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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七分校在陇
东华池县办校的三年
里，全体师生响应党
的号召，积极投身大
生产运动。在崇山峻
岭之中，当年的抗大
七分校数千名师生，
积极发扬抗大艰苦奋
斗的优良传统，一面
学习，一面生产，胜
利度过了抗日战争的
最困难时期，使百里
荒野变成了富饶的粮
仓，赢得了学习和生
产的“双丰收”。

数千师生齐聚陇东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
抗大第七分校及所属陆军中学、河北
省灵寿县抗大第二分校附中开赴甘
肃陇东地区，组建新的抗大第七分
校，由彭绍辉兼任校长，俞楚杰任副
校长。学校下设政治部、训练部、校务
部、供给部、卫生部、办公室和文工队
等，校部驻合水县老城镇，所属陆军
中学被编为七分校第一大队，驻扎在
大凤川。

抗大二分校附中师生并入七分
校后，其 8个男生队编为第二大队，
初驻合水蒿咀铺一带山区，后移驻
豹子川张岔；女学员编为两个女生
队，直属校部领导，初驻蒿咀铺柳沟
一带。

1943年12月底和1944年 4月，
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太行陆军中学
和太岳陆军中学共计1100余人也先
后来到合水，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三大
队，驻扎在合水县的平定川。1944年
9月上旬，抗大七分校校部机关和女
生队在校长彭绍辉的率领下，从合
水县迁到华池县东华池村。当时女
生队驻扎在校部对面的半山腰上，
其驻地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女
生洼”。至此，抗大七分校在陇东的
组建工作全部完成，全校师生总人
数达5200多人。

抗大七分校的学员都很年轻，年
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不过20岁，有
从部队选送来的战斗英雄，有从解放
区和敌占区来的革命青年，有工人、
农民，也有知识分子。从华池县城东
行 60 公里，就到了当年抗大七分校
所在地——东华池。

在崇山峻岭中打造校园

抗大七分校刚到驻地的时候“一
无所有”，漫山遍野只有几孔荒废的窑
洞，经过一番打扫，便成了学员们的宿
舍。二大队是最先到达豹子川的。他们
到达后，在豹子川南山坡为分校供给
部、卫生部和女生队挖了窑洞。

随着大部队陆续到来，居住环境
又变得紧张起来，很多学员没有窑洞

住，就傍山架棚，荒野露宿，受天气影
响很大，部分学员都淋雨得了病。为
解决校舍问题，彭绍辉等抗大七分校
领导亲自带领学员依山挖窑洞。开始
时，很多人不懂挖窑洞技术，进程很
慢，便请当地群众当技术指导，经过
反复实践，学员们很快就掌握了技
术，工作进度得到很大提高。

为早日完成工作任务，学员们早
出晚归，各排各班还开展竞赛，有的
学员还偷偷加班加点。经过两个多月
的苦干，全校共完成窑洞 690 孔，后
来还修建了伙房、食堂，整出了一块
近百亩地的大平地，为冬季的军事训
练创造了条件。副校长俞楚杰还从各
队选拔了一批能工巧匠，就地取材，
在东华池镇为校部箍石窑 46 孔，盖
平房35间。

让人感到敬佩的是，抗大七分校
学员在没有用一个铁钉、一袋水泥，没
请一个工匠的情况下，在副校长俞楚
杰的带领下，自己动手，建立起了一个
可容纳2000余人的木制大礼堂，供七
分校开会、学习、开展活动用。

烧木炭也是抗大学员每年必做
的一项重要工作，储存大量的木炭用
于冬季烤火取暖。到了秋天，学校就
抽调有经验的学员上山，在山上砍树
烧木炭。当时，周边森林非常茂盛，各
队都派人去烧木炭。他们向当地群众
请教，很快掌握了技术，各队都完成
了任务，如二大队八队，一共烧出了
3万公斤木炭，基本解决了学校的冬
季取暖问题。

开荒种粮，改善生活

七分校建校初期，面临的一个突
出问题就是粮食短缺。刚到东华池
时，粮食都是边区政府供应的。学员
们要到延安、合水的太白、华池等地
往回运粮，路途遥远又受到国民党的
封锁，运粮工作十分困难。蔬菜多数
靠挖野菜和当地政府、群众提供。为
解决学员吃饭问题，减轻边区政府的
负担，抗大七分校响应中共中央“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开展
大生产运动。

1944 年 3 月 29 日，全校召开生
产动员大会，号召各大队掀起生产竞

赛高潮，提出年内要开荒 5 万亩、产
粮 5000 石、纺纱 5000 公斤的奋斗指
标。从 4 月开始，各大队就在东华池
摆开了战场，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
竞赛。彭校长第一个举起了自己特制
的短柄镢头，一场披荆斩棘，向森林、
荒山要地种粮的战斗打响了。在彭校
长的带领下，三个大队的学员同时拿
起了第一件宝——镢头，投入到紧张
的大生产运动中去。

开荒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劳动。刚
开始，大多数学员由于年龄小又不得
法，没有斧子，没有锯子，只好用镢头
劈树根，双手磨出了血泡。在劳动实践
中，他们想出了很多巧干的办法，如对
付树根用“连根拔”、对付丛草用“火烧
连营”等，都是智慧的结晶。一段时间
后，学员适应了劳动的强度。为了进一
步提高开荒进度，大家组织起队与队、
班与班、山头与山头之间的劳动竞赛，
每个学员平均每天开荒都在一亩以
上，更涌现出一批劳动英雄。

开荒任务完成后，队员们迫不及
待地把谷子、糜子、豌豆等都种进去
了……千年的荒山在抗大学员的心
血和汗水浇灌下终于变成了绽放生
命的粮田。

除了开荒种粮，学校规定每个学
员种一亩菜。每个大队还养了猪、牛、
羊、鸡，来改善学员的伙食。二大队
的学员每年还组织打豹子、打野猪、
野鸡、野兔活动，大大改善了学员的
生活。在全校学员共同努力下，到
1944 年底，抗大七分校共开垦荒地
6万余亩，生产粮食折合细粮共5650
余石，并做到了蔬菜全部自给，全校
养 猪 1300 余 头 ，羊 1100 余 只，牛
100余头。

纺线制衣：女生队的“专利”

纺线是女生队的主要任务。纺线
是个“技术活”，开始时，许多女学员
都不会，后来在互相帮助和带动下都
学会了。纺线时，各班坐在窑洞前的
广场上，围成一个大圈，人手挥动，纺
车飞转，一幅壮观的“豹子川女八路
纺线图”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为解决全校师生的冬季御寒衣
服问题，女生队还担负了相当大一部

分织毛衣、毛袜和做棉军服的任务。在
制作棉衣的过程中，心灵手巧的姑娘们
就到山上挖来核桃、酸枣、杏树等树根，
将根皮熬成多种颜色的水，再试验着调
色，制成多种颜料，把毛线染成咖啡色、
黄色、深灰色、浅灰色等，然后织成多种
颜色、多种花样的毛衣、毛袜。

在短短的一年里，女生队纺织的棉
线，制作的棉衣，编制的毛衣、手套除了
保证了自己，还满足了全校男学员乃至
兄弟部队的穿用，队内还涌现出了一批
编织、纺线能手，劳动英模，受到边区领
导和学校的表彰。

活商办厂，促进经济发展

七分校来到东华池后，当年在国民
党“围剿”中逃往他乡的群众纷纷返回。
七分校学员们帮助他们安家落户，发展
生产，还接待了很多从河南逃到边区的
难民。人口逐年增加，经济日益繁荣。

七分校来到东华池之初，师生宁可
露宿在外，也不给群众添一点麻烦。他
们宁可用裤子背粮食，也不向群众借口
袋。可群众家里谁有困难，他们都主动
帮助解决。农忙季节，学校就分配学员
到劳动力少的群众家里帮忙。每逢过年
过节，学校把上川下川的老百姓都请到
校部吃饭，和师生一起会餐。学校每次
演节目时，总是要邀请群众前来观看，
并把群众请到前面坐，学员们都坐在后
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抗大七分校的师
生同东华池一带的老百姓建立了亲密
无间的关系。

为发展经济，抗大七分校还在东华
池镇上开办 5个商店和 5个饭馆，这个
偏僻小镇顿时繁华起来。附近的群众听
到消息，有的前来赶集，有的举家搬到
东华池镇来住。那时的东华池村村长崔
生龙拥军工作十分忙碌，校部的工作人
员就帮助他家代耕代种，军民关系十分
融洽。以后还陆续建立了木工厂、肥皂
厂、造纸厂、邮局、理发店、酿酒厂和磨
坊、采办所等小作坊、小店铺 20 多个，
解决了七分校和当地群众的生活所需。

抗日战争胜利后，历经三年的抗大
七分校在陇东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
务，师生分批离校，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
党史工作办公室）

抗大七分校在陇东
陈宗斌

1935 年 4 月，中央红军长征途
经楚雄，向群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的政策，为各族群众指明了争
取自由、谋求解放的道路。同年 9
月，以李浩然为书记的中共云南临工
委建立。

在中共云南省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下，各项活动迅速开展起来。11
月，楚雄中学高二班的共青团员张承
恺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承恺入党后，
以读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临
工委交给他的任务是：宣传“抗日反
蒋”、发展组织、搜集楚雄军事情
报。12月，张承恺在同学中发展了
一批进步青年入党，并成立了党小
组。他们在当地迅速开展工作，一面
扩大党的影响，一面为组织上搜集情
报。其间，张承恺通过与楚雄县常备
中队分队长陈世昌(又名陈茂吉)的接
触，得知陈世昌出身贫苦、对蒋介石

的不抵抗政策极度不满后，便立即做
他的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在向临工委汇报后，张承恺发展
陈世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世
昌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成立了党小
组，由陈世昌任小组长，直接与张承
恺联系。

1936 年 1 月，经上级批准，在
楚雄建立了党支部，由张承恺任支部
书记，陈世昌等为委员。4 月 15
日，红军二、六军团攻打楚雄城，陈
世昌率领的县常备队主动放弃阵地，
配合红军攻下楚雄城。

5月，陈世昌到昆明见到了李浩
然，提出开展游击斗争的建议。李浩
然随陈世昌到陈的老家易门考察后，
经临工委研究决定，同意陈世昌的建
议，并派王仪作为政治指导员前往协
助陈世昌。

1936年秋，陈世昌在楚雄联络云
南团防督练处楚雄分处的副官杨家贵
等人，以“团防督练处”军官的身份
为掩护，借口红军过楚雄后有一部分
留藏在楚雄山区，来到楚雄三街六区

“督促”区公所团丁“搜索”。陈世昌

等到达三街后，按照预先部署，于晚
10时发动突袭一举占领区公所，夺枪
9支。附近民团闻讯赶来，双方发生激
战，陈世昌等成功突围并转移到易门
与峨山接壤的宝岩村、铜厂一带活
动，伺机打击小股敌人。

12月，陈世昌、杨家贵到易门
城附近的上北屯、平潭等村隐蔽活
动，并在上北屯召开骨干会议，提出

“迅速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斗
争，牵制敌人，支持红军北上抗日”
的口号。

上北屯会议后，陈世昌等深入昆
阳、峨山、双柏、新平、禄丰、广
通、易门及楚雄等地进行组织动员工
作。1937 年 3 月底，陈世昌等正式
成立了有200余人的“楚双峨易”游
击大队，陈世昌任大队长，杨家贵任
副大队长，王仪任政治指导员。

5月，陈世昌带领几个骨干队员
到易门二区活动，侦察到县常备队一
个分队驻甫贝新街戏台，于是指挥游
击队夜间发起突袭，并巧用“火攻”
消灭了这股敌人，缴枪20多支。这
次战斗被群众称之为“火烧戏台”。

此后，陈世昌率游击队在各地攻打
区公所和民团，将缴获的盐巴和粮食分
给穷苦群众并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革
命主张，壮大游击队伍，受到群众的热
烈欢迎。11月17日，游击队在双柏九
石租设伏击溃双柏大庄民团大队，并夺
获民团大队的团旗。陈世昌等游击队员
随即化装成民团大摇大摆地进入大庄，
一举擒获了村中的土豪劣绅。

游击队的不断胜利使敌人非常惊
恐。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派大批正规军进
驻易门，会同地方民团对游击队实施

“联合进剿”。
面对数倍于己之敌的包围，游击队

处境十分困难，与上级党组织也失去了
联系，但他们不惧艰险，采取机动灵活
的方式与敌周旋，坚持开展对敌斗争。

12月的一天，陈世昌率游击队转
移到易门四区窝德山区与敌人两个营遭
遇。激战中，游击队被敌人的优势兵力
打散，陈世昌在战斗中负伤，带领部分
队员突出重围。

“楚双峨易”游击大队从 1936 年
10月发动“三街暴动”到 1937 年 11
月武装斗争失败，在敌强我弱的环境
里坚持游击斗争长达 1 年多时间，其
革命壮举在云南各族人民中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在云南的革命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的安排下，
陈世昌等人伤愈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39年秋，陈世昌、杨家贵等前往延
安投身抗战的洪流。

“楚双峨易”游击大队的革命斗争
贾晓明

1940 年 2 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简称抗大）总校到达晋东南八路
军总部所在地。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
动百团大战，取得节节胜利。10 月，
日军为扭转战局，趁八路军主力部队在
前线作战之际，纠集了几千人突然从山
西黎城、襄垣、武乡一带袭击八路军后
方，企图一举消灭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
部后方机关。

抗大总校奉总部命令，以抗大第二
团一营三个连队和抗大第一团三连(又
称青年连)、六连、校部警卫连共五六
百人，由郭林祥、傅崇碧和军事主任教
员赖光勋统一指挥，在洪岭一带阻击敌
人，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以及当地
群众转移。

10月22日拂晓，抗大阻击部队埋
伏在洪岭东南方公路两侧山上的阵地。
上午八九点钟，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开
始沿着公路向洪岭一团六连和二团一、
三连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这三个连队
中老红军干部都占半数以上，战斗力
很强，他们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英
勇抗击，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
攻。敌人见久攻不下，便向八路军发
射“催泪瓦斯”。阵地上的八路军指战
员马上用湿毛巾做成口罩防毒继续坚
持战斗，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消
灭敌人五六十人。

傍晚，鉴于已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阻击部队边打边撤，在天黑时全部撤离
洪岭，经曹庄到达三十亩村休息待命。就
在阻击部队进行短暂休息期间，侦察员
报告说，敌人又朝三十亩村方向推进。这
时，第一团第三、六连和校部警卫连已经
奉命随校部撤离三十亩村，只能由第二
团一营三个连队继续担任阻击任务。得
到敌人进犯的消息，一营不顾一天来粒
米未进的状况，立即占领三十亩村以南
的高地一线，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晚
7时，八路军发现日军步兵在前、炮兵在
后，缓缓沿着山沟向三十亩村悄悄逼近。
待敌人钻进伏击圈时，八路军指战员一
齐开火，将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当场击毙
敌人六七十人。残敌支持了一阵，慌忙向
黎城方向逃窜。

战斗结束后，阻击部队有序撤离，
途中遇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傅崇碧
向彭德怀报告了战斗情况，彭德怀听后
说：“你们打得好。”并指示再阻击敌人
半天到一天的时间。阻击部队按指示胜
利完成阻击任务后，胜利返回总校归
建。在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上，滕
代远副校长表扬了二团、一团的阻击部
队。彭德怀回到八路军总部后，接见了
郭林祥、杨光池，表扬他们说：“洪岭
阻击战你们打得不错，打出了抗大的志
气，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受到彭德怀表扬的洪岭阻击战
刘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
军沿平汉线南下，河北临城县国民党军
政人员纷纷溃逃。正当全县人民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寻找抗日救国之路时，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
旅骑兵团于1937年10月挺进临城，开
展抗日斗争。

骑兵团进入临城后沿途打击日寇、
消灭土匪、收服溃兵，一路高歌猛进，
于11月来到郝庄村。骑兵团指战员进
村后整齐地列队于街上，高唱《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和抗日歌曲，街上很快围
满了群众。

骑兵团政委邓永耀一进村便向聚拢
的群众宣传党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他讲话声音洪亮，没有军官架
子，态度和蔼可亲，群众很快都和他

“熟了起来”。
骑兵团住在群众家里，秋毫无犯。

指战员坚决退还群众送来的慰问品，所
有伙食甚至战马的草料均用钱购买。邓
永耀更是挨家挨户走访群众，并率领战
士们为群众劈柴担水、打扫屋里院内。
群众都夸赞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
军队。”

进驻的第二天，邓永耀便会同中共
郝庄村地下党组织召开会议，指示地下
党组织尽快成立村抗日救国会。在邓永
耀的指导下，临城县第一个抗日救国会
于 12 月在郝庄村成立，随后，村农
会、妇救会、儿童团、自卫队也很快成
立起来，自卫队在较短时间内便发展到
100多人。

为建立全县范围的抗日组织，邓永
耀又以郝庄为示范，迅速指挥成立了临
城西区动员委员会 （即区政府）。接
着，“临城县抗日县政府”于12月在郝
庄小学成立。成立当天，全县各村进
步、知名人士700多人赶来参加成立大
会。会上，邓永耀发表讲话，宣布成立
以赵进扬为县长的抗日县政府领导班
子，并号召全县人民在共产党、八路军
和抗日县政府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抗
日。赵进扬代表抗日县政府宣布了实行
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巩固发展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打击日
寇，惩办汉奸卖国贼等政策。为扩大影
响，大会结束后，向各村代表发放了
《告全县人民书》。抗日县政府成立的第
二天，邓永耀从郝庄自卫队选拔了几十
人组成了警卫队并配备了枪支。不到三
五天时间，警卫队就抓出了日伪派来捣
乱破坏的汉奸十余人。

为便于领导全县工作，抗日县政府
不久迁到菅等村，后又迁到官都村，在
官都村逐步建立健全了相关机构。在邓
永耀和冀西民训处的指导帮助下，临城
县各区政府也很快建立起来。邓永耀还
帮助抗日县政府在郝庄村建立了后方卫
生所；在上围寺村建立了有10架缝衣
机的缝衣厂，制作军服；驾游村白云寺
建立了兵器修造所制造手榴弹、炸药、
地雷和枪支……临城县抗日县政府的成
立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抗日救
国斗志，临城县迅速成为冀西抗战的模
范地区。

邓永耀指导成立临城县抗日政府
梁银安

1947年 6月 30日夜，刘邓大军主
力12万人突破黄河天险挺进中原，千
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
幕。8月下旬，陈赓兵团奉命强渡黄河
后，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西。蒋介石
深感震惊，急忙从陕北、大别山抽调
10个半旅增强防御，还特调李铁军率
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共7个旅紧紧追赶，
妄想把陈赓兵团赶回黄河以北。

为对付李铁军兵团的尾随，陈赓提
出了一个在豫西“牵牛”的妙计：即以
一部兵力伪装成主力，牵着李铁军这支
部队走进伏牛山，“尽力把它拖疲拖
瘦”；主力则就地分散向北向东隐蔽发
展，待时机成熟歼灭李铁军兵团。这项
决策立即获得中共中央的批准。

11月 9日，担任“牵牛”任务的
十三、二十五旅由南召出发，二十五
旅奔袭南阳以西的石佛寺，十三旅南
下镇平。为迷惑敌人，十三旅指战员
在沿途大造声势，又兵分多路行军，
刻意拉大距离、多画路标、夸大番号
……行军休息时，战士们故意燃起大
量的篝火；夜间一反肃静行军的惯
例，放声说话，引吭高歌，展开成宽
大的扇面；路过村庄时，部队还会

“拉开距离，放慢脚步”，让人们听到
并觉得部队有很多。15日下午，十三
旅进入南召县刘村镇时，李铁军中
计，把该部误认为是陈赓的主力，率
大军在后急追。晚上，十三旅进至大
石桥，李铁军部赶至刘村镇，故意停
留，只派小部队前往侦察。

为了给李铁军“增强追击信心”，

陈赓电令十三旅、二十五旅主动出击调
动李铁军分兵出援。16日夜，十三旅
迅速包围镇平，并于第二天天明攻破该
城，俘国民党军1000余人，二十五旅
同时占领石佛寺。李铁军急命整三师奔
向镇平救援。为了“把牛儿牵紧些”，
11月19日陈赓又电令“牵牛”部队奔
袭内乡，很快就把敌人牵到了赤眉镇。
敌人在鱼贯口捕捉到了“共军”，立即
发动了十几次冲锋，均被击退。李铁军
闻报后以为“揪住陈赓主力了”，立即
亲自赶到前线督战，解放军设伏部队早
已撤出战斗，向西北的深山中转移。李铁
军为了“尽快抓住陈赓”，竟然让部队丢
掉了辎重、大炮，携带轻武器一路拼命向
山里追去，于12月8日被“牵”入伏牛山
区。至此，十三旅、二十五旅的“牵牛”任
务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向伏牛山东麓行进的陈
赓主力已顺利在平汉铁路线西侧展开，
连克11城并配合陈粟大军取得平汉铁
路线破击战的全胜。李铁军得知消息
才如梦初醒，星夜率部“出山”驰援
平汉铁路线。陈赓见时机成熟，令一
部解放军由“牵牛”改为“赶牛”，尾
追李铁军的整三师，又令一部解放军
绕道超前赶到前面“恭候”。12 月 23
日，李铁军的第五兵团部和整三师在
西平、遂平间的祝王砦、金刚寺地区
被陈赓主力包围。25日，陈赓兵团主
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发起总攻，战至
26日20时，除李铁军率少数残部突围
逃跑外，国民党第五兵团部及整三师
被全部歼灭。

陈赓设计巧“牵牛”
吴小龙

抗大师生在挖窑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