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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对东北抗日联军历史感兴趣，

我经常到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区踏查、调研，

感受当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杨靖宇、魏拯

民、王德泰等人的领导下，在白山松水之间坚

持抗战的壮举。

以往踏查都是直奔具体的战绩地或密营

遗址。那时，我们走高速、转省道、下县道，

进入村道和林区小道，从来没有沿331国道

吉林段对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遗址、遗迹做

过综合调研。2024年底2025年春，吉林日报

社组织“揽胜·探微 问道吉线G331”专题探

寻活动，我有幸参加，第一次以国道为地域

背景，对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历史遗址遗迹

进行踏查。

现在，331国道是旅游黄金线。鸭绿江、

图们江沿岸、长白山天池脚下，一年四季风

光无限，自驾旅游的车流，有如两江之水，长

年不息。可是，当代人很少有人知道331国

道沿线曾是抗联的战场，有众多的抗联指战

员、东北义勇军将士和东北民众长眠在国道

沿线……

考察组由南向北，沿鸭绿江边行驶，首先

进入集安市，即当年的辑安县，再北上临江

市、长白县，绕过长白山天池脚下，进入长白

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所辖的池南区、池

西区和池北区；出池北区，进入抚松、安图两

县，从安图进入和龙市，然后沿图们江继续北

上，经龙井、图们两市，进入珲春市；经密江、

哈达门、杨泡、马滴达、春化等乡镇，结束了

331国道的吉林之旅。

现实的背后是历史，历史的背后还有不

曾记载的故事。331国道两侧，密布中共南满

特委、省委和东满特委、省委创建的抗日游击

根据地，东北抗联一军、二军的战场遗址，更

有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和抗联英雄的牺牲

地。英雄的墓碑和遗址记事碑静静地伫立在

山谷间，记录下昔日的峥嵘岁月。郁郁葱葱

的山林，似乎萦绕着烈士的英魂；长白山主峰

的皑皑白雪，昭示着人间正义。

331国道集安段，曾是东北抗联一军的游

击区和根据地。早在1935年，杨靖宇就率领军

部直属部队在集安境内打游击，然后又转战通

化、桓仁、宽甸、本溪、新宾等地。1938年初，杨

靖宇率部回师集安，建立以复兴村五道沟为中

心的老岭抗日游击根据地。331国道经过的榆

林镇，与五道沟只有30多华里的距离。杨靖宇

把总司令部设在庙沟门，在这里召开中共南满

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即

“两次老岭会议”），筹划第三次西征，指挥了袭

击日伪老岭隧道工程，歼灭伪军索旅等战斗；

成立少年铁血队，吸收日本工人福间一夫参加

抗联。在东北抗战进入极端艰苦斗争之际，东

北抗联第一路军在杨靖宇将军的指挥下，在

331国道附近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1938年7月，一军三师参谋长杨俊恒率部

队袭击331国道边上的大碑街（今大碑街村）

伪警察署，缴获大量物资，准备发动第三次西

征，给日伪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

331国道临江段，曾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一军独立师第三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第二师和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二师的游击区。

1934年6月22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

立师第三团200余人，攻占临江六道沟，打死

打伤伪警察各5人，焚毁伪警察营房。

1936年下半年，东北抗联一军二师师长

兼政委曹国安与二军四师、六师紧密配合，在

临江、长白等地开展游击战，使日伪军寝食不

安。12月8日，二师指战员穿上群众送来的白

大衣，在长白县十三道沟口设伏，将尾随的伪

靖安军“讨伐队”击溃，击毙敌人数十名。曹

国安料定敌人还会前来报复，便与二军四师、

六师一部在临江七道沟大甩湾处设伏。2月

21日，敌人果然前来，但狡猾的敌人只派少量

兵力在前探路，大部人马却在沟外停住，并分

派兵力从后面包抄，双方僵持到天黑以后，敌

人从背后袭击，曹国安背部中弹，不幸牺牲。

现在曹国安的墓碑就矗立在国道边上……

331国道长白段，曾是东北抗联二军六师

的游击区。1937年2月，中共长白县委在十七

道沟成立，书记权永碧，下设4个支部、10个党

小组。同年6月，在中共长白县委配合下，抗

联六师精选150人组成远征队，从二十三道沟

渡过鸭绿江，袭击日军占领下的朝鲜普天堡，

给驻朝日军以极大的震惊。6月23日，抗联六

师在长白县十三道沟间三峰设伏，给前来报

复的驻朝鲜日军第十九师团第七十四联队以

毁灭性打击。

331国道由长白县沿鸭绿江上游进入长

白山管委会所辖的池南区。东北抗战期间，

这里属于抚松县地界。1936年3月，东北抗联

二军开辟南满游击区，抚松、长白、临江三县

成为二军南满游击区的中心地区，抚松则是

中心的中心。二军曾在东岗、杨木顶子召开

会议，划分各师游击区，制定作战方针，扩编

部队、扩大巩固统一战线，分建密营。二军四

师、六师与一军二师密切配合，既分区游击，

又联合作战，出没于331国道两侧的长白山密

林，向日伪军发动进攻。

近年来，在331国道经过的池南区漫江镇

老黑河林区，发现抗联二军密营遗址和日本

关东军留下的掠夺我国森林资源罪证遗址。

抗联二军分布在抚松的其他遗址，还有东岗、

杨木顶子、西岗、北岗等。其中，抗联二军六

师修建的转头山密营东距老黑河仅4.3公里，

但在行政区划上却属于临江市桦树镇西小山

村转阳山屯。由此可见，老黑河不是老黑河

本身，而是包括抚松、临江、长白、桦甸、安图、

敦化等县（市）在内的老黑河区域；老黑河区

域是东北抗联二军在南满开辟的第一块游击

区，极具研究价值。

在331国道经过的大碱厂村，抗联二军建

有密营。大碱厂密营属于密营群，包括大碱厂

河东、西两侧和碱厂村东、西、北面，东起东土

顶子，西至麦顶子，南从碱厂村，西北到西土顶

子，由若干个地窨子组成，方圆达5平方公里，

1936年春，由东北抗联二军六师十团后勤处修

建。密营设有修械所、医疗所、被服厂、粮仓

等。地窨子之间相隔三五里不等。1936年4

月，抗联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在由敦化大蒲

柴河向抚松进军途中，遭日伪军袭击，腿部负

伤，战士们把他护送到东土顶子密营养伤。同

年8月9日，密营遭伪军李道善“神选队”袭击，

李学忠临危不惧，指挥战士们顽强反击，终因

寡不敌众，李学忠英勇牺牲；到10月，密营全部

被破坏。现在大碱厂建有李学忠墓，设文物保

护标志牌，供后人凭吊。

331国道经过大碱厂，进入二道白河镇，

镇外不远处就是奶头山抗日根据地，当年属

于安图县管辖。1935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率领军部、二团和车厂

子军民撤至安图县奶头山，这是东满的最后

一块根据地。在奶头山，二军成立了农民委

员会和妇女会。同年11月，在军长王德泰的

指挥下，粉碎了日伪军800余人的进攻，取得

了奶头山保卫战的胜利。1936年2月21日，

日伪军再次对奶头山发动大规模进攻，二团

在给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奶头

山，东满最后一块根据地丧失。现在，奶头山

留有王德泰等历史遗迹。

331国道经过奶头山，沿长白山天池脚下

进入和龙境内。国道附近的药水洞、渔浪村，

都曾是抗日根据地和战场。沿渔浪村向西，

则是蘑菇岭、车厂子根据地，最后是奶头山根

据地。虽然离国道渐行渐远，但是，却准确地

反映出东满抗日军民斗争环境日渐艰苦的真

实历史。

离开和龙，国道进入龙井市。当年，这里

归延吉、和龙两县（市）管辖。331国道左侧的

开山屯镇，曾是和龙游击队的前身开山屯赤

卫队的诞生地。1932年6月23日，赤卫队袭

击船口公安局分驻所，缴获步枪7支。7月，又

袭击白龙坪海关（今图们市白龙村），夺得手

枪多支，成立了手枪队。

走过龙井，进入图们市，这里当年曾是汪

清县五区地界。1932年11月，中共汪清县委

和汪清反日游击队创建嘎呀河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的中心在今汪清县东光镇三道沟村泗

水屯，包括现在图们市石砚、凉水两镇的一些

村屯都是根据地。1932年秋至1933年春，嘎

呀河根据地军民在汪清游击大队大队长梁成

龙的指挥下，打退了日伪军5次“讨伐”。在被

敌人烧光的废墟上又盖起了房子。在不到5

个月的时间里，在冰天雪地中，4次重建房屋，

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离开嘎呀河，331国道进入珲春，经过密

江乡、英安镇、珲春市区、哈达门乡、马滴达乡

和杨泡满族乡。这些乡镇曾是中共珲春县委

所在地和珲春反日游击队的诞生地。密江乡

一带历史上被称为“钢区”，杨泡乡一带当年

称为“烟区”。1932年3月，在中共珲春县委领

导下，突击队在烟筒砬子西沟成立，队长姜一

武，共有队员20人。6月，改编为珲春县岭南

游击队，共有队员30余人。8月上旬，日伪军

“讨伐队”进攻烟筒砬子，姜一武指挥岭南游

击队英勇战斗，歼敌10余人，取得第一次反

“讨伐”战斗的胜利。

1933年夏至1934年7月，中共珲春县委曾

建立了烟筒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面积达1000

余平方公里，成立了烟筒砬子苏维埃政府。

1932年冬，烟筒砬子根据地的人口最多时达到

3000余人。

众多的抗日英雄战斗在烟筒砬子根据

地。白泉泰，山东人，1903年出生，5岁时父母

双亡，被北平（今北京）香山慈幼院收养，接受

教育。1928年夏，白泉泰受党派遣到珲春县立

第一小学任语文教师，以教师为职业掩护，传

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的组织。九一八事变

后，他遵照党的指示，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

抗日军队。1932年11月，白泉泰任珲春反日

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全队六七十人，活动在

烟筒砬子山区。1933年5月，白泉泰和大队长

王增权率队袭击春化伪自卫团部，打死打伤敌

人十余人，游击队无一人伤亡，缴获几十支枪

和生活物资。同年夏，白泉泰任珲春游击总

队政委，他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亲自做“山林队”的工作，后来成为东北

抗联著名将领的侯国忠就是在他的动员、教

育、感召下，加入了珲春游击总队。1934年1

月，大雪封山，一支“山林队”陷入困境。为解

救他们，白泉泰和王增权亲自前往迎接，当他

们走到马滴达西北沟密营时，遭到日本“讨伐

队”的袭击，白泉泰不幸身中数弹，喷涌出的

鲜血，在雪地中很快结成冰。当他被找到时，

已经伤冻而逝，牺牲在331国道旁。

侯国忠原在东北军当兵，九一八事变后，

随王玉振抗日，1932年10月，王玉振投降后，

忠贞爱国的侯国忠决定继续抗日，报号“四季

好”。在白泉泰的教育争取下，1933年10月，

侯国忠来到烟筒砬子南沟参观根据地，他被

党的抗日主张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气势所吸

引，决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珲春反日游击

队。1934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

后，侯国忠先后担任第四团参谋长、副团长、

团长；1939年7月，侯国忠任东北抗联第一路

军第三方面军副指挥；1939年8月，侯国忠在

安图大沙河连环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5岁。

东北抗联二军四团缝纫队队长、著名的抗

日女英雄安顺花，也工作战斗在这里，她可爱

的女儿就出生在烟筒砬子根据地。1935年，年

仅3岁的女儿因饥饿和疾病离开了人世，安顺

花强忍悲痛，继续战斗。

1933年秋，珲春县游击队第二大队在春

化大六道沟南团山上，伏击日军从春化开往

马滴达的两辆日本关东军的军车，此次战斗

共击毙13名日军，缴获步枪13支、手枪2支和

40多袋白面。

1934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

师四团三连，在珲春梨树沟与伪军交战，打死

打伤敌人4名，缴获运输车12辆。

绵延数百公里的331国道有数不清的抗

联故事。331国道又迎来旅游黄金季节，满目

翠绿，漫山鲜花，挺拔的红松林，嫩绿的山野

菜，清澈的鸭绿江、图们江水，戏水的绿头鸭，

朝鲜族的美食，让人流连忘返。我相信，在游

览之余，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不会忘记战争

的硝烟，不会忘记民族的苦难，更不会忘记曾

经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

(本文党史顾问：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
室 孙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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