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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火车抢物资得名“飞行组”洒热血埋忠骨常忆“血坨子”

百里盐滩上演铁道游击队传奇

为了缅怀先辈，传承家族精
神，唐氏家族的后人们每年都会聚
在一起。

汉沽双桥村以唐姓为主要村
民。唐氏家族家谱记载，他们的祖
先来自江苏，是明代著名画家唐寅
的后人。这个家族不仅继承了祖先
的艺术基因，也传承了保家卫国的
义士情怀。抗日战争爆发后，唐氏
家族有九位青年先后踊跃投身革
命，他们英勇杀敌，屡建奇功，其中
唐宗苍、唐宗来这对兄弟参加了盐
民支队，成为盐民支队的先锋力量。

1947年10月，年仅19岁的唐
宗来牺牲在杨家泊的战场上，和他
一起牺牲的还有五十多位战士。
坨，在百里盐滩是指那些荒碱滩中
的高地。而杨家泊村因为当年的
这一场战斗，被当地人称作百里盐
滩的“血坨子”。

当时，唐宗来所在的连队接到
了从东面坨子方向突围的任务，却
陷入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中，几
乎全军覆没，坨子上血流成河，19
岁的唐宗来牺牲了。为了掩埋坨
地上战士的遗体，村民们凑了一些

大水缸，两个水缸，缸口相对，把战
士的遗体放进去，然后把水缸躺着
掩埋在坨子上。从此，这个坨子就
被村民们叫做“血坨子”。

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已然远
去，但盐民支队不畏强暴、勇于斗
争的血性铁骨和反抗精神，必将激
励后人。1999年，民政部拨专款在
汉沽烈士陵园修建杨家泊战斗纪
念亭，取名“英烈亭”，当年掩埋在
血坨子的烈士骨灰，也终于魂归故
里，安放在了汉沽烈士陵园，他们
的精神也将世代相传。

盐，百味之首，人类生活的必需
品；盐，国之大宝，最重要、流通最早
的战略物资之一。枕河临海、因盐
而兴的汉沽“芦盐”自古就有芦台玉
砂的美誉，而在那战火硝烟的年代，
为了守护这片百里盐滩，无数革命
烈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救
亡图存的英雄赞歌。

据《清史稿·兵志》和《清代通史·卷四》
记载，自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军设置常备
巡警营，自1905年统名为巡防队，从步兵
巡防队的编制看，下设三个哨，“每个哨设
八个棚，每棚什长一名，正兵九名，伙夫一
名，加以司书生五名，鼓号目一名，鼓号兵
六名，护目一名，护兵十六名。”每棚兵员约
40名。以“棚”命名的，是清末盐警巡防队
留下的军事地名。

在百里盐滩，解放战争时期三打九棚
的故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在当时，九
棚作为交通要地，也成了当时兵家的必争
之地。

碉堡工事上斑斑弹痕，仿佛在述说着
曾经的故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
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时光荏苒，很
多昔日骁勇善战的盐民支队老战士已经陆
续离开了这个世界，能讲述那段故事的人
寥寥无几，记者几经找寻，终于找到了今年
94岁高龄的朱存广老人，他是现在汉沽地
区唯一经历过那场战斗并且还能清楚讲述
的人了：“我呀，1947 年参军，那时候我虚
岁18岁，实际上是17岁。”

1930年10月9日，朱存广出生在宁河
县五区岭头村，读过一个多月的私塾。
1947年朱存广参加革命，一进部队就赶上
了三打九棚。“一入伍就去了盐民支队，打
九棚。敌人一千多人，都在据点里，打他们
是相当的困难，但咱们也得想法打。”朱存
广告诉记者。

当时，九棚整体设施是营房4间、高型
碉堡1座、地堡2座，由砖砌结构连接成院
墙。院内建活动营房 3 排，驻守盐警一个
中队，约50人。为打开盐区通往解放区的
大门，中共盐民支队和宁河县大队遵照上
级的作战方针，以联合作战的形式，于
1947年6月25日深夜，向九棚据点发起了
第一次进攻并取得了胜利。

九棚据点被拔掉后，长芦盐警办事处仍
不放弃对盐区的控制。每天早晨派兵经九
棚到小神堂村布防，傍晚撤回。盐民支队在
掌握了活动规律后，决定再打一次伏击仗。

几个月后，敌人又重新建起九棚据点，
加固了碉堡，在大门口增建了厚2尺、带有
射孔的影壁墙，又架设了 5 尺高的滚动刺
网，仍驻守一个中队。盐民支队决定三打
九棚。1948 年 7 月 4 日深夜，支队二连正
面主攻，一连穿插堵截，三连为预备队。战
士们用手雷炸开了堵在门口的刺网以及碉
堡，冲进院内进行近战，摧毁了弹药库，全
歼九棚之敌。

三打九棚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鼓舞了汉沽盐区人民的革命斗志，在汉沽
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8年年底，平津战役打响。12月12
日，按照上级命令，盐民支队配合盐务管理
局顺利接收芦台场署，百里盐田终于回到了
人民手中，盐民支队改编为人民盐警大队，
后分两批被编入平原军区和华北军区，战士
们或随军南下，或转入国防建设。至此，这
支红色队伍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而在今天，天津长芦汉沽盐场这96平
方公里的百里盐滩早已变了模样。远眺广
袤的滩涂整齐划一，错落有致。其中最醒目
的七彩盐田，这里有结晶池195个，占地3.2
平方公里，是全国结晶亩产最大的结晶池，
五彩缤纷、自然天成，成为汉沽独具特色的
景观。 图片由《津云调查》节目组提供

三打九棚
鼓舞革命斗志

长芦汉沽盐场坐落在天津滨
海新区北部区域，前身称“芦台
场”，始建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
据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长
芦出盐，惟芦台最旺，亦最精，上
贡天府，远过东南……”这是指长
芦盐区芦台场的海盐产量高、颗
粒大、洁白如雪，专为皇家作贡盐
之用。

汉沽盐场所产的芦盐，氯化钠
含量为全国各盐区盐产品之首，是
化工生产、军火制造的重要原料。
芦台场有着巨大的海盐生产资源
和能力，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
芦台场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仅
日本的兴中公司天津盐田事务所

自1936-1945年间，就从芦台场低
价掠走原盐达 229 万吨之多。为
了更加疯狂地掠抢这一重要的民
用和军事资源，侵略者强迫场区附
近的人们大量开辟新滩田，生产更
多的海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
反抗，“铁道飞行组”就在这样的历
史背景下诞生了。

据天津党史资料丛书《汉沽革
命斗争史料》记载，1944年7月，中
共丰玉宁联合县委决定将原来的
八区分建为五区和八区，汉沽东部
沿海地区隶属八区管理，区委书记
是武汉兴。当时，在大神堂、小神
堂、双桥子、杨家泊等村民中有一
些具备强烈抗日意识的青年盐工，

武汉兴通过做工作，把他们组织起
来，成立了“飞行组”，主要任务是
在铁路上扒火车，抢夺日本侵略者
的军需物资，“飞行组”是名副其实
的“盐滩铁道游击队”。

不久，根据革命发展需要，“飞
行组”被调到十三军分区，改名为

“抗日民族先锋队”。从此，这支队
伍便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民先队”围绕着北宁铁路汉沽到
胥各庄沿线，频繁袭击日军火车，
抢夺各种军需物资。

1946年三、四月间，中共冀东
十八地委把“民先队”“工人团”等
革命队伍进行合编，成立了威名赫
赫的“盐民支队”。

百里盐滩上的革命劲旅

一个家族九名战斗英雄

““英烈亭英烈亭””内的杨家泊战斗纪念碑内的杨家泊战斗纪念碑

““古芦台场古芦台场””碑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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