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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渤海
湾南岸，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夏无酷
暑，冬无严寒，是北方最适宜居住的沿
海小城之一。时光荏苒，光影流逝，这
座小城历经数百年沧桑，书写了无数
的传奇故事，留下难忘的红色记忆。

清康熙《黄县志》记载：“龙口墩，明
洪武二十一年（1388）魏国公徐辉祖
建。”龙口之名始见于此时。明初，龙口
仅有几家渔户，后因海湾渔产丰富且可
停泊，渔货客船常集于此，逐渐形成集
市。同治《黄县志》记载：“龙口，海口
也，商船多来往于此，设官税焉。”当时，
船多不熟路，常触礁搁浅。光绪十二年
（1886）在海神庙前高树牌坊，易名为
“金沙滩”。后，民智渐开，且“龙口”早
已内外有名，故于1922年复称“龙口”。

屺坶岛位于龙口的西北方向10公
里处，渤海海峡间，是一个南、北、西三
面环海的小岛，岛上风光绮丽，景色宜
人，灯塔山、将军石等相映成趣。自明
朝起便是古人观海听涛、寻奇览胜之
地。清康熙进士姜其垓在观屺坶岛之
盛景后曾留下七律绝句：“长夜披襟渤
澥头，天光水色两悠悠。怪石群森如鹤
舞，洪涛万迭似奔牛。”灯塔山为屺坶岛
西北最高峰，海拔54.21米。据1932年
英文海关资料记载，山顶灯塔最早建于
同治十年（1871），为木架顶楼。1915
年龙口建立海关时，乃重建成二层楼，
精美壮观。塔门上方悬挂一大方匾，
上书“水天如镜”。遗憾的是此塔毁于
战乱，新中国成立后又得以重建。将
军石位于灯塔山后的北崖下，高9米
多，围径10余米，在波光辉映下威武雄
壮，酷似一位铁甲将军，岿然屹立，守卫
着祖国的海防。

清宣统二年（1910），黄县人李序
园、李子初在辽宁营口创办肇兴轮船
公司。1913年由龙口开往大连、天津、
营口、芝罘、虎头等港口船只24艘，此
时，港口客货业务已经十分发达。

1914 年龙口自辟商埠对外开
放。1919年中国首座钢筋混凝土栈
桥码头在龙口港建成，昭示了龙口港
巨大的发展潜力，到20世纪30年代
商船已达200余艘。地方民营航运业
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龙口境内仅生产“龙
口粉丝”的作坊就达3000多家，产品
远销欧美和东南亚国家。

到1937年时，龙口港年出入船舶
达 2693 艘次，总吨位达 885371 吨。

“龙口”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港口小城。

1938年8月14日，日寇飞机轰炸
龙口。1939年3月5日，日军占领龙
口，在龙口设领事馆，修筑碉堡8座，
派驻海军陆战队及宪兵队150余人，
警察大队和保安队200余人。

1938年10月，中共北海专署在龙
口设立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展地下抗
日工作，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分支组
织机构。

1940年秋，日伪在龙口设专员公
署，并成立龙口港事务所。日寇将从

招远掠夺的黄金，用货轮通过龙口港
运往日本。据统计，日本在侵略山东
半岛7年间，共掠夺黄金52万余两。

抗日军民在北海专署和龙口特区
工委领导下，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

1944年7月6日8时30分，日伪
军150余人从龙口经园壁张家至沙埠
于家，11时30分返回，行至丁字街。
我军瞭望哨拉响两颗小地雷发出攻击
信号，独立营战士闻声出击，当场击毙
伪军10余人，俘虏10余人。日伪军
北遁，我军两个突击排紧追不舍，日伪
军退至一条沟里，当时天降小雨，沟里
泥泞，少数日伪军借沟旁高粱地溜
掉。有两个日本鬼子持歪把子机枪企
图顽抗，二连一排二班一战士冲上去
一枪将其毙命，另一个战士向前夺过
机枪。经过15分钟战斗，击毙日伪军
30余人，缴获歪把子机枪1挺，步枪
40余支，受到胶东军区通令嘉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驻龙口日军守备队、海军炮艇
中队和宪兵队150余人，还有伪警备
大队、保安中队200余人，拒不向八路
军投降。

在我军前方司令部总指挥孙端夫
的领导下，1945年8月17日14时，北
海独立团抵达龙口市外，包围龙口。
15时，北海军分区将最后通牒送交日
军，日军置之不理。20时，独立团一
营抵达约定地点。18日下午，北海军
分区决定强攻龙口。部队通过铁丝
网、越过壕沟，突进市内，占领九条街
的交叉路口，将碉堡和领事馆的日军
三面包围。日军凭借碉堡、地堡及附
近房屋，进行顽抗。战斗英雄张贤良
在机枪掩护下，连续爆破成功。胶东
军区战斗模范二排长程日兴牺牲，二
排六班长王呈孝代理排长职务，带领
全排战士向日军进攻。24时，克敌第
六守望哨所及领事馆。日军小石部队
弃碉堡窜至南粉庄。在南粉庄，日军
凭借九排房子墙厚房大、易守难攻，企
图反击。二连战士甩出一排手榴弹，
冒着爆炸硝烟翻墙进院，与日军短兵
相接。天亮时，将日军赶出南粉庄。
日军退守南粉庄南的一座碉堡，用重
机枪、轻机枪、步枪火力封锁我军进
攻。四连指战员利用火力掩护，在第
九排房子里搭起简易脚手架，集中6
挺机枪同时开火，日军机枪手纷纷毙
命。爆破手将炸药放在碉堡下爆炸成
功，日军四处逃窜，四连战士们冲上去
歼敌一部，攻城部队占领龙口。

据《中共龙口市党史大事记》记
载：1945年9月，为了加强城市领导工
作，中共北海地委决定建立中共龙口
特区工委，书记吴善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抢占东北
战略要地，中共中央做出了“向北发
展，向南防御”的部署，指示山东分局

“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
成。必须全力以赴，越快越好”。胶东
军区在龙口设立运兵指挥部，许世友
任总指挥。从1945年9月底至12月
初，将山东主力部队六万多人和六千

名地方干部分两批，从龙口港、黄河
营、栾家口港渡海北上解放东北，龙口
特区工委书记吴善昌奉命随军北上。

10月24日，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
桓亲率地方干部4000多人北上，其中
山东省军区机关、警卫部队和几个独
立营从龙口港渡海。

这期间，数万大军及地方干部云
集龙口大街小巷，等待渡海。龙口特
区工委协调各方面力量，积极配合调
集全部渔船，筹集粮食、棉花等物品，
修复各战区之间的主要公路，为部队
出征东北创造有利条件，为我军从龙
口港渡海运兵北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特别是龙口港，在运兵北上期间，
承担了运送大批兵员和军用物资的重
要任务，龙口港已经成为解放战争的
军港。他们征集了龙口龙大公司及沿
海村的全部渔帆船。在装船时，因海
滩水浅，船舶无法靠岸，工人们不顾天
冷水凉，蹚着齐腰深的海水装卸物资，
或用舢板将人、货运到海里的汽船和
帆船，克服了许多困难，胜利地完成了
装船任务。龙口港的船工和渔民，硬
是用落后的运输工具抢在美国军舰护
送下的国民党军队之前，把山东军区
的部队输送到东北，为开辟东北根据
地赢得了时间。胶东军区司令部政治
部为表扬和奖励龙口特区工委为输送
挺进东北部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授
予龙口各群众团体一面锦旗。

龙口光复后，中共龙口特区工委
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74名龙
口籍烈士，决定修建抗日烈士纪念碑，
呼吁龙口工商界人士捐款捐物。龙口
各界人士积极响应，1945年12月16
日，龙口抗日烈士纪念碑落成。

1946 年 11 月胶东行政公署决
定：龙口特区改为龙口市，下设市内
区、龙南区、环龙区、虎山区、黄山区、
北马区、龙东区。

1947年7月，国民党反动军队重
点进攻山东，国民党整编第8军在少
将李弥、副军长汪波的指挥下，9月27
日自招远城进犯龙口。其荣誉一师师
部和43旅六七千人驻扎在龙口。10
月，国民党军在龙口东南郊修建机
场。他们在各个路口修筑碉堡，龙口
街大量民房被拆，四百人无家可归。
他们在抗日烈士纪念碑周边用土堆加
高筑起炮台，上面架起了榴弹炮。

1948年3月19日，北海二团三营
奇袭龙口飞机场，国民党军残敌逃窜
至龙口市里。28日，在解放军围攻之
下，龙口残敌在陆路突围无望的情况
下，于凌晨乘101、102号军舰向烟台
逃窜。龙口这座港口小城又重新回到
了人民的怀抱！

1948年8月，在解放长山岛战役
中，龙口港船工和码头工人应调全部
参加了海上运兵战斗，战斗结束后，龙
口港支前大队集体立功，受到奖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龙口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集
会，中小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载歌载舞，
欢呼庆祝。为迎接这一伟大时刻的到
来，龙口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用热
血描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英雄画
卷，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炎炎夏日，吃上一支冰棍，是童年里最
奢侈、最幸福的事儿了。

那时候，到乡下来卖的是单一的老冰
棍。这种用糖精水冻成的长方形冰块，外面
裹着一层薄薄的白色包装纸，上面印着制作
冰棍的厂名、厂址。

麦收季节，正午时分，烈日当空，汗水不
断，大人们摇着蒲扇昏昏欲睡，我们这群小孩
子却没有丝毫睡意，只等着卖冰棍的快点出
现。我们竖起耳朵，期盼着叫卖的声音，生怕
错过。在急切的盼望中，远处传来“冰棍
——卖冰棍——”的叫卖声。这声音洪亮而
悠长，我们立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街
上。卖冰棍的小贩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
上绑着一个木箱，木箱里一层厚厚的棉被下
整齐地码着几层冰棍。

冰棍来了！小伙伴们急速跑回家缠着
大人买冰棍。那份死乞白赖，那份焦灼渴
望，是其他时候不曾有的。有时候大人们会
借着这件事做文章：买了冰棍，下午拔一篮
子猪草，或者推碾、推磨。这个时候，我们会
像小鸡啄食一样点头答应，生怕大人反悔。
卖冰棍的木箱旁早已围了一群小孩子，一个
个把钱举过头顶，争先恐后地向前挤。“别
急，别急，大家都有份。”小贩一边安慰这群
孩子，一边打开木箱，掀开裹着的棉被，拿出
冒着白气的冰棍递给大家。那时，一根冰棍
几分钱。

小孩子接过冰棍，小心翼翼地把包装纸
揭开，却舍不得扔，用舌头舔舔，因为上面还
沾着不少甜水。然后，把冰棍小心地含在嘴
里，让那甜香味慢慢弥散在唇齿间，凉到心
底……此时，太阳不再那么毒辣，风不再那
么燥热，空气不再那么沉闷，幸福的味道被吞
咽到心里。

有时候，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卖冰棍
的小贩会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没有卖完的
冰棍融化得不成形，他便以3分钱两根或1
分钱一根的价格诱惑我们。此时，不舍得花
钱的大人们才舍得买几根，算是尝尝冰棍的
味道。

我们把冰棍的竹签攒着，一个夏天虽攒
不了多少，但那也是一种幸福的积累。为了
吃上冰棍，我们想尽办法：捡拾鸡粪，卖给生
产队；到处捡废铜烂铁，积攒了换钱；上山挖
药材，卖给供销社。烈日炎炎，我们汗流浃
背，身上晒脱了皮也毫不在乎，只为能换来
几根渴望已久的冰棍。

那时，消暑的佳品除了冰棍外，对我们
诱惑力很大的还有冰爽的汽水。我记得汽
水的生产厂家是东华饮料厂，位置就在现在
的福山区城关中学附近，汽水口味有橘子味
的、菠萝味的、哈密瓜味的、可乐味的……在
儿时的我们眼中，东华汽水那可是鼎鼎大
名，知名度不亚于现在的可口可乐。那时夏
天农村家中办事、院子打水井、盖厢房、劳作
归来，能喝上在水筲里冰浸过的东华汽水，
那可是既消暑又倍有面子的事儿！

如今，吃冰棍再也不用像当年那样“一
支难求”了，童年里的冰棍成了我内心深处
永远不化的甜蜜记忆。

龙口往事龙口往事
姚玉安

冰棍来了
刘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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