并对村里即将建设的纪念馆充
满了期待。他说，希望能早日将村里
的这段历史保护起来，好好传承下
去。

弘扬老应文化
传承抗战精神

一个村

一件事

一个人

一个梦

党员应贺甲书写“老应抗日纪念馆”。

在黑龙潭镇老应村的抗战纪念日画展上，王庆安为村民讲解
每一幅画的含义和背后的故事。

“当年，日本兵让村里的年轻人就是在这个‘拐子坑’里找
同伴尸体。”应银岭告诉记者。

9月2日，在老应村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1周年活动现
场，老党员们听得聚精会神。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见习记者 陈金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