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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春，年轻的共产

党员王实先，奉命从兰州出

发，脚踏一辆自行车，只身

一人翻越崇山峻岭，穿越戈

壁荒漠，沿河西走廊前往安

西 （今瓜州），历时一个多

月 ， 跋 涉 1000 多 公 里 。 其

间，他秘密联络各地中共地

下党组织，传达上级指示精

神，并通过实地考察，为组

织上在河西走廊建立起一条

秘密红色地下交通线收集了

准确的情报，用对党的一片

赤诚之心和惊人的毅力成就

了一段红色传奇。

王
实
先 成都解放后，西康省的西昌地区

尚有国民党军残部3万余人在胡宗南
的指挥下负隅顽抗。为歼灭该敌，解放
军西南军区组织第十四军、第十五军、
第六十二军和滇桂黔边区纵队等部队
各一部兵力分南北两路，于1950年3
月12日发起西昌战役。其中，十五军
四十三师一二七团及边纵的三十二团
的任务是：一二七团迅速由昭通进驻
巧家县县城，筹粮备草，保证参战部队
的物资供应；然后强渡金沙江，歼灭金
沙江两岸的敌人，保护进军西昌必经
之葫芦口铁索桥，配合大部队顺利向
西昌进军。

一二七团接到命令后，于3月12
日进驻金沙江东岸的巧家县城，稍事
调整后立即分兵渡江，实施抢滩作战，
消灭了西岸守敌，占领了金沙江西岸
的葫芦口铁索桥和附近渡口，并立即
投入附近道路的整备工作，为大部队
的进军做准备。

国民党金沙江中游守备司令苏绍
章得到解放军过江的消息后，于3月
19日夜率 1200余人进犯，企图趁解
放军立足未稳之际夺回铁索桥和沿线
渡口。一二七团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二
营、三营部队星夜渡江支援。经过3小时
激战，渡江解放军歼灭敌军一个营（其
中，敌人一个连未发一枪一弹就被解放
军缴械），将苏绍章部击溃。

胡宗南得到消息后，立即从宁南
县调集 2000 多人，配备一个迫击炮

连，向葫芦口铁索桥一线扑来。
一二七团指战员以“桥在我在，与

桥同存”为誓言，在洼坞街、红山岭、
858高地和五圣宫等地与敌人展开激
战，连续打退敌人的8次进攻。敌人见
久攻不下，便派部分官兵伪装成解放
军“八支队”，派人到解放军阵地“接
头”，企图趁解放军不备夺取阵地，破
坏铁索桥。坚守桥头阵地的九连当即
识破敌人的诡计，很快将敌人击退。

22日拂晓，敌人派出3个营的兵
力，向制高点858高地疯狂进攻。高地
守军一个排坚守阵地，连续奋战一昼
夜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弹药即将耗
尽时，战士们和冲上来的敌人展开激烈
的白刃战，终将敌人击退。随着支援部
队的到来，坚守高地的战士们向敌人发
起冲锋。敌人不支，顿时全线溃逃。

经过4昼夜的激战，一二七团二
营、三营在各个战场均取得了胜利，圆
满完成了作战任务，为西昌战役的最
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此次战斗，
一二七团共击毙敌连长以下 400 余
人，俘虏敌营长以下300余人，缴获重
机枪两挺，长短枪445支。

3月23日，迂回作战的一二七团
一营部队一路追歼残敌，配合兄弟部
队解放了西康省宁南县。在解放军两
路大军的南北夹击下，残敌被迅速歼
灭，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只得丢弃部
队，乘飞机仓皇逃往台湾。27日，西昌
解放。

一二七团勇卫铁索桥
徐轶

在延安接受一项艰巨任务

1942 年 2 月中旬，张闻天找到正
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中共甘肃工委
委员王实先，告诉他上级准备建立一
条从延安经兰州到新疆星星峡的秘密
交通线，并通过沿途设立的交通站转
送物资、人员和情报。由于当时中共
甘肃工委机关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
处于交通线上的各地地下党组织停止
活动，组织上对国统区甘肃各地党员
情况并不完全掌握，因此组织上决定
派他回到甘肃了解各地地下党组织的
真实情况，实地考察建设地下交通线
的可行性。王实先当即表示，坚决完
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随后，他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了专
门负责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机构
——中央农委。负责农委工作的任弼
时和李富春接见了他，向他重申了这
项任务的重要性，并给王实先定下了
执行此次任务的三条原则：一、先行
考察，然后建站；二、这次出去，决
不能与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三、凡选
定的党员，一律割断地方组织关系，
作长期隐蔽打算，只许组织找，不许
找组织。王实先一一谨记。

在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后，王实
先从延安秘密潜回兰州。在兰州，
他找到甘肃工委，并联络了多名潜
伏在国民党党政军机构中的同志，
尽可能搜集出一份甘肃各地中共地
下党员的情况，并和大家共同研究
了建设秘密交通线的初步方案，然
后火速返回延安，向组织汇报。在
得到组织上批准后，王实先又马不
停蹄地赶回兰州。

王实先从在甘肃驿站管理局地下
党员处搞到了“工作证”和“证明
信”，化装成西北公路局职员，以“检
查甘新公路通畅情况”为名，带上几
件简单的行李，于当年春天，骑着一
辆自行车便出发了。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不辱使命

王实先到达的第一站是永登县。
在这里，他分别约见了隐蔽在永登国
民党驻军中的地下党员王儒林(时任国
民党骑兵第二军第五师军需科长)、王
建三(身份为国民党骑兵第二军第五师
手枪团参谋主任)和蔡振东 （时任国民
党骑兵第二军第五师电台主任)，三人
都是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思想觉
悟高，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且均在中共
河西支部担任领导职务 （王儒林任书
记，王建三任组织委员，蔡振东任宣传
委员）。王实先和三位联系交流后，获
得了当地地下党组织的确切情况，并掌
握了当地国民党军警特的情报。

初战告捷，王实先信心倍增，不
幸的是他此时感染了疾病，无法前
行，只好暂回兰州治疗。病情稍有好
转，他便再次出发。过了永登，道路
崎岖难行，王实先奋力向前，途中巧
妙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特的重重盘查，
一路到达乌鞘岭脚下。乌鞘岭为陇中
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天然分界，也是半
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分界线，道路
坡度很大。王实先克服大病初愈导致
体力不支的困难，咬着牙一步一步翻
越了乌鞘岭，来到古浪县城。在古
浪，王实先耐心地探访了两天，终于
和当地地下党员接上了头，听取了他
们的汇报，并向他们传达了组织上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
待时机”的指示。

王实先继续上路，不久到达武

威，经过 3 天的寻访，终于找到了以
皮货商身份为掩护的中共武威临时县
委书记李振华。李振华是中共中央组
织部从延安调派到甘肃、又被甘肃工
委派到武威开展工作的，此前和王实
先本就相识。久别重逢，双方分外激
动。王实先听取了李振华的汇报，了
解到“李振华到武威后不辱使命，在
甘肃工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不断发展
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的组织”的情
况；还了解到“武威的斗争形势非常
严峻”——1940 年 4 月，该地国民党
当局曾以“阴谋活动罪”将李振华逮
捕，李振华在狱中和敌人斗智斗勇，
并没有暴露身份，后在组织上多方营
救和武威地方进步人士出面担保的情
况下，敌人不得已将他释放。王实先
代表组织上对李振华的工作予以肯
定，向他传达了上级的方针，并约定
了今后的联络暗号。

离开武威城，王实先一路穿越茫
茫戈壁，经张掖赶往酒泉。进了酒
泉，王实先找到了在酒泉师范任教的
中共地下党员寇从善。寇从善于1939
年 1 月从延安到青海开展工作，但刚
到青海后就得知敌人正在通缉他，于
是暂时转移到酒泉，托关系进入酒泉
师范学校任教。在酒泉期间，他以教
师身份为掩护，广泛在学生中传播革
命进步思想，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
主张，并引导同学们参与社会实践，
率领同学们针对校方克扣教学经费、
贪污学生粮饷、打骂体罚学生、无端
开除学生学籍等恶劣行径展开斗争并

取得了部分胜利，深得学生们的信
任。受寇从善革命思想的影响，不少
酒泉师范学生毕业后，来到兰州八路
军办事处，后去延安，走上了革命道
路。王实先见到寇从善后，向他传达
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双方就地下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交换了意见。

和寇从善道别后，王实先冒着漫
天风沙出嘉峪关，一路来到玉门油
矿，找到了地下党员、中共老君庙矿
区支部书记刁德顺。刁德顺是新疆伊
犁人，1938年1月从延安抗大毕业后
由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中共甘肃省工
作委员会派到酒泉进行秘密工作。刁
德顺到酒泉后，利用他和当地一些国民
党官员的旧关系，很快立住了脚，为党
组织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还
调查了散落在当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的
情况，并通过密信汇报给了甘肃工委。
1940年，刁德顺受命来到玉门油矿发展
党组织，很快便成立了中共老君庙矿区
支部。王实先与刁德顺秘密接上关系
后，指示矿区支部今后的工作重点是以

“团结力量，坚持抗战，努力生产，严
防敌特”为中心，同时对矿区支部的对
外联络做了新的安排。

离开玉门油矿后，王实先继续向
安西(今瓜州)出发。几天后，他到达
安西县城，找到当地一位地下党负责
同志，向他传达了上级指示，同时了
解了当地的情况。

为落实建站工作再赴征程

任务完成后，王实先再次修补了
自行车，便动身返回兰州，前后历时
1 个多月。在兰州，他通过兰州的秘
密电台把此行了解到的情况传送到延
安。不久，他又按照上级指示前往延
安，向组织上做了具体汇报。在听取
了王实先的汇报后，任弼时、李富春
等研究认为：在永登建立地下交通站
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条件基本成熟，永
登的王儒林、王建三、蔡振东 3 位同
志也完全符合成为交通员的条件；玉
门也可以建立交通站，由中共老君庙
矿区支部负责交通站事宜，刁德顺为
交通站站长。至此，地下交通线河西
走廊的布点基本确定下来。

经过中央农委审查批准，当年 6
月初，王实先带领电台技术员李申、
杨刚等人风尘仆仆地回到甘肃，落实
建站的具体工作。王实先到永登后，
代表中共中央农委宣布：任命王儒林
为中共中央国际交通线永登交通站站
长，王建三为副站长，蔡振东为电台
部主任。随行的李申、杨刚秘密接通
了永登电台的联络信号。随后，他又
来到玉门，找到刁德顺，传达了建立
秘密红色地下交通站的任务，并安排
了相关任务。不久，通过兰州、永
登、玉门交通站，一条红色秘密交通
线被建立起来。值得一提的是，红色
秘密交通线建立后，经寇从善等同志
的积极参与，酒泉也很快被吸收进红
色秘密交通线的联络体系中。

落实建站任务完成后，王实先奉
命前往延安，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作者单位：甘肃省永登县政协文
史委）

1934 年 10 月 下
旬，为策应中央红军的
长征行动并创建新苏
区，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第六军团 8000 余
名指战员向湘西地区发

动攻势。为阻止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湘
西，国民党军慌忙成立“湘黔川剿共指
挥部”，任命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
指挥，纠集10个团、万余人对红军发
起“围剿”。

红军先经湖北省西南角咸丰县的百
户司向招头寨和龙山前进，将敌人向北
牵动。当敌人进到招头寨南面的贾家寨
时，红军即由招头寨突然转头东进，甩
开敌人，于11月7日向永顺城发起进
攻。永顺的国民党保安团见状，立即作
鸟兽散。红军兵不血刃占领该城，并在
城中休整了6天。其间，红军指战员严
格遵守纪律，社会秩序良好，受到群众
的交口称赞。

龚仁杰、周燮卿闻讯后，立即调
头，兵分四路向永顺扑来。红二、红六

军团首长认为敌我兵力悬殊，装备差距
很大，在县城不利于红军交战，于是决
定利用敌人恃众骄纵、指挥不统一等弱
点，选择有利地形，集中兵力，诱敌
深入，消灭这股敌人。经慎重选择，
军团首长决定在永顺城北以龙家寨为
中心的十万坪谷地设伏歼敌——十万
坪谷地是一个理想的伏击战场,其南北
长七八公里、东西宽约两公里，四周
环山，地形像一条大口袋；两侧山势
较缓，林木丰茂，便于大部队隐蔽和
出击；谷底地势平坦，水田、村庄较
多，可以容纳大量敌军进入。

11月13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动
撤出永顺。出发前，红军召集永顺各界
人士开会，说明红军准备烧毁永顺交通
要道上的猛洞河木桥，并付给银圆800
元，作为战后修复的资金。敌人追到永
顺，见木桥被烧毁，以为红军怯战，便
尾随追来。起初，他们怕中埋伏，行动

“十分谨慎”，只是紧紧咬住红军后卫部
队不放，途中前卫部队还不断对大路两
旁仔细搜索。红二、红六军团后卫部队

见状，立即表现出“被迫交战又仓促退
却”状，沿途还经常丢弃几支枪和一些
物资以迷惑敌人。敌人连日追击，没有
遇到什么大规模抵抗，尤其是在经过沿
途三处险要地形时，也没受到红军的阻
击，于是心想：红军“已到穷途”“不
堪一击”，于是加快了前进的脚步，连
道路两侧也不搜索了。

11月16日凌晨，红军部队进入埋
伏位置：红六军团位于十万坪东北侧高
地：第四十九团为左翼,位于最南端高
地；第五十三团居于阵地之中稍侧后；
第五十一团位于阵地右翼出击敌人正
面。红二军团六师部署于谷地西北端高
地，与红六军团成斜对角。红四师位于
五十一团以北，为总预备队。红军各部
严阵以待，只等敌人“上钩”。

下午4时，国民党先头部队两个旅
在龚仁杰、周燮卿带领下进入十万坪谷
地，早已疲惫不堪。就在敌人准备在此
宿营并开始埋锅造饭的时候，埋伏在两
翼的红军突然向其发起猛烈的攻击，霎
时间枪声、爆炸声、冲锋号声、喊杀声

响彻山谷。敌人虽然兵力众多，但在谷
地中无法展开，在红军强大的攻击下四
散逃命，仅两个多小时，就被歼灭大
部。敌人残部拼死突围，沿着来路疯狂
回窜。红军随后紧追，追击十多里。到
达把总河时，发现敌人后续部队已经构
筑工事想阻挡红军。为了不给敌人以喘
息的时机，红军首长立即命令红五十一
团、红十八团展开夜战。当红军追歼逃
敌时，当地群众也纷纷赶来参战，帮助
红军引路、送来食物和热水，并承担起
照顾伤员的工作。经过两小时激战，敌
人后续部队的工事被悉数摧毁，残敌向
永顺县城方向溃退。红军留下一个团打
扫战场，主力连夜追击百余里。残敌以
为逃进了永顺城就能保住性命，可他们
万万没有料到，刚接近县城，便遭到了
红军的袭击——部分红军已抄小路于
17日抢先占领了永顺县城。敌人只得
绕城而走，一口气逃至保靖，才敢暂停
喘息。

红二、红六军团这一场伏击战，歼
敌两个旅大部，击溃敌一个旅又一个
团，毙敌1000余人，俘敌旅参谋长以
下2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0挺、长
短枪2200多支和大量弹药、物资。龙
家寨伏击战大捷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不仅在湘西打开了
新的局面，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
步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为
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创造出了更有利的
条件。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贾晓明

1953年7月底，抗美援朝战争结
束后，中共中央派遣中国人民第三届
赴朝慰问团前去慰问经过浴血奋战取
得抗美援朝胜利的朝鲜人民、朝鲜人
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慰问团于9月组建完成，由贺龙
任总团长，康克清、老舍等14人为
副团长。这次慰问团规模很大，总团
下按大区设 8个分团共 5448人。其
中代表1994人，包括了全国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兄弟民族和人
民解放军的代表，还有战斗英雄、工
农业劳动模范、革命烈士家属及革命
军人家属、社会知名人士、科学工作
者和文教工作者的代表人物，还有全
国各地文艺工作者所组成的40个剧
团、歌舞团和技艺团。慰问团成员中
有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新凤
霞、王昆、张君秋、周信芳、袁雪
芬、常香玉等全国著名艺术家。出国
前，慰问团分别进行集中学习培训，
包括听讲国内国际形势，学习党的有
关政策，了解熟悉朝鲜的民俗及慰问
团成员的组织纪律等。

10月5日，慰问团从北京出发，
13日在平壤市举行了慰问大会。会
上，贺龙总团长在讲话中代表中国人
民和毛泽东主席向朝鲜人民和金日成
首相致敬并表示慰问，热烈祝贺朝鲜
人民在反对侵略的战争中所取得的伟
大胜利，并表达了中国人民积极支援
他们医治战争创伤和实现国家统一的

决心。
10月 25日是志愿军出国参战纪

念日，慰问总团在贺龙总团长的率领
下到达志愿军总部，检阅了志愿军仪
仗队，并接受了志愿军文工团的献花
和总部指战员的夹道欢迎。贺龙总团
长转达了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和
敬意，鼓励志愿军继续努力，维护停
战协定。

随后，各慰问分团分别到志愿军
各部队、朝鲜人民军部队，朝鲜道、
市以及大部分郡和一部分里进行慰问
演出。慰问团艺术家化整为零，深入
到志愿军连队的前沿哨所、炊事房、
包扎所进行演出，进行“面对面的慰
问”。表演的节目中，颇具我国地方
民族特色的优秀音乐、舞蹈节目尤其
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群众的欢
迎。如西南分团在志愿军第三兵团及
其所辖十五军的慰问演出期间，身着
亮丽的侗家服饰登场、为志愿军指战
员演唱侗族大歌的吴培信被志愿军指
战员簇拥起来抛向空中，气氛十分热
烈欢腾。慰问团艺术家们还利用演出
间隙和志愿军战士一起在山洞里吃
住，和朝鲜军民谈心聊天交朋友，或
举行报告会、图片展览，以多种方式
向“最可爱的人”转达祖国亲人的问
候，向朝鲜军民传达中国人民的深情
厚谊。

12月上旬，慰问团圆满完成各
项任务，回到了北京。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纪事
陆景川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
为了破坏日军的运输线，广东人民抗
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海上独立中队为
基础组建了护航大队，同时将港九大
队海上小队扩建为海上游击中队。由
于两支海上部队都是渔民出身的战士
组织起来的，因此被群众亲切地统称
为我们的“土海军”。成立之初，“土海
军”就参与了举世闻名的“港九大营
救”。此后，这两支部队相互配合，相互
策应，持续对敌人展开海上游击战，不
断取得胜利。

日军不堪“土海军”的袭扰，于
1943年收编了一群海匪，编入“广东省
反共救国海军”，用以保卫香港航道。
为了消灭这股敌人，7月6日晚“土海
军”派出一支17人的精干小分队分乘
3艘风帆小木船（俗称“小艚仔”）趁黑
夜袭击敌船。当第一条突击船靠上敌
指挥船时，一个战士抬手一枪击毙了
执勤的敌机枪手，另两名战士向船舱
各投一枚手榴弹，炸得敌人死伤惨重，
敌大队长刚从船舱里逃出就被一个战
士击毙。左侧船上的海匪发现指挥船
被袭，正准备救援，不想另一艘船上的
几个“土海军”战士早已爬上该船。战
士们投出手榴弹，然后乘势跃上举枪
猛打。残敌不敢抵抗纷纷举手投降。右
侧船上的海匪见状吓得不敢应战，准
备升帆逃走，被小分队的机枪打断了
船桅，于是赶紧停船点灯高叫“投降”。

海匪被消灭后，日军又于1944年
春抽调伪军“精锐”，组成一支配有3

艘武装木船的“海上挺进队”并加强了
船上火力，派日海军军官亲自指挥，企
图以此对抗“土海军”。

8月16日，“土海军”两艘武装船
夜袭停泊在大鹏湾黄竹角的敌船。午
夜2时，游击队两艘船悄悄驶入黄竹
角，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几个战士又投
出预备好的燃烧瓶，敌船顿时燃烧起
来。敌船见势不妙，升帆想逃。战士们
立即使用长篙钩住敌船，并继续投掷
燃烧瓶。火光中，日军指挥官企图顽
抗，被游击队神枪手击毙。不一时，3
艘敌船带着“海上挺进队”在熊熊大火
中沉没。此战过后，“土海军”更在巽寮
等地建立了基地，不仅进一步掌握了
大亚湾的制海权，还将战线扩大到外
海，打击日军的海上运输。

日军为保住海上运输，只得直接
上阵。11月下旬，“土海军”两艘武装
船在外海巡逻，发现驶来1艘日海军
的大型机帆船，装有火炮和机枪，后面
拖着1艘满载军需物资的大帆船。“土
海军”依靠娴熟的航海技术追上机帆
船，并立即投入战斗——1号船顺风斜
插敌船，2号船绕向敌船左侧截其后路，
然后集中火力猛烈射击，很快击毙了日
军炮手和机枪手。残敌不敢抵抗，切断
拖带木帆船的缆绳逃走。“土海军”遂缴
获了那艘满载军需物资的木帆船。

在3年多的战斗里，“土海军”指
战员共击沉、俘获敌船50余艘，一度
使香港日军的海上运输陷于瘫痪，为
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曾经有支“土海军”

吴小龙

穿越河西走廊：

王实先参与创建的一条红色秘密交通线
顾鸿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