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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岁月弥足珍贵，但
回望历史，战争给国人带来
的伤痛仍难忘却。历史不会
忘记，日军在侵华期间犯下
的种种罪行。在我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老应
村，就有着这样一段侵华日
军带来的伤痛记忆——火烧
老应。

时光荏苒，岁月更迭，
过去惨遭日军荼毒的村庄如
今是什么样貌？那段伤痛记
忆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
留下了什么？近日，记者来
到老应村，实地走访。

不忘“火烧老应” 弘扬抗战精神
“漯河市改善人居环境示

范村”“漯河市民主法治村”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信访工作
无访村”“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四好村级班子”“漯河市过硬
党支部”“漯河市先进基层党
校”……这些都是今日的老
应村所获得的荣誉。

在一个个荣誉的背后，
是老应村全体村民铭记历
史、传承抗战精神的努力付
出。

老应村内有一个历史纪
念馆和“劝学堂”，历史纪念
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
那段苦痛回忆，并展出当时
村民打死日本兵用的扁担和
木棍等；“劝学堂”也叫“名
人堂”，里面展示了从老应村
走出来的优秀人才事迹，这
些人都是行业的专家和翘
楚。

“我们经常组织学生到
劝学堂参观，结合‘火烧老
应’的故事对学生们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激励孩子们努
力学习。”老应村学校的校
长盛海廷告诉记者，自己是
老应村人， 1991 年大学毕
业后就一直在老应村学校当
老师，老应村村民勇于反抗
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
少年努力学习，尤其是“名
人堂”里的名人们，更成了
村里孩子们的榜样和前进的
动力。

据 介 绍 ， 老 应 村 “ 两
委”班子共有干部 7人，平
均年龄 38 岁。村子成立有
监委会，负责监督村“两
委”班子和各项村务的阳
光运行，并充分发挥 54 党
员和 54 名村民代表的积极
作用。

“老应村是一个革命村，
我们必须发挥抗战精神和革

命精神，并贯穿在发展中。”
村支书应朋伟告诉记者，村

“两委”班子带领村民们，从
基层党组织建设、民主法治
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树立
乡风文明、打响脱贫攻坚战
等多方面有重点、有步骤、
有目标地开展工作，取得了
一系列的成果。

如今的老应村，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道路从大街修
到各小巷，一个挨一个的路
灯将村庄的夜晚照得格外明
亮，规划整齐的绿化树木和
观赏花种让整个村子更添一
份美丽。

村 子 里 建 起 了 街 头 游
园、垃圾处理站、公厕，每
家每户都通了自来水和燃
气，村里更是有好几个大型
超市，村民不出村就能方便
生活。

记者到村子采访时，老
应村还是一片繁忙施工场
景，一些工人正在开挖下水
道，一些工人则在进行停车
位的建设。老应村村支书应
朋伟告诉记者，这是村子正
在进行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他们为此还专门找了
专业人士进行规划和设计，
工程涉及污水治理、道路改
造、村容村貌提升等多个方
面。施工完成后，老应村将
真正成为一个生态宜居的美
丽新农村。

“铭记历史，传承抗战
精神，打造美丽宜居新老
应。”应朋伟告诉记者，每
一个老应村人都不会忘记

“火烧老应”的历史，他们
会将先辈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和爱国情怀传承下去。这
种精神将鼓舞村里人勇往直
前，共同开创老应村的美好
未来。

日军将村庄付之一炬

老应村位于黑龙潭镇西北
部，辖 6 个自然村，21 个村民
组，823户，现有人口 3386人，
耕地面积 3887亩。沿市区金山
路一直向北，在距离京港澳高速
漯河北站约一公里处，路西一个
硕大的城门状牌坊引人注目。牌
坊顶部“老应村”三个红色大字
在向人们指引，这里正是通往老
应村的村口。

沿村口笔直、平整、干净的
柏油路一直向西，老应村一点点
进入视野。

这是个有历史伤痛的村庄。
据史料记载，1944 年，正值麦
收时节，两名带着枪支的日本兵
来到老应村掠夺抢劫。一名日本
兵对村民应德昌家的新媳妇起了
歹心并意图不轨，闻讯赶来的几
位村民急忙上前制止。

村民应得钦一个箭步将日本
兵连人带枪抱起，村民应云贤则
高声叫来众人，村民们手拿扁
担、木棍、棒槌等物，劈头盖脸
朝日本兵狠打起来，另一名日本
兵仓皇逃跑。

很快，一辆辆满载着日本
兵的汽车开到老应村。日本兵
见 人 就 打 、 进 屋 就 翻 腾 、 破
坏，为的就是找到被村民围殴
的 日 本 兵 。 但 他 们 不 知 道 的

是，那名日本兵已经被村民们
用乱棍打死，并扔进了村子的
一口井里。

因为村民不说那名日本兵的
下落，日军将全村老少集中到了
村子的打麦场，不断对村民殴打
恐吓。在找到日本兵的尸体后，
残暴的日军将村民刚收获的麦子
和全村 1300 多 间 房 屋 全 部 烧
毁。将村庄付之一炬的同时，
残忍的日本人架起机枪，准备
对全村人进行扫射屠杀。这时
抗日飞机盘旋而至，吓得日军
仓皇逃走，这才挽救了全村老
少的性命。

今年 88 岁的胡秀菊向记者
说起这段历史时仍止不住失声痛
哭起来，那时的她 13岁，事发
当天，害怕日本人回来报复，很
多村民直接逃走了，但丝毫不知
情的应聚生（日后成为胡秀菊的
丈夫）刚从外村回来，就被日本

兵抓住进行毒打拷问。
“日本鬼子用扁担狠狠地打

他的后背，他晕过去了，他们
用水把他泼醒后又接着打，打
断了6根扁担……”胡秀菊告诉
记者。

胡秀菊的女儿应爱萍今年
66 岁，她告诉记者，父亲已于
1985 年患病去世，小时候，父
亲后背成片的疤痕给她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象，而对于父辈
们经历过的这段痛苦历史，她
也不断地听奶奶、父亲和母亲
讲起。

“我奶奶给我说过，当时整
个村子都被烧了，连带着家里新
做的一套纯木家具。”应爱萍说。

不仅老人，如今在老应村，
哪怕是才上学的孩子，关于村庄
的这段历史，都能说出一二。这
段历史，已经成为老应村代代相
传的苦难记忆。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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