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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初，随着渡江战役日益临近，参
加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 2 月初至 3
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展战役的各项准
备工作。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张家港（时
为江阴、常熟两县辖区，统称沙洲）人民群众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与解放军苏北指挥
部建立了联系，根据要求展开了紧张的支前
活动。在党组织的广泛发动下，船工们深明
大义，一呼即应，纷纷主动加入渡江船工队，
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支前洪流，为渡江战役的
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五三团接受夺取双山岛任务

1949年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
团在北平开始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
于人民的协定，人民解放军数度推迟
渡江时间。4月 15日，国共双方代
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
正案）》，并商定4月20日签字。但
南京国民党政府却拒绝签字，人民解
放军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于
20日夜发起渡江作战。

在千里渡江战线上，担负最东端
渡口作战任务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十九军，其南岸正面突破目标是沙
洲沿江地区。为配合大军渡江，沙洲
地下党提前两三个月组织了百余名经
验丰富的沙洲船工，秘密前往江北，
协助解放军指战员熟悉水性、练习游
泳，并担负向导及驾船任务。

这一带江面宽阔、地理环境十分复
杂，双山岛作为国民党海军战舰停泊点
和补给点，首当其冲，犹如一颗巨大的
钉子，封锁着江面，是国民党南岸江防
的重要屏障。渡江战役打响后，必须首
先拔掉双山岛“这颗钉子”。承担正面突
破江阴、无锡沿江地区东线渡江作战任
务的解放军东突击集团第十兵团二十
九军首长经过反复研究，把抢占双山岛
的重任交给了集结在靖江东部新港以
北地区的八十五师二五三团。

周密部署

据侦察，双山岛的国民党守军原
先只有江阴守备总队派出的3个排。
在渡江战役打响前，为增强战力，敌
人从负责江阴要塞及以东地区防务的
国民党第二十一军中，紧急抽调一四
六师四三七团二营进驻双山岛，守岛
敌人除了在浅滩设置障碍外，还修筑
了坚固的工事，配置了暗堡、碉堡等
火力点，并拖走岛上所有船只，叫嚣

“孤注一掷，死战到底”。为确保夺岛
战斗胜利，解放军二五三团团长徐
博、政委陈利华命令二营为主攻营，
四连、五连为先头突击连，六连为预
备队，跟随先头连行动，由副团长赵
伯英亲自指挥，第一梯次出发，在双
山岛的北岸、西北岸抢滩登陆。

为确保二营侧翼安全，并对双山
岛守敌形成钳形夹击之势，团指命令
一营以一连、二连为突击连，三连为预
备队，在双山岛东岸抢滩登陆，向南圩
攻击前进，协同二营作战。所有参战部
队务必于4月22日凌晨3点前拿下双
山岛，以确保兄弟部队在突袭巫山港、

长山、香山等地时的左翼安全，因为常
熟方向驻有国民党一个军，他们随时
可能增援双山岛，对解放军渡江部队
造成威胁。二营、一营各突击连以排为
单位，下设 3 人、5人一组的突击、爆
破、掩护等各个战斗小组。由沙洲地下
党组织派来的顾汉林、胡久敬等船工
担任向导、驾驶渡船。

“风向变了”

4 月 21 日下午，解放军各部准
备就绪，蓄势待发。放眼望去，在一
大片青翠的芦苇荡中，桅杆林立，舟
楫纵横、船影绰约。在渡江命令下达
前，二五三团召开了庄严的誓师大
会，在团首长作战前动员讲话后，顾
汉林和突击连战士代表等纷纷登台发
言，表达必胜的信念和决心。铿锵的
誓言、雷鸣的掌声，惊起了隐没在芦
苇荡中的一只只江鸥和翠鸟。誓师大
会结束后，船工和解放军指战员一起
痛饮了一碗“壮行酒”。

根据指挥部的指令，渡江出发时
间为夜晚9时。然而，天公不作美，
从中午开始，江面上一直刮的是西南
风。倘若风向不转，逆风强渡，对作
战将极为不利。时间一分分、一秒秒
过去，船工和解放军指战员们如坐针
毡，焦虑万分。下午5时，负责监测
风向的战士高兴地大喊：“风向变
了，风向变了！”此时，江面上突然
刮起了东北风，且越刮越烈，解放军
指战员和船工们顿时笑逐颜开。

奋勇渡江

夜9时整，在隆隆的炮火声中，
团长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在靖江
安宁港（距双山岛约7.5千米）的港
汊中，早已等候多时的船工和二五三
团的指战员们，旋即升起船帆，划动
船桨，快速驶向对岸。按梯次出发的
船只，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千帆辉
映，气势如虹，蔚为壮观。

副团长赵伯英和二营王开德营
长、宋林奇教导员、印伯伦副营长及
四连温绍荣连长、五连李连长等分乘

20余艘大小不一的木船。突击连尖刀
班战士乘坐的木船，船体相对小些，利
于机动和隐蔽。部分木船的船头安置
了一块用于挡弹的铁板，并架起机枪，
增强火力。所有船只均配备了蒙着红
纸的马灯或手电筒，用于联络。在航行
过程中，敌机在解放军高射炮的威力
下，不敢靠近；敌舰面对猛烈的炮击和
奋勇前进的渡船，在胡乱开了几炮
后，慌忙向长江下游逃窜而去。

船行至江心，随着解放军掩护炮
火暂时停歇，南岸敌人射来了反击的
炮弹和子弹。在赵伯英副团长所乘船
只的周围，先后有四五艘木船被炮弹
击中，有的战士和船工不幸中弹牺
牲。赵副团长命令后续的船只赶紧救
捞落水的战士。时年29岁、1948年
参加地下党的船工顾汉林，正驾驶着
赵副团长乘坐的木船。在船只快要接
近双山岛时，突然一颗流弹击中了顾
汉林的腿部，顿时血流如注。剧烈的
疼痛，让他俯下了身躯。眼看着木船
渐渐失去控制，向下游漂去。危急时
刻，顾汉林在卫生员的帮助下迅速包
扎好伤口，挺直身子，把住船舵，将
船稳稳驶向岸边。

夜10时，在枪林弹雨中，载着
解放军突击部队的船只靠近双山岛。
因双山岛北岸、西北岸的浅滩被国民
党部队设置了三角铁架、木桩等障碍
物，再加上芦苇荡的阻隔，船只难于
驶近，赵副团长果断下令：“跳船下
水，抢夺滩头阵地！”四连、五连
200多名突击连战士纷纷跳入江中，
冒着纷飞的弹雨，借着夜色的掩护，
在密密匝匝的芦苇丛中，踩着齐腰深
的江水，直扑双山岛。

尽管江北的解放军炮火已摧毁了
岛上大量工事，但守敌依旧占据有
利地形，向渡船猛烈开火。先头突
击连的战士们在顾汉林、胡久敬等
向导的引领下，从守敌两个连的接
合部抢滩上岸，迅速散开队形，向
守敌发起突击。

解放双山

在清除守敌多个火力点后，五连

二排突击班在火力掩护下，首先突破敌
方前沿阵地，冲上大堤。在激战中，五
连二排排长不幸中弹牺牲。黑暗中，
面对突击连的凌厉攻势，失去指挥的
守敌慌作一团，溃不成军，争相向敌
营指挥所方向逃窜，赶赴前沿阵地督
战的敌营长也被四连战士击毙。战士
们乘胜追击，直捣敌人滩头指挥所，
俘获敌副营长以下官兵20多人。四连
温连长正待审讯俘虏，不想尚未肃清
的守敌，在敌连长的指挥下，借着夜
色的掩护，对突击连来了个反冲锋。
解放军战士顽强迎战，但敌众我寡，8
位战士当场牺牲，温连长也中弹负
伤。战士们在四连张副连长、二排长
李学先的率领下，发起反攻，将敌人
击溃，并追踪逃敌到达三圩。残敌眼看
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

在二营于双山岛北岸、西北岸发
起攻击时，双山岛东岸的战斗也打响
了。一营一连、二连的战士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突破敌阵，乘势向纵深发
展。约两个排的守敌逃窜至渡口码
头，凭借工事负隅顽抗。在迫击炮炮
弹、手榴弹的爆炸声中，一连、二连
很快突破敌阵，与敌军展开白刃战。
死伤过半的守敌，彻底失去了斗志，
不久便全部投降。

4月22日凌晨3时，二营、一营在
群众配合下，于南圩胜利会师，双山岛
迎来解放。经清点、打扫战场，双山岛
激战共毙敌50多人，生俘400多人。缴
获山炮 5 门、迫击炮 13 门、机枪 21
挺、步枪近500枝及弹药无数。战后，
因在渡江战役中的突出贡献，经第十兵
团批准，二五三团二营被授予“渡江作
战模范营”荣誉称号；一营二连被授予
二等功臣连荣誉称号；二营通信班、四
连一班、五连六班、三营八连一班被授
予“一等功臣班”荣誉称号。此外，二
五三团班长杨玉林、刘贵林、黄孔明、
副班长朱友奎等被授予特等功臣荣誉称
号。顾汉林、胡久敬等一大批港城优秀
儿女，被人民解放军第一渡江司令部授
予“渡江特等功臣”“一等功”等荣誉
称号。

（作者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协）

渡江战役中夺取双山岛的战斗
丁 东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
降。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
部、苏北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牒，
命令苏北各地伪军、伪组织在10天
之内向附近的新四军和抗日政府接洽
投降。但淮阴等地伪军残余势力却依
仗国民党顽固派的支持，拒绝投降。
根据中共中央及新四军军部指示，新
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命令师参谋长洪
学智、第十旅旅长刘震，率部会同苏
北地方武装迅速光复淮阴。

当时，在淮阴城中负隅顽抗的伪
军为伪二十八师及其淮阴保安团约
9000 人，由汉奸潘干臣率领。日军
投降后，潘干臣依仗淮阴水深城固，
城外又有大批防御据点，不仅拒不投
降，还多次向新四军挑衅。

洪学智、刘震接受任务后，于8
月26日率领十旅及淮海军分区新二
团和师直特务团等部向淮阴疾进。苏

北地方武装射阳独立团和淮阴、涟水
警卫团，淮安、涟水独立团等部队也
赶来会合。至8月 31日，新四军参
战各部肃清了外围敌人，并击退了淮
阴城内敌人的多次反扑，完成了对淮
阴城的合围。淮阴群众听到消息后，
集结5万余人，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
赶到淮阴城外支前。

战前，侦察兵化装深入淮阴城，
将侦查到的地形、火力部属、敌人的
兵力等守备情况传回了指挥部。经研
究，刘震等最后确定了作战方案：用
六个团的兵力对守敌实施多路出击，
以城东北角和东门为主攻方向，第二
十八团一、二营为第一梯队，两营并
肩突击，该团三营和第三十团为第
二、第三梯队；南门由师直特务团负
责，二十九团一部尾随特务团跟进；
二十九团主力由城东南角攻击；射阳
独立团和军分区新二团由城西门和西
北角担任助攻；淮阴警卫团负责攻打
北门；其他部队负责打援。

作战方案传达后，参战各部昼夜
不停地投入攻城准备，并结合各自
任务反复演练。部队制作了 8 米多

长的登城云梯，并垒起了十多座高
于城墙的机枪火力发射台，还通过
秘密挖掘的地道，将大量炸药悄悄
运到城墙根下。

刘震决定于9月 6日下午2时发
起总攻。为了制造夜间攻城的假象，
围城新四军经常在夜间派出小部队袭
扰敌人。守敌害怕新四军近战夜战，
于是在夜间拼命加强戒备，搞得白天
越发松懈。战斗打响前，十旅以师长
黄克诚的名义向城内守敌发出最后通
牒，敦促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
降。但潘干臣顽固不化，竟残忍地杀
害了进城送信者，更激起攻城部队的
无比义愤。

9月6日上午，攻城部队实施破
坏性射击，集中炮兵将敌人的两座炮
楼摧毁。下午 1时 55分，师直特务
团从南门阵地向指挥部报告说，运送
爆破器材的“土坦克”被敌人炮火击
中，目标已经暴露，请求提前行动，
当即得到刘震的许可。

战斗随即打响，师直特务团奋勇
登城。尖刀班班长、战斗英雄徐佳标
第一个攀上城墙，不幸被敌人击中，

身受重伤。他不顾伤痛，咬牙向敌人的
暗堡爬去，用身体堵住了敌人机枪的射
击，为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特务
团迅速向城内纵深疾进（淮阴光复后，为
了纪念这位舍身堵枪眼的战斗英雄，淮
阴城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

与此同时，二十八团通过地道对
城墙实施爆破成功，将东北角城墙炸
开了一个7米多宽的缺口，仅用5分钟
就突入城内，三十团一部紧跟在后；
二十九团也从城东南角突入城内，迅
速扫清残敌。射阳独立团从西门攻入
城中，活捉了守敌一名司号兵，命令
他用号声把守敌一个营集合过来，全
部俘虏。负责攻打北门的淮阴警卫团，
也很快登上了城墙，配合主力部队对城
西敌人进行围歼。

二十八团四连连长张昌义带领战士
一马当先，直插敌人师指挥部，消灭了敌
人一个连，并当场击毙负隅顽抗的伪军
师长潘干臣，活捉敌参谋长刘绍坤。刘绍
坤在四连的“指挥”下，用电话命令各处
顽抗的伪军投降。3时30分，城内战斗胜
利结束，有数百伪军企图从城西北突围
逃走，被埋伏在外的新四军歼灭。

此次战斗，新四军仅用一个半小时
就光复了淮阴地区，取得了击毙伪军师
长以下300余人，俘敌8300余人，缴获
重炮 7门、轻重机枪 88挺、长短枪近
7000支，汽车18辆，汽艇4艘，十余
部设备完好的电台及其他一大批通信器
材和大量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的光辉战
绩。

新四军光复淮阴之战
贾晓明

解
放
军
强
渡
长
江

1949 年 3 月初的一天，罗荣桓一
行途经河北临城。中共临城县委、县政
府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就确保罗荣桓政委一行的安全和工作汇
报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部署。随
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携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前往县城迎接。

罗荣桓一行住在镇内火车站附近的
一户老党员干部家里，院子是旧式的四
合院，除罗荣桓政委随行的安保人员，
院外县里安排了得力的公安干警。罗荣
桓见县里主要负责同志前来看望，先是
亲切地同大家一一握手，又热情地招呼
大家坐下，随后说道：“真是过意不
去，我知道基层工作繁忙，途经临城留
宿一夜，没想到还是惊扰了同志们。”
见大家带来了一些土特产品堆放在桌
上，他摇了摇手说：“这些栗子、核
桃、柿饼和蜂蜜等产品，都是乡亲们劳
动得来的。临城县委的一片心意我们心
领了，物品你们要全部带走。”见大家
执意不肯拿走，他又说：“打锦州时，
附近乡村到处盛产苹果，我们的战士忍
着饥渴一个都不去吃，秋毫无犯啊！现
在全国解放在即，我们途经临城也不能
开这个头。”在座的县领导只好收回土
特产。

随后，罗荣桓顾不得休息，立即和
临城主要负责同志攀谈了起来。该同志

向罗荣桓介绍了辽沈战役期间临城积极
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组织抽调军队和干部
进入东北的情况，又介绍了平津、临
汾、太原等战役中临城群众踊跃支前的
先进事迹，还谈了临城县抽调各级大批
精干干部随军南下，准备参加渡江战役
的情况。罗荣桓听后不住点头，脸上露
出欣慰的笑容。汇报结束后，他肯定了
临城人民对解放战争所作的贡献，并总
结说：“冀西临城从抗战到解放战争以
来，涌现出许多革命英烈，发生过许多
有影响的战役，也留下许多中央党政军
负责同志战斗的足迹。新中国成立在
即，临城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作风，
为迎接全国解放，老区人民一要抓紧恢
复生产，加快建设；二要运用好革命斗
争的宝贵经验，教育后人，让老区的革
命精神代代相传。”

第二天，罗荣桓一行出发，临城县
主要负责同志前往送行。分别时，罗荣
桓对大家的接待表示感谢，并笑着对
大家说：“全国解放后我还要再来冀西
亲眼看看老区人民的新面貌。”大家纷
纷表示：不辜负党和罗荣桓政委的期
望，继续发扬老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
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火车开动后，
罗荣桓还探出身子，微笑着向大家招手
示意。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目送列车
缓缓北上。

罗荣桓夜宿临城
梁银安

1929年秋，中共鄂西特委机关从
宜昌三游洞迁到石首，特委书记周逸群
化名“海涛”，带着石首农运领导人李
恒久，化装成走街串巷的理发匠，提着
小木箱，来到石首桃花山北麓的九佛岗
联络党员、发动群众。

桃花山地处湖北石首和湖南华容的
交界处，国民党军队曾多次来此地“清
剿”“扫荡”。一路上，敌人设有很多团防
哨卡。周逸群和李恒久刚刚接近九佛岗，
就遭到两名团防哨兵的拦截。哨兵听周逸
群的口音不是本地人，便强行要开箱检
查。周逸群不慌不忙地打开箱子，哨兵检
查了一番，里面只是些理发工具，也就无
话可说，但仍然东问西问、不肯放行。这
时，家居本地的李恒久判断这两个家伙是
想敲诈些钱财，便走上前去，赔笑说道：

“老总，这是我们山上请来剃头的外乡人，
没啥钱，过几天我来给两位送些山货。”正
说间，坐在路边棚子里的团总走了出来，
把周逸群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过来
给我刮刮胡子，试试你的手艺。”周逸群知
道这是敌人在试探自己，便打开箱子，拿
出工具，熟练地给团总刮起了胡子。就在
这时，桃花山地下交通员吕桃山、农运领
导人傅朝正等接到特委通知，化装赶到九
佛岗接应。他们不认识周逸群，只认识李
恒久，经李用眼色暗示，才知道给敌团总
剃头的就是他们要接应的特委书记，只好
远远站着，以防不测。

只见周逸群一面给团总刮胡子，一
面和他拉起了家常。虽然周逸群刀法熟
练，但敌团总仍然疑心不减，刮完胡子，

又让周逸群给他剪头发。李恒久、吕桃
山、傅朝正都为周逸群捏了一把汗。但周
逸群镇定自若地拿起剪子，熟练地剪了
起来，一面剪，一面为敌团总介绍各种

“发型”。
见敌团总继续纠缠不清，周逸群也

开始思考脱身之计。不久，只听敌团总
问道：“你们今天从哪里来呀?”周逸群
顿时有了主意，顺势回答说：“本来，
今天我们是准备先到调关街去赶集，顺
便赚两个钱再进山的，结果还没进街，
就听说那里来了不少的红军，满街都
是，还说他们要出发来这边，我们就赶
紧跑出来了。”话音刚落，敌团总吓得
猛地起身，也不管头发还没剪完，撒腿
就回到街边棚子里，召集团丁仓皇逃走
了。周逸群等人也安然离开了哨卡。

周逸群在傅朝正、吕桃山的引导
下，不久就来到了九佛岗以东十里的菏
竹沟。他进入当地烧柴炭的土窑，和为
地主烧炭的农民一起干活，给他们宣讲
共产党人的政策，启发他们的觉悟。很
快，以烧炭农民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便建
立起来，其中有13名积极分子加入了
共产党，并成立了中共桃花山党支部，
由傅朝正、吕桃山分任支部正副书记，
还组织起一支有 50 多人参加的游击
队。他们打土豪、惩劣绅，配合江南游
击队拔掉了九佛岗的团防哨卡，活捉了
那个敌团总。随后，桃花山党支部又在
石华堰、三菱湖、章华港开辟了三个秘
密交通站，保障华容游击区与江、石游
击区之间的联系畅通无阻。

周逸群智过敌哨卡
陶诗秀

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根据中
共中央指示精神，将东江地区人民抗日
武装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辖
第三、第五大队。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尹
林平兼任两个大队政委，梁鸿钧负责军
事指挥，曾生、邬强分别任第三大队
正、副大队长。10月初，第三大队在
尹林平、梁鸿钧、曾生、邬强率领下，
挺进广东省东莞大岭山区，在中共地方
党组织和广大群众配合下，连续取得袭
击日伪据点和运输车辆、破坏日军交通
线路和通信设备的一系列胜利，创建了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到近200人。

驻东莞日军异常恐慌，多次出动
“扫荡”。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日
伪军600余人，于夜间出发，企图偷袭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百花洞村。实
际上，侦察员早已获悉日军的计划，并
将该情报及时送给正在百花洞主持召开
民运会的曾生。曾生得到消息后，立即
向尹林平、梁鸿钧报告，同时率部队迅
速抢占村西南制高点，准备迎敌。尹林
平、梁鸿钧接报后当机立断，命令三大
队各中队抢占有利地形，对进犯之敌实
施围歼，并调集附近村庄自卫队和民兵
参战。

11 日拂晓，日伪军进至百花洞
村，遭游击队突然打击，仓皇占领村东
北高地顽抗。第三大队第二、第三中队
在自卫队配合下，迂回至百花洞村以西
大环一带山地，切断日伪军退路，形成
包围。同时，第一中队向被包围的日伪
军发起攻击。在战斗过程中，大岭山区

各乡抗日自卫队在第三大队统一指挥下
登山战斗，用土枪土炮射击日伪军，各
村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冒着敌人的炮
火，运送弹药，送水送饭，登山助战，
四处鸣锣击鼓，呐喊助威，在铁皮桶燃
放鞭炮，发出机枪般的响声，吓唬敌
人，使日军进入百花洞后，就陷入人民
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敌被围后，疯狂
向游击队阵地开炮，发动数次冲锋，企
图夺路逃命，但我抗日军民坚守阵地，
打退敌人的一次又一次反扑。

战至15时许，日伪军两次施放烟
幕掩护突围，均未得逞。随后，敌人又
放出信鸽，向石龙据点求援。信鸽飞经
大沙长圳村上空时，被该村抗日自卫队
神枪手击落，信鸽身上的报告和地图也
被缴获。

入夜，见日伪军缩小阵地原地，游
击队便乘机派出小分队袭扰，不断杀伤
敌人。12日天一亮，日军用飞机前来
空投粮弹补给，因昨夜缩小了阵地，大
部分补给被游击队和抗日自卫队缴获。
这时，传来了广州、石龙出动的日伪军
1000 余人向百花洞扑来的消息。下
午，被围日伪军在援军炮火掩护下夺路
出逃。第三大队及自卫队“网开一
面”，从侧翼和背后袭击敌军。傍晚，
三大队主动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大队长以下
50余人，缴长短枪10余支、武器弹药
一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斗胜利
后，大岭山区抗日根据地军民举行了祝
捷大会，展览了缴获的战利品，庆祝反

“扫荡”的胜利。

百花洞军民共破“扫荡”
张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