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6月2日讯 6月 2日是青岛解放纪
念日。2日上午，纪念青岛解放 75周年活动
在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举行，社会各界深
切缅怀英烈，赓续英烈精神，回顾青岛解放光
荣之路。

上午9时，随着国歌声响起，鲜艳的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党员干部、驻青部队官兵、学
校师生、烈属、青即战役参战将士后代以及志
愿者等各界代表 180 余人参加升国旗仪式。

在镌刻着17000余位烈士英名的青岛市革命
烈士英名碑前，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敬献鲜
花。随后，少先队员代表、新团员代表分别进
行入队、入团宣誓，共同奏唱《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砥砺青少年继承英烈革命精神，
茁壮成长为祖国栋梁之材。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全体人员参观了“光
辉见证”——青即战役专题展和“永远的丹山
百合”连环画展，并在宣教中心开展“与青岛

生死与共——纪念青岛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
活动，重温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向为青岛解
放浴血奋战的英雄致敬。

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缅怀革命烈士英勇
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凝聚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努力创造
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
业绩。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姜丹宁 通讯员 车悦）

1949年6月2日，是青岛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了国民党的防线，顺利解放了青
岛，青岛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75载栉风沐雨，75载春华秋实，在这个美丽的城市，曾诞生无数前赴后继的英雄
儿女，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当年的炮火早已远去，如今的青岛风华正茂。为铭记历史，传承青岛热
土上印刻的红色基因，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青岛早报联合推出“追忆峥嵘岁月 纪念青岛解放75周年特别
报道”，探寻红色足迹，致敬英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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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颜色 家庭的底色
青岛有这样一个红色家庭 在母亲于淑明的带领下一家人投身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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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青岛，青岛
解放了！”75年前的1949年6月2日，一道无
线电波划破硝烟未尽的夜空，把胜利的消息
传向千家万户，青岛宣告解放，回到人民的
怀抱。站在75年后的今天，回首过去，青岛
的解放，离不开党中央运筹帷幄的英明领
导，离不开解放军将士舍生忘死的浴血奋
战，离不开无数仁人志士的前仆后继、英勇
抗争，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
全力支持。

在青岛，有这样一家人，在母亲于淑明的
带领下，一家人投身革命事业，顶着白色恐怖
时期阴云笼罩的黑暗，与敌人斗智斗勇、全力
斡旋，在黎明到来前撕开阴暗的天幕，在青岛
解放历史上留下绚丽一笔。近日，青岛早报
记者来到曲仲毅老人家中，听她回忆那段红
色往事。

为革命倾尽所有

曲仲毅老人今年已经95岁高龄，提起当
年往事，她仍然记忆犹新。“1942 年，我的母
亲于淑明在张辽、林重生同志的引领下，开始
了地下抗日工作。到了1946年，她就在中共
青岛市委社会科领导下的特支地工组任组
长，主要就是负责传递情报、掩护同志、策反
敌人、解救被捕人员等工作。后来，为了工作
便利，我的母亲决定与我的父亲离婚。”曲仲
毅回忆，父亲曲运鸿在离婚时，给了母亲一批
黄金和银元，还有在青岛、招远、天津的三处
房子，母亲并没有将这笔财产留作己用，而是
选择把黄金和银元全部用于营救我党我军被
捕人员。为了弥补地下工作经费所需，母亲
还把天津、招远的两处房产变卖，将青岛市胶
东路 22 号自己的住处作为党的秘密联络
点。据统计，在于淑明和小组的共同努力之
下，一共营救出30多名被捕同志。

曲仲毅老人告诉记者，母亲不仅为革命
倾尽身家，还将自己的儿女献给了解放事
业。“我的二哥曲琦，三哥曲伟钰，还有我的姐
姐于众，以及我，都是在母亲的带领下投身革
命事业，母亲的一言一行在我们兄妹几个的
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曲仲毅老人目光中流
露出无限怀念。于淑明领导她的儿女们全都
走上了革命道路，把他们培养为优秀的共产
党员，成为红色革命一家人。

巧取城防地图

在青岛解放前夕，于淑明按照青岛地下
特支的指示，将两个儿子曲琦、曲伟钰等人分
别安插进国民党内部。1948年，她策划指挥

智取国民党部队驻青岛的城防图，为青岛顺
利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1948 年冬，胶东区党委指示青岛市委，
尽快摸清敌人在青岛外围的防御工事情况，
为解放青岛做准备，青岛市委将这一任务交
给了于淑明情报小组。小组研究决定，将这
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打入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
司令部总务处二科的任道治来完成。任道治
了解到在李村的第十一绥靖区军事工程指挥
部里有《青岛市外围军事防御工程部署图》，
情报小组请示市委，让打入国民党工程指挥
部的上士文书秦大丰一起参加行动。

1948 年 12 月 4 日，任道治、秦大丰趁国
民党工程指挥部人员周末回市里休假，于傍
晚潜入国民党工程指挥部窃取了城防图，连
夜乘公交车返回市内，将图交到胶东路22号
于淑明联络站。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曲琦、
王传鼎立即着手复制城防图，并在黎明前完
成复制，任道治乘早晨第一班车返回李村国
民党工程指挥部将原件放回原处。12月5日
下午，复制好的城防图由地下交通员李芳送
交市委。

14岁投身地下革命

曲仲毅老人14岁时，便被发展投入到地
下革命行动之中。少时的曲仲毅跟着哥哥曲
琦一起跑交通，送情报，以小孩身份做配合掩
护，经常把情报藏在香烟盒、馒头里，蒙蔽敌

人。除了“智取城防图”的经历，曲仲毅还曾与
哥哥假扮小夫妻，掩护母亲于淑明从青岛市区
到即墨金口参加重要会议。

当时，青岛城外都是国民党的地盘，要去靠
近解放区的金口，盘查甚严。如何顺利通过各
个关卡，在规定时间赶到会议地点，是一件风险
很大的事情，曲仲毅与哥哥和母亲一起上路作
为掩护，一路上并未受到关注。然而，在顺利穿
过前面关卡后，有一个检查点的国民党士兵突
然起了疑心，开始刨根问底：“你们城里人去金
口干什么？有什么事非得赶得那么急？”战斗经
验丰富的母亲于淑明毫不犹豫地回答：“两个孩
子去老家结婚！需要提前回去置办嫁妆。”兄妹
变夫妻，着急赶婚期。曲仲毅做了一回电视剧

《潜伏》中的“翠平”，使母亲得以及时参加了党
的会议。

在经受了青岛地下组织的考验和锻炼之后，
曲仲毅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陈毅
将军参加了孟良崮战役，随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
放大上海，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曲仲毅老人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取出来给
记者看。三枚金光灿灿的纪念章，是这位老革
命献身党和国家，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
努力奋斗的心血凝聚。红色一家人，革命的颜
色，正是这个家庭的底色。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姜丹宁 见习记者
吴涵 通讯员 刘朋朋 摄影报道（除署名外）

赓续英烈精神 回顾光荣之路
纪念青岛解放75周年活动举行

曲仲毅（左）和母亲于淑明（中）的老照片。受访者供图曲仲毅讲述红色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