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
一二九师骑兵团出太行，战冀西，扫平
汉，歼日伪，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0月和顺战斗后，一二九师骑兵
团在库城、柳沟一带休整。几天后，骑
兵团抵达赞皇县南部的院头，沿途受到
群众的热烈欢迎。到达临城郝庄时，欢
迎场面更加热烈，街上挤满了欢迎的人
群，男女老幼个个喜笑颜开，一片欢
腾。

骑兵团到达赞皇县院头驻地后，
立即和当地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共同
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据当地同志介
绍，当地敌我斗争形势相当复杂，对群
众为害甚烈的有三股反动势力：一是国
民党军队中溃散后留在当地的散兵游
勇；二是横行乡里的股匪和反动会道
门；三是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这三股
反动势力以“看家护院”“保卫地方”
为名，到处掠夺，派粮派款，私立捐
税，无恶不作，被群众形象地称为“三
害”。骑兵团认为，“三害”不除，就无
法在当地有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展
开。为此，骑兵团决定，首要任务是消
灭“三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
全。到院头的第二天，院头西北秦家庄
附近有一股土匪前来挑衅，骑兵团领导
得知后立即派一个连实施反击。战士们
仅用一个小时就全歼这股土匪，缴获机
枪3挺、长短枪40余支、弹药20余
箱。骑兵团随即用缴获的枪支弹药武装
了赞皇游击队。

首战告捷后，骑兵团采取“剿抚
并用”的策略，对当地的国民党散兵游

勇和反动武装持续展开行动。临城邻近
赞皇一带有国民党军溃兵一个营，占据
几个村庄。骑兵团得知其中有二十九军
士兵后，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抗
日，立即派人前往接洽，耐心做他们的
思想工作，力劝他们加入抗日武装。经
过说服教育，大部分溃军加入了冀西抗
日游击队，有些人员还加入了骑兵团。

经过骑兵团和当地党组织的共同
努力，冀西地区的土匪基本被消灭，散
兵游勇被肃清，破坏抗日的反动势力纷
纷土崩瓦解，农村集镇的广大群众动员
起来，农救会、妇救会等团体普遍成
立，青年踊跃参军，各阶层人民有力出
力、有钱出钱，形成了人人支援抗战的
新局面。

1937年11月初，为斩断日伪伸进
冀西的魔爪，骑兵团二连夜袭临城县西
北祁村煤矿日军守备队，经过激战，一
举消灭了守敌，收复祁村煤矿，并救出
被日伪抓去挖煤的群众400多人。此
后，骑兵团再接再厉，开展破袭战，一
度切断了日军在冀西、冀南、冀中的所
有重要物资补给线，并在临城军民的配
合下拆掉轨道20多里，毁掉敌人运送
物资的车皮百余节，迫使前方日军紧急
收缩战线。

随后，骑兵团根据上级关于“充
分发动群众，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
指示精神，在石家庄、元氏、临城、赞
皇、内丘等县广大地区，指导群众成立
了抗日救国战地委员会，进一步巩固健
全了冀西各县抗日政权，冀西及与之毗
邻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一二九师骑兵团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
梁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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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
团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后，挺进到
大渡河边。5月22日，部队接到上级下
达的命令，要他们在“追剿”的国民党军
到达之前迅速抢渡大渡河，开辟出前进
道路。

一团指战员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
下，经过一天一夜的冒雨行军，很快赶
到离安顺场渡口十余里的小村庄。当
晚，红军战士分成三路，顺利攻占安顺
场，消灭了守敌，还缴获了一条木船。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经反复考虑，决
定将抢渡大渡河任务交给一营，一营营
长孙继先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
奋勇队。勇士们每人装备一支冲锋枪、
一支短枪和五六颗手榴弹，身背一把大
刀。考虑到缴获的渡船一次载不下全
员，因此杨得志决定奋勇队分两组强
渡。为了掩护强渡，杨得志命令红军在
沿岸构筑阵地，派“神枪手”李德才和战
友架起重机枪，负责在强渡时压制敌人
火力，又调来“神炮手”赵章成，准备在
强渡时用迫击炮轰击敌人碉堡。

5月25日9时，杨得志一声令下，勇
士们迅速登上渡船。渡船劈流破浪向对
岸驶去。对岸敌人发现后，集中火力向
小船射击。敌人的炮弹也纷纷落在小船
旁边，顿时掀起冲天水柱，几乎将船抛
向空中。红军首长立即命令李德才压制
敌人火力，同时命令赵章成开炮。李德
才接到命令，和战友们立即开火。只见

他轮换着使用两挺重机枪，子弹像雨点
般射向敌人工事，两个战士不停地为他
供子弹。炮手赵章成用迫击炮准确地射
向对岸敌人碉堡，准确地“掀翻”了两
个，敌人的火力顿时弱了下来。河中央
的勇士们和船工用尽全力划船，木船快
速向对岸移动。

船驶到岸边，勇士们跳下船，蹚着
齐腰深的河水冲上岸。敌军官见红军人
少，立即带着大批敌人从山坡阵地上冲
下来，企图“吃掉”登岸的红军战士。红
军首长果断命令李德才和赵章成开火，
打退敌人的反扑。

赵章成发现只剩下三发炮弹了，于
是卷起衣袖，平直伸出手臂，竖起拇指，
一连串唱出方向、标高、距离等数字。三
发炮弹打出后，一发命中躲在后面督战
的敌指挥官，两发相继命中左翼敌群。
与此同时，李德才立即扣动扳机，机枪
子弹像雨点般泼向朝着右翼集中的敌
人，敌人顿时成片地倒下。登上对岸的
勇士们随即发起猛攻，很快完全占领了
敌人渡口的阵地。

在河对岸勇士们的掩护下，李德才
等带着重机枪乘船渡河。登岸后，李德
才迅速冲上战友夺取的制高点，架起机
枪居高临下地向反扑的敌人扫射。敌人
抵挡不住，向富林方向溃逃。红军乘胜
追击，一口气扫除了沿河40余里的敌
人，安顺场强渡战斗以红军的全面胜利
而告结束。

抢渡大渡河战斗中的两名“神射手”
吴昌荣

1946 年 11 月 22 日，解放军晋绥
野战军第二纵队(辖第三五九旅、独四
旅)会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在晋
西南地区发起吕梁战役。在晋西南诸
县陆续解放后，二纵集中兵力攻打中
阳县城。

中阳县城地处交通要道，四面环
山、地势险要、城垣坚固、易守难攻。
为守住中阳县城，阎锡山派其“精锐”
部队四十五师第一团会同地方武装
1800多人驻守，有山炮2门，迫击炮4
门，轻重机枪几十挺，由少将副师长兼
任中阳县县长张居乾指挥。

张居乾企图凭借有利地形，固守
顽抗。为阻挠解放军进攻，敌人在城
外构筑了各种形式的碉堡及碉堡群几
十个，主要碉堡墙厚达一两米，外层
还加了钢材，碉堡在所有方向都进行
过削壁处理，外面还设置了铁丝网、
鹿寨等障碍物。为了防止守堡士兵临
阵退缩，敌指挥官命令用砖头把碉堡
门封死，在碉堡里贮存大量的粮食、
水，让士兵们饮食起居都在碉堡里进

行。敌人又在城墙上构筑了坚固的防
御工事，和城外碉堡形成交叉火力
网，并利用寒冷的天气，让河水漫上
河岸，形成冰面，以阻止解放军接近
城墙。

12 月 1 日，解放军二纵三五九
旅、独立四旅包围了中阳县城。为打好
这一仗，二纵首长亲自深入前线观察，
并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敌情和战术；各
连队开展战前练兵。按照纵队的部署，
独立四旅主攻城南、城东南槐树梁高地
及城南、城东南外围敌碉堡群；三五九
旅主攻城东北麻花梁、城西北二郎山高
地及城北、城东北外围敌碉堡群；城西
由吕梁三分区独立营、其他地方武装主
攻部队实行包围。

3日，攻打中阳县城外围的战斗打

响。攻打碉堡时，解放军先用火力把
敌人的所有枪眼封锁住，让敌人无法
向外观察和射击、投弹，掩护爆破队
员迅速安好炸药包，炸毁碉堡。为对
付敌人设在碉堡外的障碍物，解放军
战士也想出办法破解：在进攻时携带
大铡刀，用以砍开铁丝网；对于鹿寨
则用棉被、毛毯盖住冲过去；对于那
些被敌人在外面泼水结冰的碉堡，爆
破队员携带几十斤的炸药包匍匐前进
在光滑的冰面上确实感到吃力，且容
易暴露。于是大家成功总结经验，用
衣服包住炸药包，为携带方便，还把
大包炸药改成小包，爆破队员多次往
返，将炸药运到碉堡下引爆。

针对敌人把碉堡封死的特点，解
放军攻城部队采取了爆破与突击队近
袭相结合的战术，只对妨碍前进的碉
堡逐个夺取。而对于其他碉堡，解放
军只派少量战士围而不打，待攻城胜
利后再解决。

对于使用钢材的坚固碉堡，解放军
采用坑道爆破的方法，通过艰苦作业，
把多条坑道挖到敌人碉堡下面，放好炸
药后同时引爆。

就这样，解放军在夺取外围的战
斗中先后使用晋绥兵工厂生产的以锯
末和硝酸甘油合成的“土炸药”4000

多斤。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地动山摇，
巨大的蘑菇云直冲天空，敌守军心惊
胆战，惊呼解放军“在中阳使用了原
子炸药”。

12 月 7 日，阎锡山接到中阳告急
的电报，派其三十四军主力 5 个团驰
援中阳。8 日拂晓，二纵独四旅受命
停止攻城，准备打援。与此同时，晋
冀鲁豫野战军四纵第二十四旅、第十
三旅也向北疾进，准备和独四旅共同
歼灭援敌。援敌得到消息，在半路上
仓皇后撤。对此，独四旅留十四团继
续监视敌人动向，其他部队则回到原
出发地，继续攻打中阳。四纵二十四
旅七十二团则携带重炮共同进至中
阳，协助二纵攻城。

随着城外的碉堡群基本被攻克，
11 日黄昏，解放军对中阳发起总攻。
解放军一面对城门连续实施爆破，一面
组织突击队，竖起云梯，飞速登城，很
快取得突破，并向纵深发展。作战中，
解放军投弹手冲在前面，手榴弹连珠炮
般投向反击的敌人。弹药组用竹篮、箩
筐盛满手榴弹，紧跟在投弹手身后，组
成人接人的输送队伍。随着手榴弹不间
断地在敌人阵地爆炸，很快压制住了城
内敌人的火力。随着敌人指挥部所在地
凤凰山被突破，12日凌晨 4时，张居
乾率领残敌全部投降，城外被解放军困
在碉堡里的敌人得到消息，也纷纷从枪
眼里打出白旗。

此次战斗，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四十
五师 1800余人。缴获山炮 2门、枪支
弹药全部，使晋绥解放区的晋西北和晋
西南连成一片，也使晋西南和太岳区连
成一片，为日后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
准备了有利的战场条件。

中阳攻坚战，解放军连续爆破显威力
贾晓明

1942 年 8 月 24 日，广东人民抗
日游击总队主力大队（代号珠江队）
在宝安路西正式宣布成立，大队长彭
沃，政训员卢伟良，政治指导员陈一
民，下辖三个小队，主要在宝太、莞太
公路沿线活动。当年秋，大队转战广
九路西的宝太公路和莞太公路沿线，
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寻找战机，连
续打击日、伪、顽军，开展反扫荡、反
抢粮的斗争。

从1943年初开始，珠江队更加积
极主动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出击，不断取
得胜利。5月2日，珠江队打响了夜袭宝
安福永伪军吴东权部的战斗。

福永是宝太公路线上伪军的一个
重要据点，驻守着伪军吴东权部一个中
队60多人。伪军凭着坚固的炮楼扼守宝
太线，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这一
带活动造成很大威胁。

早在1942年冬，珠江队便积极准
备歼灭福永的伪军，但由于这股伪军盘
踞在一座坚固的炮楼里，居高临下，火
力凶猛，白天难以接近，而一到晚上敌
人就关上厚厚的铁门固守。当时珠江队
既无大炮，又无炸药，虽经两次攻击均
未奏效。

游击队经研究认为，不掌握爆破技
术，攻坚战就难于取得突破，于是通过
关系从香港弄到一批“梯恩梯”炸药，经
总队部参谋主任周伯明、大队长彭沃、
政委卢伟良等多次摸索试验，终于掌握
了爆破方法。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珠江队又

两次派侦察员化装进入福永进行侦
察，把伪军的人数、武器装备、火力
配置、哨兵位置甚至作息时间，都查
得一清二楚。

经过精密准备，5月2日夜，珠江
队在周伯明、彭沃、卢伟良率领下，
直趋福永。小队长邱特带领第三小队
担负攻坚任务。

当突击队员利用黑夜接近伪军炮
楼时，碰到了敌人于当天新设的障碍
物，发出声响，被敌人哨兵发现，主力队
机枪班立即用猛烈的火力扫射，掩护突
击队冲击。突击队员赵逢臣在机枪掩护
下，迅速把8斤重的炸药包放在伪军炮
楼下的铁门边。随着一声巨响，铁门被
炸开了。突击队员立即冲了进去，消灭
了一楼还活着的敌人。随后机枪班跟
进，对二楼的敌人扫射，击毙了顽抗的
敌人，迫使二楼伪军大部投降。伪中队
长见状，拼命登上楼梯向三楼爬去，企
图指挥残敌在上面固守待援。赵逢臣眼
疾手快，连开数枪将其击毙，三楼伪军
顿时举手投降。

这次战斗仅用 20分钟就全歼伪
军1个连，俘伪军30多人，缴获轻机
枪 6 挺，步枪 44 支和其他物资一大
批。战斗中，除突击队员黄辉的耳膜被
震伤外，游击队无一伤亡。此次战斗的
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气焰，鼓舞
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尤其是爆
破攻坚的成功，为人民抗日武装以后
普遍开展爆破攻坚战、地雷战，起到了
示范作用。

珠江队首次爆破攻坚
佟雪辉

1930年4月3日，在紧靠国民党反动派统

治中心南京的江苏(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

区，诞生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红十四军指战

员驰骋苏中 8 县，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

命政权，发展武装力量，在敌强我弱的艰苦

条件下，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开辟了约120

平方公里中心根据地，被列为土地革命时期

全国 15块红军游击区之一。尽管不屈不挠的

斗争只存续了短暂的 7 个月，但红十四军艰

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用鲜血唤醒了民众觉

悟，在江海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推

动革命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在南
通、如皋等地相继建立党组织，使通海
如泰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
心。1927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各
地负责人会议，由省委书记邓中夏传达
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并于会后发布
了《农民运动计划》。1928年1月初，
省委制定了紧急决议案《组织全省暴动
计划》，议案指出“自今日起，确确实
实地进到领导暴动时期”。

1928 年 4 月初，省委常委兼农委
会主任王若飞到如皋和泰兴视察并部署
农民暴动。5月1日，泰兴县委书记沈
毅与如皋县委书记王盈朝同时指挥两县
3000 多名农民起义，占领若干村镇，
开仓济贫，斗争土豪劣绅。至5日，起
义遭敌镇压。“五一”暴动失败后，江
苏省委指示南通特委“以游击战争去恢
复工作”。

1928 年 8 月间，由如皋县委组织
成立的游击小组以“中国工农红军江
北指挥部”的名义在如皋南乡活动。8
月28日，如皋、泰兴两支游击武装集
中编为如泰工农红军，共有 120 多
人，有长短枪80余支，土炮10多门。
与此同时，通东、海门地区由党领导
的游击战争也得到迅速的发展，通海
游击支队在斗争中发展到 200 余人，
拥有长短枪120多支。2月，江苏省委
决定通海游击队编为“中国红军江苏
第一大队”。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
队和农民自卫武装的迅速壮大，客观
上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准备
了条件。

建军贲家巷

1929年11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
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通海区代
表李超时、刘瑞龙向省委汇报了通海如

泰地区党的工作和游击运动情况。经省
委书记李维汉提议，中央批准，会后便
着手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并陆
续调派一批军政干部到江北工作。
1930年1月20日，江苏省委在《为中
央“扩大红军问题信”致各地党部》的
通知中指出：“在江苏各县发展游击战
争和建立红军，必然是最迫切需要的工
作。”2月初，各县开始对游击队进行
整顿，吸收一批雇农、贫农，处理了一
些作风恶劣的分子。同时，健全了部队
的军事、政治领导机构，定期开展军事
和政治训练。

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和
江苏省委决定，将原南通东区和如泰地
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四军，并颁布红十四军 《十大政
纲》，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企业和银
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国民党政
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政权；
实行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失业救济
和社会保险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
农民等十条。

4月3日，通海特委及红十四军军
部在如皋西南乡贲家巷召开了数万军民
参加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立大
会。会上宣读了干部名单：军长何昆、
政治委员董畏民、参谋长薛衡竞、政治
部主任余乃诚。通海地区的红军江苏第
一大队编为第一支队，刘廷杰任支队
长；如泰工农红军编为第二支队，何昆
兼任支队长。会后，红十四军发表了
《告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书》，郑重宣告
其部队性质及奋斗纲领:“我们是工农
的武装，我们是工农政府(苏维埃)的卫
队，我们誓死执行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大

会的政纲，彻底消灭刮(国)民党的反动
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干涉!”至此，通海
如泰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驰骋苏中平原

红十四军军部组建后，何昆军长便
着手加强红十四军的建设。红十四军建
立了各级党组织，明确政治委员制度，
制定了“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三
大任务，协助地方党组织和农会做好工
作。在完善部队制度的基础上，红十四
军掀起练兵热潮。何昆军长亲自带领红
军战士操练，示范列队、射击等动作。
对于地方赤卫队建设，则仿照江西赤卫
队的编队形式，合理配置人员与武器，
每队7人，2支步枪与5支梭镖，命名
为梭镖队，以便灵活地进行军事行动。
同时，为减轻群众负担，何昆军长动员
干部战士参照江西红军标准，将月饷由
6元降低至 3 元。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红十四军的战斗力和精神面貌得到了明
显提升。

红十四军建军前后，在苏中地区对
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游击战争。从1930
年3月至9月，红十四军先后进行了近
百次战斗，推动着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
权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4月中
旬，红十四军进攻如皋老户庄，军长何
昆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李超时政委兼
任军长，刘瑞龙任通海特委书记。6
月，省委为了加强红十四军的建设，以
正规军的形式编为两个师，全军共
2000多人。

红十四军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
的恐慌，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调遣第五师

第十四旅一部进驻南通，还命令省警察
总队总队长李长江率部前往如泰地区，
并在黄桥成立了“剿共总指挥部”，专
门负责围剿红十四军。1930年6月，国
民党反动派以“剿共总指挥部”的武装
为主力，纠集“民团”“保卫团”等数
千人，分八路向红十四军一师活动的中
心地区进攻。一师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攻
其一点的战术，在如皋乡的六甲桥伏击
了来犯敌军，歼灭了一个整连，缴获了
不少武器装备。7月，二师主动出击，
连续攻克华丰盐垦公司和徐家园两个敌
据点，又打退了地主武装“白龙党”的
进犯，取得了红十四军建军以来的最大
胜利。

通海如泰铸丰碑

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红十四军
逐步形成了通海、如泰两大游击区，
地跨启东、海门、南通、如皋、泰
县、泰兴、靖江等县，中心根据地面
积约 120 平方公里，红十四军主力部
队发展到2000多人，参加赤卫队、自
卫队等武装斗争的群众在 8 万人左
右，红十四军活动区域的人口约 100
万。同时，游击区各地纷纷建立了工
农革命委员会，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地
主土地、建立和扩大红军游击队、成
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并逐项实施。
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通海如泰地区
的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根据地建
设得以不断增强。

7月29日，通海特委根据江苏总行
委“以南京暴动中心”“首先攻下南
通，再向南京发展”的指示精神，召开
红军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联席会议，布
置以黄桥为中心的总暴动。8月 3日，
红十四军第一师率领泰兴东乡5万余农
民举行黄桥总暴动，后因敌我力量悬
殊，暴动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出战斗。

为了适应不利的环境，通海特委和
红十四军军部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
成 4 个游击队，由李超时、沈诚、何
扬、丁质之等率领，在古溪、黄桥、港
西、镇涛等地坚持斗争。但是在敌人重
兵猖狂进攻之下，4个游击队陆续被打
散。在斗争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红军营
以上外来主要干部和特委负责干部奉命
回省另行分配工作。到10月初，如泰
红军剩下的不到300人集中到申成庄大
荒场，由刁春仁代表党委把枪暂时收藏
起来。此后，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斗争
转入低潮。

与当时全国各地的红军武装相比，
红十四军其所活动的通海如泰地区，西
南约20公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治中
心的首都南京，东南约10公里是全国
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直接威胁着国
民党政治经济中心的安全。正因为如
此，红十四军起到了牵制国民党军兵
力、减轻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受压力的作
用。同时，在苏中大地上播下了武装斗
争的火种，并培养了张爱萍、刘瑞龙等
一批党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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