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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走苦难，迎来暖阳
本报记者 王宏丽/文 记者 栗晓烁/图

工厂工人欢庆石家庄解放（资料图）

群众喜分救济粮（资料图）

炮兵部队骑着战马、拉着大炮参加入城仪式（资料图）

时光过去了
70年，当初的一
个个片段，正在
以端然、肃然的
姿势进入历史。
翻检一张张旧报
纸，端详一张张
老照片，人们又
重新回到那些激
情澎湃的岁月。
影像，记录历史
细节；影像，让后
人重温曾经存在
过的苦难与温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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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同庆军民同庆，，欢呼胜利欢呼胜利（（资料图资料图））

这张报纸共有正反两个版，头版左下角

刊登了记者段春明的文章《杀人窝——蒋匪

石门警备司令部第三处暴行记》，揭露石家庄

解放前夕，“蒋匪石家庄警备司令部第三处”

曾经是国民党屠杀人民的一个“杀人窝”。

此前的报道中，读者多见的是关于国民

党特务机关代号“19号”的残暴罪行，一些史

料中揭露“19号院”里，特务们残害共产党人

士和无辜群众，所以“19号院”被当时的石家

庄群众称为“阎王殿”。而1945年、1946年前

后，国民党正在丧心病狂地最后挣扎，“阎王

殿”又何止一个“19号”呢？

报道里是这样记录的：

在“石门警备司令部第三处”里，四千余

名无辜市民及市外群众遭受毒打、受尽酷刑，

被害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二百余人被挑

死、活埋。

逃过一劫的杨庆田、王化英控诉，1945

年 6 月，“警备司令部第三处”给他戴了顶

“八路军采购员”的帽子，把他抓了起来。

在那里，他们十几个难友被关在一间牢房，

好几个人只有一床脏被子。稍有动静，守

卫就用刺刀扎他们的手，说这是“刺刀墩

肉”！有一次，王化英被“扎手”后，回到牢

房，手上留着的鲜血滴在难友们的脸上，大

家都唉声叹气。在牢里，他们每人每天只

能领到两个玉米馍，没有水喝，渴得要命，

只能喝尿桶里的尿。在这种环境下，加上

经常被守卫用刺刀折磨，很多难友患上身

体溃烂、疥疮、痢疾、痔疮等，王化英同牢房

的六个难友伤病加身、气上加气，惨死在“警

备司令部第三处”。

而从深州到石家庄打算做小生意的杨庆

田，也在入住石门朝阳饭店后就被抓，辗转被

押解到“警备司令部第三处”。杨庆田也是被

这里的匪徒们折磨得没了人形，有一次，实在

饿得无法忍受，他向看守要吃的，结果被看守

用木棍暴打，几乎断气。匪徒们就把他拉出

去要活埋，发现他还能喘气，又把他扔回牢

房。难友们把自己的食物节省下来喂给他，

他才得以存活。而他周围的十七八名难友先

后被匪徒们刺死或者活埋。

画面一：“石门警备司令部第三处”罪恶累累

报纸头版核心区域，是一则四五百字的

短报道：《全市中小学筹备开课 公立学校一

律免收学费》。

报道是这样记述的：

寒假教师讲习会结束后，各教师分赴各

工作岗位，全市小学七十九处，教职员二百七

十余人，正在筹备开课中。计有市立完小十

四处；市立村街初小五十七处；机关附设小学

三处；私立小学四处；回民小学一处，比去年

复课时，增加了七处。

为使一般儿童能够上学，除私立学校有

的征收学费外，市立和机关附设学校，一律免

收学费，同时为适应儿童上学方便，除五区庄

窝一个四十几户的小村外，每一行政村均设

市立小学一处。

接下来，记者介绍了一些新学校的新地

址，让大家做好准备，各个学校于3月25日到

28日陆续开学。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接管石家庄之后，人

民政府对全市的教育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布局，

寒假中对教员进行培训，确保学校正常开学。

画面二：中小学筹备开课 公立学校一律免学费

此外，报纸头版还排了《大兴纱厂工人合

作社介绍》一文。老报纸很多字不太清晰了，

但是仍能辨识出全文的大意。

“除总社门市部以外，并设休门、桥西、元

村、彭村等四个分社。”可见当时的大兴纱厂

规模之大。厂方、工作组和合作社三方成立

领导委员会共同指导工作，成立三个月来，发

展会员390多名，有股金1760多万元（旧币），

每股1万元，出产成品土线946斤，布38匹，

袜子336打，做豆腐180斤，产品质量好，价格

合适，很受欢迎。

文中还介绍了合作社具体的作用。

第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第二，根

据 群 众 需 要 ，供 给 群 众 必 需 品 ，比 如 白

菜、山药、大葱、萝卜等，用马车运回来，

工人们都说，合作社真正是为大家办事

的。第三，根据不同技能组织失业工人

和家属生产，共组织了 340 多人。第四，

分红、工资、奖励和福利，原来在蒋匪时

期厂里也有合作社，名义上也说为工人

服务，但利益都被厂方剥夺了，因此合作

社的影响很不好。成立新合作社后，委

员会决定采取迅速分红的办法，赢得大

家的信任，每三天分一次红，按照一万元

股分红利 7000 元，很快扩大了影响，并告

诉大家入股退股自由。

此外，藏友陈富生还藏有 1947 年 4 月

13 日《冀中导报》（河北日报前身），上面刊

有《正定栾城同告光复》的报道。还有一份

1947 年 12 月的《冀中导报》，刊有《冀中我

军十一月份 攻势猛勇胜利空前 拿下元

氏城攻克据点二十三座 缴炮三门机枪一

六七挺汽车四辆》……

画面三：民生关怀直抵最基层的人民群众

一份发黄但保存完好、1948年3月26日出版的第125期《石家庄日报》，引领我们进入那段特定的历史。

藏友陈富生说：“作为老石家庄人，我爱这个城市。我收藏这些老报纸，不是为了经济价值，只要对石家庄城市历史的研究有

所贡献，就足够了。”

获得解放的市民兴高采烈获得解放的市民兴高采烈（（资料图资料图））

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晋察冀野战军政委罗瑞卿在庆祝石家庄解放大会上讲话晋察冀野战军政委罗瑞卿在庆祝石家庄解放大会上讲话（（资料图资料图））

藏友陈富生收藏的老报纸藏友陈富生收藏的老报纸 商户装修门面，准备开业（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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