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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民政厅官网刊登《永不尘封红色地名
“武联防”》

8 月 1 日，河南省民政厅官网刊登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

所撰写的红色地名“武联防”文章。内容具体如下：

诠释武联防

南乐县，在今河南省的版图上，是一片被鲜血浸染过的

革命老区。而地处该县千口镇东南方向的“武联防”就是这

个革命老区当年远近闻名的抗战堡垒，也是抗战时期平原作

战的一大创举。时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南乐县二区的张

庄集、樊村、李家村、武家村、杜家村、闫村等六个村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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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丰、观城（历史地名）、朝城（历史地名）四县交界

处，西是一边广阔的长满红荆的盐碱陂，东靠徒骇河，南濒

理直沟，北临连接河南、山东的公路，水陆交通方便，战略

地位重要。六村呈梅花状分布，不过 500 户人家，2400 多口

人。南乐沦陷后，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发动群众，先后成立抗

日救国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儿童团等组

织，掀起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武联防”，是上述六个村

组成的“武装抗日联防区”的简称，也是这六个村庄的统称。

“武联防”寓意：“武装联合起来，共同防御和抵抗日本侵

略者，保家卫国”。

武联防孕育诞生

抗日战争时期，南乐县沦陷最早，光复最晚，遭受日寇

蹂躏践踏时间最长，这里血泪斑斑，痛苦不堪，哀鸿遍野，

民不聊生。1941 年初，八路军南进支队排长、战斗英雄韩青

珠负伤回老家张庄集养伤。鉴于张庄集村子小、人口少、防

范力量薄弱，他提出了和邻村建立“武装抗日联防”的设想。

在中共南乐县二区的动员下，1942 年 7 月，六个村庄建立了

辖 6 个民兵中队有 350 个民兵组成的联防大队，武联防正式

形成。武联防的建立，得到了各级党政军领导人的关怀和支

持，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先后

派出干部到联防区帮助制定作战方案，并带来修筑地道的剖

面图；南进支队司令员赵承金还送来枪支弹药；县长刘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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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给联防区民兵送来了几门土炮。

武联防英勇奋战

“武联防”成立后，带领群众修寨墙、打街垒、筑掩体、

挖地道和护村沟，制定多种战斗方案，全民动员，八方支援，

筹粮集款，支援抗战。“武联防”的建立，犹如一把尖刀插

入敌人的胸膛，引起敌人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对“武联防”

发动袭击，妄图打破这个桥头堡。“武联防”则充分运用游

击战的灵活战术，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人的阴谋始终

没有得逞。在将近 3 年的时间里，“武联防”民兵对敌作战

大小 13 次，缴获各种枪支 100 余支。抗战时期，六个村庄

未向敌人纳过一粒粮、交过一文钱，在日伪横行的南乐大地

保持了一块净土。这里成为冀鲁豫军区、县大队、南进支队

的休整和伤病员疗养、物资储备、重要会议召集的场所。冀

鲁豫边区直属机关办公在这里，兵工厂一分厂、被服厂、建

国学院在这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得志、杨勇、苏振

华、宋任穷、曾思玉、赵承金等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因此，

张庄集又被誉为“平原小延安”。

武联防历史功绩

“武联防”是实践毛主席全民抗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

略思想的典范，在冀鲁豫边区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武联防”成立旧址于 2001 年 7 月被濮阳市人民政府公布

为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 6 月被濮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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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为濮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为教育后人，继续发扬“武

联防”团结拼搏、开拓创新、前赴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

国主义精神，南乐县建立了“武联防”抗日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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