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6月，八路军一二
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奉上
级 指 示 从 山 西 省 繁 峙 县 出
发，挺进华北敌占区。在短
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该团在
团长陈宗尧的带领下，一路
高歌猛进，以机动灵活的游
击战、运动战，给予敌人沉
重打击，并协同中共地方党
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辟和
巩 固 了 大 片 敌 后 抗 日 根 据
地，为平原游击战的进一步
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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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挺进襄西第一仗
刘晓可

红三团新店里斩“黑手”
吴昌荣

我在厦门的从军岁月
范九康

旗开得胜

1938年6月，八路军三五九旅七
一八团从山西省繁峙县境内出发，沿
途一路打击日、伪、匪，摧毁伪组
织。6月9日，七一八团刚刚进到浑
源县西南的晋家庄，当地抗日干部就
赶来报告说，驻山西省浑源县城的日
军似有向晋家庄攻击的迹象。七一八
团团长陈宗尧当即决定给敌人以迎头
痛击。他命令一营和团直驻守晋家
庄，二营和三营分别驻防东尾毛村和
长条村；同时，部署了一个连，警戒
李峪村、荆家庄和郭家庄方向，防止
敌人绕到主力侧后偷袭。

第二天上午，日军 300 余人分
东、西两路向晋家庄进犯。七一八团
各部早已进入阵地，做好了战斗准
备。东路之敌很快遭到了八路军的猛
烈阻击。敌人组织几次冲锋均被八路
军打退，只好退到李峪村，坐待西面
战斗的变化。

此时，西路之敌在山炮的掩护
下，向七一八团阵地疯狂进攻。二营
战士坚守阵地，打退敌人的数次冲
锋。三营战士则迅速迂回到敌人侧
背，对敌形成夹击之势。敌人前后遭
袭，伤亡惨重，急忙从八路军的阵地
上挣脱出来，企图原路退回浑源县
城。对此陈宗尧早有防范。他已命令
三营派1个连迂回到郭家庄和荆家庄
之间。堵住了敌人退路。随着七一八
团发起冲锋，西面之敌全部被压缩在
一个狭小区域，不久即被全歼。退守
在李裕村的东路之敌见状，不敢救
援，仓皇逃回浑源县城。

这次战斗，七一八团毙伤敌100
余人，俘敌 22 人，缴获枪支 30 余
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当地老百姓
备受鼓舞，纷纷杀鸡宰羊赶来慰问。

分兵破敌

晋家庄战斗胜利的当晚，陈宗尧
召开了七一八团营以上干部会议，在
总结战斗后，会议决定立即贯彻落实
旅首长指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

打击日、伪、土、顽，建设根据地；同时，
决定由副团长徐国贤带领三营，向浑
源县西北部前进，一路游击，伺机消灭
敌人，并相机进驻桑干河以北地区，袭
扰平绥路，扩大八路军的影响。

6月12日，徐国贤奉命率三营行
军进至友宰堡附近时，发现前方有一
股日伪军正在烧杀抢掠。徐国贤当即
指挥部队对敌发起突然袭击。战士们
冲进村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不一
时战斗结束，三营毙伤敌 30 余人，
俘虏伪军12人，把受困的群众解救
了出来。两天后，徐国贤得知距友宰
堡30多里远的后子口村住着一支伪
军，有300人左右，便果断命令三营
准备战斗，歼灭该敌。16日夜，三
营长刘三元率部一路急行军，赶到后
子口村发起突袭，将伪军消灭。此
战，三营毙敌 30 余人，俘敌 200 余
人，吓得周边伪军连夜逃走。随后，
徐国贤率部继续前行，渡过桑干河，
进至大同下深井村一带活动。

下社攻坚

陈宗尧将三营派出去活动后，亲
自率领一营和二营进到应县，准备配
合七一九团攻打伪军乔日成部。6月
17日，陈宗尧奉命率七一八团主力
连夜进发，配合七一九团打响了下社
镇战斗。当晚，月光明亮，敌人听说
八路军迅速推进的消息后，在各个路
口都增加了岗哨。所以八路军刚刚抵
近下社，就被敌人发现。八路军发起
进攻后，乔日成自以为有坚固的碉堡
和强大的火力防御网，可以挡住八路
军的进攻，于是他一面率领手下负隅
顽抗，一面呼叫应县日军赶来增援。陈
宗尧指挥七一八团自北向南一阵猛
攻，与七一九团对敌形成南北夹击之
势，直打得伪军鬼哭狼嚎，溃不成军。
八路军则步步紧逼，很快将敌人据守
的几个大碉堡牢牢围住，并逐个击
破。乔日成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不敢
再战，慌忙带着身边的残兵败将拼死
冲出北门，向应县县城逃窜。八路军
立即对敌人展开追击，最后在北门截
住敌人的后卫部队，将其全部歼灭。

这次战斗，八路军共歼敌300多
人，缴获长、短枪支200多支、战马
200多匹，虽然没有全部歼灭乔日成
部伪军，但对伪军、土匪起到了极
大的震慑作用。自此以后，这一带
的伪军、土匪根本不敢向八路军“挑
战”了。

连续破击

战后，陈宗尧率七一八团进到
桑干河以北，按照三五九旅创建抗
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把主力分散
组成若干分队，挺进到平绥铁路的
张家口至大同段，袭击敌人的交
通运输线和守备薄弱的据点。随
后，七一八团再转回桑干河南岸
的浑源、广灵地区，肃清该地区
的土匪和汉奸武装，创建和巩固
抗日根据地。

6月20日，副团长徐国贤率三营
首先夜袭了平绥路聚乐堡车站。他们
以两个步兵连附重机枪连两个排攻击
车站；以一个步兵连进至车站与聚乐
堡之间构筑工事，阻击镇上的伪军增
援；以另一步兵连附一个机枪排为预
备队，一起向敌发起猛攻。在给敌以
沉重打击后，徐国贤指挥部队抢在驻
阳高日军大举增援之前，胜利撤出了
战斗。

6月25日，陈宗尧率七一八团主
力进驻天镇县米薪关，与三营会合。
经研究，陈宗尧决定对敌人据守的罗
文皂火车站发动袭击。27日，陈宗
尧指挥一营连夜奔袭至罗文皂镇，命
令四连占据罗文皂镇与车站之间的有
利地形，阻击镇上伪军增援，掩护营
主力攻击车站之敌。

战斗打响后，驻扎在火车站外围
据点的伪军被七一八团歼灭大部，残
敌退向火车站。把守火车站的日军见
状，向伪军开枪，喝令他们“进行反
击”。陈宗尧得报后，立即派政工人
员向伪军喊话说：“日本人根本没把
你们当人看，强迫你们为他们卖命送
死，快过来吧!八路军优待俘虏，欢
迎你们投诚反正。”在强大的政治攻
势下，一名伪军军官一枪击毙督战的

日军指挥官，带着 30 余名伪军投降。
陈宗尧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命令一营长
刘克明率部迅速冲进火车站，对守敌发
起猛攻。经过激烈交火，敌人不支，纷
纷逃离，七一八团胜利攻取火车站。

纪念“礼物”

此后，陈宗尧率部挺进至天镇以东
的积儿岭。陈宗尧考虑到连日暴雨，不
利于行动，便组织指战员学习政治和军
事。随着7月7日临近，战士们纷纷向
陈宗尧汇报说：“部队抗战已经一年
了。我们应拿出一份‘礼物’作为纪
念。”陈宗尧见战士们情绪高涨，求战
心切，当即决定组织一场战斗。他派侦
察员对天镇和怀安之间的永嘉堡火车站
进行侦察，查清了车站里敌人的兵力部
署——日军90余人，车站外围据点有
伪军100余人。随后，陈宗尧立即召开
作战会议，决定由三营负责这次夜袭任
务，消灭永嘉堡火车站的守敌。

7月4日晚，三营冒雨出发，一路
向永嘉堡疾进，于5日拂晓进到火车站
附近埋伏。三营长刘三元考虑到天降大
雨，地面湿滑难行，强攻比较困难，于
是命令部队原地待命，自己带着几名战
士，潜入车站外围进行侦察，寻找好的
进攻路线。不多时，刘三元发现，一列
火车正好横在车站，挡住了站内敌人的
视线。于是，刘三元指挥部队贴着火
车，迅速摸到车站门口，向守敌发起了
突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三营攻
入站内，将守敌歼灭。战斗中，三营十
二连连长在刚刚俘虏的伪军中队长的指
引下，冲进车站的调度室，用炸药包炸
毁全部设施，使敌人的铁路交通一度全
线中断。

此战胜利后，陈宗尧继续率部沿平
绥铁路出击。七一八团在当地抗日群众
的配合下，拆铁轨、砍电杆、割电线，
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围歼日伪小股
部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久，陈宗
尧奉命率七一八团主力渡过桑干河，胜
利转进西团堡、南徐一带，在天镇、阳
高、大同等地区继续打击敌人。

（作者单位：湖南省茶陵县文史研
究会）

七一八团挺进敌后连战连捷
尹承文

1946 年 底 ， 中 共 中 央 发 出 指
示，要求南方各省配合正面战场，根
据不同情况，有条件地、广泛地开展
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共闽粤赣边工
委立即进行动员，制订方案，经向上
级请示同意后，把边区工委迁到广东
大埔，以坚持斗争的老战士3个班为
骨干，于1947年5月在大埔坪沙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东支队。

粤东支队成立后克复重重困难，
在广大地区全面开展游击战。经过约
10个月的转战，支队摧毁了国民党
60多个区乡基层政权，歼敌2000多
人，部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到 1948
年初已发展到300多人，部队的军政
素质也有很大提高。

1947年 10月，宋子文任国民党
广东省主席。宋上任伊始，就大肆叫
嚣将广东建成国民党的“反共基
地”，并着手强化“治安”。1948年1
月 26日，宋子文在广州成立“闽粤
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又和国民党福
建省主席刘建绪商议“联防联剿”计
划。他们把福建省的平和、永定、上

杭、龙岩、武平，广东省的饶平、大
埔、梅县、平远、蕉岭等10个县划
为“共区”，准备拼凑6000余人的兵
力，对粤东人民武装实行重点“清
剿”，并宣称“半年内肃清共军”。

面对国民党军的“清剿”，粤东
支队在中共粤东地委领导下，展开了
针锋相对的斗争。1948年 1月下旬，
中共粤东地委于丰顺县马图村召开第
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前段
斗争的经验，传达了中共中央香港分
局关于“消灭地方反动武装越多越
好，发动群众越多越好，斗争越广泛
越普遍越好”的指示，并讨论了下一
步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放手发动
群众，加紧各县独立大队的建设，开
展平原游击战争，巩固已开展工作的
地区，并开辟新区。会议决定，粤东
支队除已派出的一路去梅(县)兴(宁)
平(远)蕉(岭)边，一路去饶(平)和(平
和)埔(大埔)丰(顺)边活动外，支队主
力挺进杭(上杭)武(平)蕉(岭)梅(县)
边，攻打蕉岭县城。同时，将各县游
击队整编为 8 个独立大队，统一番

号，以便统一指挥，协调行动。
1948年2月，粤东支队从马图村

出发，准备攻打蕉岭县城。部队采取
声东击西的策略，先向东南挺进，于
2月4日攻占丰顺县的黄金圩，歼灭
丰顺保安队一个中队和乡自卫队 60
多人，摧毁炮楼1座，缴获长短枪70
余支。2 月 15 日，粤东支队再接再
厉，打下敌人的大埔县梓良乡公所，
接着挥师北上梅县桃源。26日，支
队进入蕉岭县北标乡的水涨田，与独
立第七大队汇合。随后双方在水涨田
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敌情，讨论攻打
蕉岭县城的具体方案。

据侦察，当时蕉岭县城内驻有国
民党正规军、警察部队、民团共300
多人。根据敌情，粤东支队作出部
署：以第一中队、教导队从正面和侧
面攻击县政府；第二中队攻打枧厂敌
人；警卫中队一部负责占领镇山楼后
面的老虎坑山顶制高点；独立第七大
队第一中队负责解决忠烈祠之敌；指
挥所设在镇山楼；攻击时间为3月2
日凌晨。

2日凌晨，粤东支队警卫中队先行
发起进攻，迅速占领城北的镇山楼和老
虎坑山顶制高点。随后第一中队从正面
攻击县政府，教导队则通过紧靠县政府
的蕉岭中学操场，攻击县政府后门守
敌，敌人负隅顽抗，战斗呈胶着状态。
不久，独立第七大队第一中队和支队第
二中队顺利解决了外围的敌人。支队领
导闻讯后抓住时机，重新调整兵力，集中
力量对县政府守敌发起新的进攻。进攻
开始前，支队领导率政治部战士到蕉岭
中学，隔墙用喇叭筒向敌人开展阵前喊
话，宣传人民武装“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的政策。一些敌人听从劝告，停止抵抗。
但一部分敌人仍拒绝投降。粤东支队随
即发起最后的进攻，教导队用炸药将后
墙炸开一个一米见方的洞口，突击队员
从这里冲入县政府，乘敌人慌乱之际，第
一中队也迅速冲破了正面阵地。十几分
钟后，粤东支队完全占领县政府。

战斗胜利结束后，支队战士立即释
放被敌人关押的群众100多名，政治部
同志开仓分粮，赈济贫苦民众，并走上
街头张贴标语，向群众宣讲解放战争的
大好形势。下午5时，粤东支队在打扫
战场后从容撤离蕉岭县城。

蕉岭县城之战，粤东支队毙、伤、俘
国民党军6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
子弹万余发、军用物资一批。此次战斗的
胜利，进一步推动了粤东游击战争的发
展，让敌人的“半年内肃清共军”计划还
没来得及实施就已宣告破产。

粤东支队勇破蕉岭县城
贾晓明

1940年6月，为进一步扩大鄂中敌
后根据地，控制襄河及其两岸敌人交通
线，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
念、鄂豫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命
京(山)安(陆)县大队长毛凯率部挺进襄
西。接受命令后，毛凯随即率领80余
人出发，秘密渡过襄河，在石牌镇与
中共襄西地下党组织及地方抗日武装
会师。

7月12日，正当毛凯根据纵队李、
陈首长的指示，和中共襄西地区领导同
志研究如何迅速打开局面时，突然接到
情报：盘踞在马良的惯匪周良玉(人称
周老八)，于昨夜进驻离石牌不远的马
公洲，捉去了石牌镇的一些商民，“限
三天拿钱取人，否则血洗石牌”。石牌
民众强烈要求新四军消灭这股土匪。不
久，中队长毛杰也来报告说，早上他派
了1个班的战士到石牌镇街上巡逻，维
持治安，遭遇周良玉派来的8个匪徒在
镇上公然抢劫民财、调戏妇女。班长立
即带领战士冲上去抓获7人，只有一个
土匪逃脱。为了防止周良玉率部前来报
复，他已派人疏散群众，又派1个排在
镇东门桥警戒敌人来犯。

经研究，毛凯等认为：周良玉来攻
石牌，已不可避免。虽然周良玉的部队
号称有800多人，而石牌新四军只有不
到200人，步枪约150支，但为保卫人
民的生命财产，必须给予周良玉坚决打
击，为民除害。

这时，正值河水猛涨，石牌镇四周
的小河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只有东面、
北面两条通道。毛凯随即下令：毛杰中
队埋伏在东门桥内，另派一个班，沿石
牌外围的土埂巡逻，防止敌人渡水偷
袭。北山武装守北门桥西面的高地。卢
祥瑞中队守北门桥东的胡家老台。

不久，周良玉果然倾巢来犯。敌人
首先进犯东门桥，被新四军击退。周良
玉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命手下再次进
攻。结果不但无法突破新四军阵地，反
而又被击毙数十人。周良玉不甘心失
败，又命令手下迂回到北门桥进攻，同
样受到新四军的猛烈打击。周良玉见久
攻不下，己方又损失惨重，只好命令撤
退。毛凯即命新四军乘胜追击，又打死
打伤匪军数十人，俘虏数人，缴获大量
长短枪、弹药。

石牌战斗是新四军挺进襄西后的第
一仗，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当地的土
顽武装顷刻间销声匿迹，新四军在襄西
取得了立足点。

石牌战斗结束后，毛凯立即派人到
河东京山八字门向纵队首长及边区党委
汇报。8月，李炳南、徐静等奉纵队首
长指示，率六团三营部队先后渡河到襄
西，在石牌唐家乡与毛凯部会合，并召
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会上，根据上级
指示，宣布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襄西党
和部队的领导机构，开辟襄西抗日根据
地的工作随即迅速开展起来。

1931年 10月，国民党萍乡县保安
团900多人，向萍乡苏区进犯。敌军在
占领新店里后，旋即强征群众修筑工
事，开挖堑壕，企图将这里建成进攻苏
区的据点。

新店里是萍东南苏区通往芦溪的要
冲，在军事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
此，中共萍乡县委迅速召开县党政军干
部联席会议，并派精干人员深入敌占区
侦察敌情。侦察员返回苏区，向县委领导
做了详细汇报：敌军决定于来年2月1日
在土豪劣绅武装的配合下向苏区发起进
攻。县委立即将敌军指挥部及其周围的
堑壕、“哨防”的位置绘成示意图，派人向
中共湘赣省委报告情况。

1932年1月下旬，红军湘赣独立第
一师第三团（以下简称红三团）开赴萍
乡。24日至26日，红三团首长与萍乡
县委联合召集军事部、独立营、赤卫
师、游击队和各区警卫连等负责同志开
会。会议听取了汇报，研究了敌情，并
进行了作战部署。27日，红三团、萍
乡县委又举行了紧急会议，进行了广泛
的战前动员。

1月31日黄昏，红三团和各地方部
队向敌人驻地出发，于夜间到达预定地
点埋伏。赤卫队悄悄割断了各处敌人通
向指挥部的电话线，并在堑壕上架起了
便桥。

2月 1日凌晨 5时许，随着红三团

首长一声令下，红军战士分别向敌人阵
地发起猛攻。敌人本来准备天一亮就出
发进攻苏区，万万没想到红军会在夜间
向他们发起进攻，顿时乱作一团。部分敌
人凭借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进行顽抗，
被红三团炮兵发射的迫击炮弹消灭。红
三团战士仅用半个小时，就占领了敌人

“哨防”阵地，不久就攻到敌指挥部前。
敌军头目慌忙组织部下集中火力封

锁要道。他们在指挥部大门两旁的窗口
架上机枪，疯狂地对红军扫射。红三团
首长经研究决定，爆破敌指挥部后门，
形成前后夹攻之势。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敌指挥部后门
被红军爆破，战士们冲入院内，手榴弹
如急风暴雨一般掷向敌群，正在前面顽
抗的敌人顿时死伤大半。

见指挥部被消灭，各处残敌开始向
东西两个方向逃窜，但没跑多远，就被
红三团追击部队和埋伏的地方武装团团
围住。一部分顽敌拼死突围，但大部分
被红军击毙。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红
军对敌人发起政治攻势，国民党军士兵
纷纷举手投降。

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斩断了敌人
伸向萍乡苏区的“黑手”，更取得空前战
果：红军毙敌700余名，包括副团长在内
200余名敌人做了俘虏。此外，红军还缴
获了机枪两挺、长短枪500支以及大量
子弹、两架电话机及食盐等战利品。

1956 年春节刚过，我参加了人民
解放军，从上海来到福建省厦门市的鼓
浪屿。在新兵连接受短期集训后，被分
配到某师独立通信营教导连当无线电员
(报务员)。

厦门的东屏山军营是我们的训练基
地。收发报员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它传递着包括作战命令在内的重要
军事机密，来不得丝毫差错，稍有疏忽
就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下定决
心，一定要早日掌握收发报技术，成为
一名优秀的报务员。于是，我一会儿用
手按着发报键，一会儿抄写着发报数
码，用脑子使劲记着数码和混合码，每
天都在“嘀嘀嗒嗒”声中认真操练着。
不久，我就感到“嘀嘀嗒嗒”声是那么
的美妙动听、富有节奏感和使命感。吃
饭时，我将筷子当键敲击；睡觉时，我
用手在大腿上不停比画。经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我的抄码、发报技术提高得很
快，几次考核成绩都名列前茅，受到首
长的表扬。

1956 年 8 月，我入伍刚满 6 个月，
师司令部发来通知，选派我去军区参加
通信兵无线电报务员竞赛。在军区赛场
里，所有参赛选手中就数我年纪轻。我
克服紧张情绪，下定决心要把几个月来
练就的本领显示出来。在历时几天、好
几轮的比赛中，我抄码、发报的准确率
都非常高，得到军区首长的赞扬。

当时，台湾当局不断出动飞机对大
陆沿岸地区进行侦察挑衅，还命令炮兵
轰击福建沿海村镇。据此，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做出了加强东南

沿海军事斗争的决策。人民解放军迅即
调动部队，调整部署。我们接到命令后
搬出营房，住进了坑道；夜半紧急集合
和拉练的次数也多了。记得1958年初
春一次拂晓前的拉练，我们无线电员除
了要背上约30公斤重的电台，还要随
身背上武器。那天天降大雨，山路湿
滑，负重爬山的我们双手撑地、双膝跪
地奋勇前行。很多战友裤子磨破了，膝
盖淌着血，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1958年8月间，领导做了紧急战备
动员，要求我们把日常用品都捆起来库
存。不久，上级命令我到司令部电台值
班。我和战友们白天值班，晚上还要去
厦门火车站，把一箱箱重达35公斤的
炮弹从火车上卸下，装上卡车运走。

8月23日，炮击金门的战斗打响。
我与一名战友在通信科长指挥下担负起
炮击金门的通讯联络任务。在震耳欲聋
的炮声中，我们把首长下达的指挥命令
准确无误地发送出去，又从电台微弱的
讯号中抄收来报呈递首长。战斗紧张，
通联频繁，整整三天三夜我们坚守岗
位，不曾合眼。

炮战异常激烈。起初敌人炮兵向我
方开炮射击，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损失。
随着我军大口径炮群的反击，很快压制
住了敌人火力。敌人的军事目标纷纷被
我们的炮火击毁，多艘敌舰也被击沉，
连为国民党军护航的美国军舰也仓皇逃
往外海。

战斗胜利结束后，我因连续参战
并圆满完成通讯联络任务而受到表彰，
荣立三等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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