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4月，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攻克
潍县。潍县战役是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的
第一场攻坚战，也是华东野战军由运动战
向阵地攻坚战转变的开始。毛泽东同志在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曾对潍县战
役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了避免这段往事淹没在历史长河
中，不复为后人所知，潍县战役胜利60周
年之际，潍坊晚报决定推出“纪念潍县战
役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让世人牢记潍
县战役胜利的来之不易。
  我就是这时候受命前往江苏南京、镇
江、无锡、苏州等地采访参加过潍县战役
的原华野九纵的老战士、老首长的。
  2008年3月下旬的一天临近下班时，
老总编找到我，要我尽快前往南京、无锡
等地采访潍县战役的亲历者。此前我已经
采访过包括许世友将军的贴身警卫员李茂
等多位潍县战役的亲历者、见证者。
  简单地准备后，我带着一名记者随即
南下。经过一夜的颠簸，3月26日清晨6
时，到达南下采访的第一站——— 南京。按
照事先约定，我俩来到了原南京军区干休
所，按响了丁锐家的门铃。丁锐是山东蓬

莱人，1948年4月参加潍县战役时担任主
攻团之一的华野九纵25师75团政委。
  60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
已是87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头发雪白，但
依然精神饱满。他紧紧握着我俩的手说：
“你们都是我的小老乡啊！” 
  丁锐说，他自1938年2月离开家乡参
加革命起，先后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等大大小小的战役以及抗美
援朝战争，他现在年纪大了，有许多战斗
已经无从回忆，但是潍县战役对于他来
说，却记忆犹新，战场往事历历在目，仿
佛烙在心中一样。“我印象很深，潍县城
的城墙特别高大，而且非常坚固，一般的
部队很难对付这种城墙；那场战斗中，跟
我同一年从老家出来参加革命的蓬莱老乡
王昆牺牲了。”丁锐说，攻打潍县东城
时，两人几乎同时率部攻入了城内，胜利
在望之际，王昆却不幸中弹牺牲。
  史料显示，潍县战役时王昆任华野九
纵26师77团团长，牺牲时年仅30岁，是解放
军牺牲在潍县战役中的最高级别指挥员。
  接下来几天时间，我又马不停蹄地赶
往镇江、无锡、苏州等地，在镇江采访了

第一个炸开潍县城墙的27师79团3营8连3
排排长赵永斌，到无锡采访了担任主攻任
务的25师73团1营营长董万华等老战士、
老首长……先辈们勇往直前、敢于牺牲的
革命精神激励着我用手中的笔记录那段历
史，书写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2008年4月28日，60个版的“纪念潍县
战役胜利60周年”专刊正式出版。
  转眼近16年过去了，如今这份专刊已
经成为记录、研究潍县战役，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的珍贵史料。何其有幸，因为《潍
坊晚报》的缘故，我以另一种方式靠近并
触摸了那段历史。 

  2006年6月，由潍坊晚报主办的“2006
白浪河体验之旅徒步考察活动”成功举
办，20余人的考察队伍从白浪河源头出
发，到入海口共127公里的路程，历时五
天走完。当时在晚报干记者的我，非常幸
运地随时任晚报记者部主任王文志、记者
巩建国和宋文娟一起全程参加了徒步考察
活动。
  当时，刚刚走上记者岗位不到两年的
我，第一次遇上户外考察采访，活动前，
我特意在几位“驴友”的指导下进行了一
周的体能训练。然而，真正踏上这一徒步
之旅，才让我体会到了户外考察采访的
艰辛。
  我们自白浪河的发源地——— 昌乐县鄌
郚镇孟家峪村东北侧的打鼓山（即擂鼓
山）出发，用了整整五天时间，到达入海
口，即现在的“渤海之眼”摩天轮位置，
完成全程127公里的考察。全体队员此前

没有人经历过长途跋涉，突然天天都急行
军般地前进，着实有点难以承受。
  晚上，考察队员每两人一顶帐篷，夜
里露宿野外；在行程中，大家团结合作，
气氛融洽。记得考察第三天，因为原定要
走的河道被滥采乱挖得厉害，队伍走了很
多弯路，直到晚上7时30分许才到达目的
地，行程足有七八十里；到达预定的宿营
地后，我和宋文娟在王文志主任的安排下
开始撰写当天的采访内容和见闻，巩建国
则抱着笔记本电脑四处跑，只为找到信号
最强的地方，尽快将当天拍摄的照片传回
晚报编辑部。经过两小时的挑灯夜战，我
们终于将文稿和照片传回晚报编辑部，此
时，已经接近体力透支的我们面对着晚饭
也早已没有了食欲。为了能更好地恢复体
力，我和同帐篷的巩建国商议着互相按摩
放松身体，可谁想到，在我享受巩建国老
师按摩的时候，极度疲劳的我渐渐进入了

梦乡，等我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天光大
亮，而承诺给巩建国的按摩，他并没有享
受到。
  如今，距离我们徒步考察白浪河已经
过去17年多，每每提到此事，巩建国总会
脱口而出：“大付（同事对我的称呼），
你还欠我一次按摩！”说到此处，我俩总
是会心一笑，思绪也一下子回到2006年的
那个夏天。

  地方主流媒体是重大事件、热点事件
报道的重要角色。2023年潍坊日报社以山
东省启动“四廊一线”文化体验廊道建设
为契机，策划推出“山海行”融媒体大型
采访活动，全媒体出击，制作了100余件
全媒体产品，刊发了超过10万字的报道，
其中《潍坊晚报》推出25个整版。从3月
筹划到10月结束，“山海行”描绘了潍坊
的岱青海蓝，展示了潍坊日报社采编团队
的凝聚力、战斗力。
  从初春经炎夏到深秋，行程约3700公
里，近20名记者沉浸一线，经山历海，每
个点位、每段路程，都是满满的回忆。
  “山海行”采访活动首条线路“寻迹
齐长城”走进临朐，我心心念念沂山之巅
的齐长城遗址。巩（建国）哥想拍日出，
所以我们跟临朐县委宣传部商量，将这个
采访点放在清晨，而考虑到记者们白天采
访，晚上写稿、发稿、整理素材要到很
晚，第二天的任务也很重，所以我俩决定
让他们好好休息。
  5月16日凌晨4时，巩哥发来信息：出
发！我俩再加上司机王（昆）哥，采访团

中年龄最大的仨人，外带最年轻的“小
飞”（航拍器）一起向沂山进发。此时天
依旧很黑，好在王哥熟悉山路。车停稳，
巩哥飞一样冲在前，跟太阳抢时间。4时
40分，我俩登上海拔1032米的沂山最高
峰——— 玉皇顶。我的想法很简单，他在哪
我在哪，摄影师的机位永远是最佳选择。
站在玉皇顶，听风声，看飞鸟。等太阳完
全“跳”出来，我俩收拾装备下山。
  此行还有一项任务是寻迹齐长城。前
一天，临朐县东镇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新民
很详细地讲解了山上的情况，告诉我们标
识在哪，但上山时黑灯瞎火中并没有注意
到。返程时，我俩发现下山的一处台阶路
被封闭，写着“因齐长城遗址维护，道路
暂时封闭”。看到这样的字眼，我和巩哥
决定弃环山路改道台阶路下山，这里或许
就是齐长城遗址所在。最美的风景往往就
在回眸一瞬间，走下台阶回望，我看到一
个标识牌，沿箭头所指方向通往玉皇顶的
环山路走去，在路上立着一方碑，上书
“齐长城遗址 沂山玉皇顶段”字样。
  据研究者分析，齐长城串联黄海、黄

河与泰沂山脉，城墙是断断续续的，其原
因是以山险为墙，可以大大减少工程量。
有“山险墙”的地段人工遗址相对较少，
这是齐长城修建的普遍规律。在泰山与鲁
山的最高处，“山险墙”距主峰较远，唯
有在沂山经过了玉皇顶，故而齐长城沂山
玉皇顶段，利用陡峭山崖以山代城的情况
十分明显。沂山及其东侧的穆陵关正是处
在千里齐长城的中心地段，是齐长城建筑
最为坚固宏大复杂的区域。
  登沂山，寻迹齐长城，观日出东方，
那一天，就在这样的美好中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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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1日，“人文潍坊”
创刊。

  2014年1月1日，《潍坊晚
报》推出创刊二十周年系列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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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潍县战役亲历者对话

旅程有尽头 友谊无终点

沂山之巅寻迹齐长城

□张振民

□齐英华

□付东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