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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
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
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时期，
标志着中国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9年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时期，对“八一”的纪念开始
被提及，苏区和工农红军部队也举
办过纪念活动。1933 年 6 月 30 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 《关于决
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
念日》的命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
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
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
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
工农红军的来源……本委员会为纪
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定自一
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
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7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
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16
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
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
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发布 《关于

“八一”纪念活动办法》，“决定于红
色‘八一’节举行检阅、阅兵、宣
誓、授章和典礼”。

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瑞金城南的炮兵广场举行阅兵、宣
誓、授章、授旗仪式，隆重庆祝中国
工农红军第一个建军节。由于当时敌

人的侦察机和轰炸机仅需1个多小时就
可以飞到瑞金上空，为了避免阅兵现场
遭到敌人空袭，组织者将庆典活动安排
在8月1日黄昏，还在福建长汀设置了
假阅兵场。为保证万无一失，组织者于
活动前夕临时把时间改为 8 月 1 日
清晨。

8月1日清晨4点左右，在隆隆的
礼炮声中，阅兵式开始。受阅部队按指
定位置以团、营、连的序列列队。随着
阅兵传令员高呼“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的阅兵员检阅”，阅兵首长在嘹亮的
军乐声中，开始检阅长达600多米的红
军队列，受阅红军指战员立正持枪行注
目礼。检阅中，朱德总司令员向受阅部
队亲切问候：“同志们，祝你们健康！”
受阅部队齐声回应，欢呼声、口号声响
彻云霄。

接着是阅兵首长的致辞和受阅部队
的宣誓。全体受阅红军指战员宣誓：

“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
……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

宣誓结束后，中革军委领导分别给
各红军学校授校旗，给红军各团队授战
旗，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
奖章。

在党群团体代表依次致辞后，分列
式开始。受阅部队在一面面战旗的引领
下，阔步通过检阅台，向台上首长行注
目礼。当阅兵首长高呼“发扬南昌暴动
的精神”等口号时，受阅指战员以洪亮
的声音齐声复诵，将活动推向高潮。

1933年的瑞金“八一”阅兵
胡遵远

1947 年 6 月，解放军晋察冀野
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配合东
北作战，不使敌人向东北增援”的指
示，集中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炮
兵旅、冀中军区、察哈尔军区部队各
一部，在山东渤海军区部队一部配合
下，发起青县、沧县战役。

6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
分由平山、灵寿、行唐、曲阳等地区
出发，到达集结地域。青县、沧县等
地的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迅
速建立起支前指挥部，组织了担架
队、运输队，赶赴前线，为子弟兵修
路搭桥，抢救伤员，转运物资。部分
支前群众在解放军的协助下，把从青
县、沧县到静海铁路铁轨全部卸掉，
切断了天津敌人利用铁路进行快速支
援青沧的通道。

与此同时，野战军侦察部队化装
侦察，对青县、沧县等地的地形和守
敌的布防进行了详细侦察，野战军首
长据此制定了作战方案。按照部署，
第二纵队和渤海一军分区所属十八、

十九两个团及沧县独立团负责围歼沧
县县城和捷地镇守敌；第三纵队负责
攻歼青县守敌，并以一定兵力扫清静
海以南陈官屯、唐官屯、马厂沿线敌
人，同时阻击天津南援之敌；第四纵
队负责攻打兴济、姚官屯，并负责截
歼沧县北逃之敌。

12日，青沧战役正式打响。解
放军参战各部同时出动，对各自既定
目标发起猛烈攻击。战斗开始后不
久，解放军就攻克了马官屯、高官屯
据点数十处，迫使敌人退往青县、沧
县两城和兴济镇等地。

13日至14日，解放军各主攻部
队冒雨发起进攻。三纵攻击青县县城
外敌人工事时，敌人躲在宽阔的水壕
对岸，向解放军疯狂射击。三纵指战
员立即调整战术，选派水性好的战士
沿水壕寻找敌人防御的薄弱点，悄悄
渡过，从后面包抄敌人。在前后夹击
之下，敌人终于不支，放弃水壕阵
地。三纵战士们奋勇追击，很快攻破
青县县城城关。13日夜，三纵用山

炮抵近轰击城墙上的敌人阵地，然后将
城门炸开，突入城内，与守敌展开激烈
巷战，于14日凌晨占领青县县城。天
亮后，一伙敌人突围逃跑，解放军追击
80余里，将逃跑之敌300余人全歼于沧
县以北地区。

13日，第四纵队在对兴济镇进行
试探性进攻后，迅速做出调整，派突击
队从工事较为薄弱的镇西北角冲入镇
内，不久，北门、西南角也相继被攻
克。14日黄昏，该镇守敌除 3人侥幸
逃脱外，被解放军全歼。

13日晚，二纵首长进一步勘察了
沧县县城的地形，修订了部分攻城部
署。当夜各攻城部队迅速进入攻城准备
位置，组织了火力、爆破、突击三结合
的攻城战斗编组，研究制定了火力掩
护、云梯、架梯、投掷手雷与突击队登
城密切协同的方法，检查准备了攻城器
材，做好了攻城的一切准备。14日19
时，对沧县县城的总攻开始了。经过猛
烈炮击，在城墙上的碉堡基本上被摧
毁。城内守敌见势不妙，连忙关闭城

门，被关在城外阵地的敌人纷纷缴械投
降。此时突降暴雨，突击队员冒雨奋勇
攻城。他们用铡刀砍开三道铁丝网，渡
过壕沟，冲到城墙下。因下雨导致土质
松软，突击队的梯子多次发生侧倒，突
击连战士们随即改搭人梯，仅用13分
钟就全部登城，消灭了反扑的敌人，巩
固了突破口。

不久，各部相继突破城垣，和城内
守敌展开激烈巷战，逐渐向纵深发展，
最后将残敌压迫至天齐庙、药王庙和东
门制高点。15日清晨，捷地镇守敌被
全歼的消息传来，攻城部队精神大振。
激战至15时，城内守敌被解放军尽数
消灭。部分守敌出东门向东南逃窜。解
放军不顾道路泥泞，直追80里，在沧
县城郊将这伙敌人全部俘虏。

与此同时，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及
第十军分区部队攻占永清县城，毙伤守
敌1500余人；第八军分区部队攻克天
津西南王口镇；察哈尔军区独立第四旅
攻克平汉线之高碑店等地；渤海军区部
队攻克天津以南大里八口等地。

15日，青沧战役结束。此役解放
军共歼敌1.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46
门，轻、重机枪 320 挺，掷弹筒 87
个，各类枪支 10831 支，子弹 43.7 万
余发，火车一列，军用物品若干，解放
青县、沧县、永清3座县城，使冀中和
渤海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力地策应
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势作战。

晋察冀野战军青、沧歼敌
贾晓明

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后，八路
军第一一五师的一部 2000余人，在
聂荣臻率领下展开游击战争。他充分
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
党和政权的建设，1937年11月，建
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
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
游击战争的进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进一步扩大，很快成为华北敌后最大
的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5 月平山团 （三五九旅
七一八团） 开赴晋察冀根据地，连
战连捷。1939 年 5 月，平山团和兄
弟部队密切配合，取得了著名的上
下细腰涧大捷，全歼被围日军。聂
荣臻给七一八团拟写了嘉勉令 《永
远 保 持 并 发 扬 平 山 团 的 光 荣》：

“……你们是平山子弟的优秀武装，
边区子弟的优秀武装，你们是太行
山上铁的子弟兵，你们在战斗中锻
炼得更加坚强。你们要永远保持和
发扬你们的光荣传统，永远成为军
区八路军的模范部队，成为捍卫民
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
平山子弟兵。”有研究指出，这是

“子弟兵”一词首次用于称呼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1939 年底，晋察冀根据地冬季
反“扫荡”战役取得胜利，击毙了
侵华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
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发来
贺电，全国报刊纷纷报道，全国抗战
热情更加高涨。聂荣臻在中共中央晋
察冀分局机关报 《抗敌报》 上复信指
出，晋察冀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
城，是“全边区父老和‘子弟兵’的
血肉所创造出来的”。

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于1940年春
到晋察冀考察后撰写了《华北敌后——
晋察冀》 一书，书中写道：“‘子弟
兵’是老百姓的儿子，是在晋察冀生了
根的抗日军。”后来，为表彰作战勇敢
的八路军指战员，晋察冀边区还特别设
定了“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

1938 年 1 月，《抗敌报》 增出一
份周刊 《抗敌副刊》，不久改名为
《抗敌三日刊》，这份报纸成为晋察冀
军区政治部的机关报。1941 年 1 月，
经聂荣臻倡议，《抗敌三日刊》 改用
《子弟兵》 报的名称。《子弟兵》 报迅
速成为晋察冀边区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教育等事业方面极为重要
的宣传鼓动工具和八路军指战员交流
战斗经验的平台，对巩固和提高部队
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广大干
部战士以及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喜爱，

“子弟兵”的称谓也更加深入人心，
并迅速传遍了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
据地。

“子弟兵”称谓诞生于晋察冀
吴小龙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侵占莒县
县城。莒县地处鲁中和滨海接合部，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伪先后在莒县
县城城南的借庄等地修筑据点，派兵
驻守。1941年1月，共产党领导的
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为适应对
敌斗争的需要，在莒南县浔河以北、
泰石路以南地区，成立了中共莒中县
委和莒中行署。

中共莒中县委成立后，带领莒中
人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
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从1944年开始，莒中县抗日军
民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对日伪展开局
部反攻，莒中独立营先后发动春季、
夏季攻势，对日伪军进行了一系列沉
重打击。7月下旬，莒中独立营决定
拔除敌人的借庄据点。借庄据点位于
莒城南10里，驻有伪保安大队一个
主力中队 160 人。据点四角建有碉
堡，中间有中心炮楼。周围设3条战
壕，布有铁丝网、鹿砦等，火力配备
较强，有掷弹筒，轻、重机枪等武
器。此次战斗，独立营领导命令五连
担任主攻，二连在莒城援敌的必经之
路——沭河南岸的官河口村打援，四
连在小岭村作预备队。战斗打响后，
五连很快扫清外围阵地，逼近炮楼，
准备强攻。这时，驻莒城的日伪军得
到消息后派援兵南下，却没有渡过沭
河，进入二连设在官河口的阵地，乘
汽艇顺河南下，在接近借庄据点的地
方上岸。小岭村的四连得到消息，立
即前往阻击，援敌分兵一部和四连纠
缠，其余敌人绕过四连阵地，继续向

借庄据点进犯。考虑到正在围攻借庄村
据点的五连可能遭到敌人的两面夹击，
为减少损失，独立营领导命令五连撤出
战斗。

一打借庄后，莒中独立营召开会
议，总结了第一次借庄战斗的经验教
训，经过周密的部署，决定进行第二
次攻打借庄据点。1944 年 8 月 19 日
夜，独立营动员 5 个连的兵力，在民
兵的配合下，将借庄据点包围起来，
同时切断了敌人对外联系的电话线。
围困期间，莒中独立营稳扎稳打，逐
步攻克了敌人的外围工事，填平了壕
沟，并组织神枪手，对敌人据点实施
封锁，搞得守敌片刻得不到安宁，战
斗力锐减。

由于电话线被切断，莒城敌人在
21日才出兵增援。当日，莒城伪军出
动几百人增援借庄，由于沭河河道被封
锁，敌人只能采取渡河作战，被打援部
队击退。第二天，莒城日军加入战斗，
又被击退。第三天，日伪军拼凑1000
余人企图强渡沭河。莒中独立营坚守河
岸，沉着应战。敌人进攻了4个小时，
始终不能渡过沭河。

与此同时，莒中独立营攻坚部队已
经将地道挖到了借庄据点的围墙下面。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爆破队多点同时
起爆，将碉堡和围墙炸毁，突击队从缺
口同时冲入围墙。残敌逃到中心炮楼顽
抗。爆破队在火力掩护下，又将中心炮
楼的地基炸出一个大洞，一层敌人死伤
惨重。突击队乘势冲入炮楼，全歼了残
敌，取得了二打借庄的胜利。莒城援敌
得到消息后，只得仓皇逃走。

莒中独立营两打借庄
徐轶

一打银集

1947 年 3 月初，淮南第二支队
到达淮宝地区的黄庄一带，与先期进
入淮宝并打开岔河以南地区局面的杨
效椿支队会师。3月中旬，淮南二支
队和杨效椿支队并肩作战，摧毁了敌
人多处地方政权，并击溃盱眙、天长
两县保安大队的进犯。淮南群众得到
消息后奔走相告，高兴地说：“新四
军打回淮南来了！”

1947 年 4 月，杨效椿主持召开
干部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参
加会议的高宝干部在分析淮南敌情
后，提出到小河东建立根据地的建
议。其理由是：第一，小河东是水网
地区，外有大湖相隔，内有大批芦苇
滩，国民党军大部队展不开，有利于
小股武装打游击；第二，小河东离高
邮、宝应、天长、盱眙等国民党统治
的县城都比较远，是其统治薄弱地
区，而人民子弟兵在那里有多年的群
众工作基础，容易生根立足；第三，
小河东背靠淮宝，一旦情况危急，随
时可以转移，进退都比较方便。杨效
椿采纳此意见，决定拿下小河东，建
立区乡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地。
4月下旬，杨效椿率部队乘船东下，
在宝应湖与三河沿岸活动，为进军小
河东做准备。

当时，银集镇是小河东地区的重
镇，由国民党军的渔警队驻防。杨效
椿认为：进军小河东，必须歼灭渔警
队。根据侦察员提供的情报，杨效椿
等决定带领一个营与淮南第二支队担
任主攻，对银集镇发动夜袭。5月18
日夜，参战部队悄悄渡过三河，登上
银集西北的河堤，消灭了敌人岗哨
后，向敌渔警队发起了突然进攻，将
其全歼。为乘胜扩大战果，部队随后
连夜乘船进军塔集，于第二天拂晓向
敌人塔集乡公所发起进攻，击溃塔集
乡守敌。

敌人得到消息后，派出一个加强
连向塔集进犯。杨效椿等人分析了敌
情，决定利用“国民党军不明就里，
以伏击战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经过
部署，决定由陈立富、徐征发带领部

分指战员于敌人前来的路上设伏，消
灭这股敌人。此战共击毙敌连长以下
39人，俘敌副营长以下50余人，缴
获各类枪支 80 余支以及一批弹药、
军需物资。

杨效椿等率部一举歼灭国民党军
一个渔警队和两个工兵排，震动了整
个小河东。国民党自卫队、还乡团闻
风丧胆，没有正规军的配合，轻易不
敢外出。杨效椿等随即利用这一有利
形势，一面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税乃
至惩奸复仇、分粮分物等各种斗争；
一面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国民党
基层政权和反动武装。

经过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杨
效椿等初步在小河东北部站住了脚，
建立起北湖、银涂两个区和部分乡政
权 以 及 民 兵 、 农 会 等 群 众 组 织 。
1947 年 7 月，李世农、魏然从山东
率领部分武装和一批地方干部到达淮
宝地区，遵照中共华东局决定建立了
淮南工委和淮南支队，由李世农任淮
南工委书记兼支队政委，杨效椿任淮
南支队司令员。

二打银集

淮南支队收复小河东地区，让敌
人万分惊恐。1947年 9月15日，国
民党军成立“高宝湖清剿指挥部”，
出动正规军一个团及周边各县的保安
队，乘坐炮艇、汽艇“清剿”小河东
地区。

淮南支队利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
敌人周旋，坚持斗争，使国民党军受
到重大损失。敌人“清剿”了4天，
根本无法发现淮南支队主力，只得在
银集留下部分部队后，撤出小河东。

淮南支队决定二打银集。9月20
日晚，淮南支队一个营的部队乘船从
应集出发，渡过三河，兵分三路秘密接
近银集。21日黎明时分，部队发起攻
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得退入

镇内，集中优势火力向淮南支队疯狂扫
射。相持到上午9时左右，守敌突然开
始疯狂反扑。支队通过审讯俘虏得知，
敌人的一个团正向银集赶来增援！敌强
我弱，支队领导立即命令部队撤退。

二打银集战斗后，淮南支队开始外
围作战，中共高宝县委组成北湖、银涂、
闵塔三支武工队，分别进入宝应湖，坚持
内线斗争。面对国民党军的封锁，高宝
县委带领武工队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在
一望无边的芦苇荡中上整整坚持了三个
月，不仅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还利
用芦苇荡的有利条件开展“麻雀战”。在
敌人正规军疏于防备之际，武工队就会
上岸袭击敌人的地方武装，严惩那些作
恶多端、民愤较大的国民党乡保长、恶霸
地主。搞得国民党军一夜数惊，疲于奔
命。有一次，高宝县委得到群众报告说，
国民党宝应县保安七纵队头目焦德富晚
上要到唐港陈家桥过夜，于是派武工队
于当晚前往陈家桥的路上埋伏，一举擒
获了焦德富和他的卫队。

三打银集

1947年10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旅政委李世焱率第
一〇〇团挺进淮南。11月中旬，一〇
〇团渡过运河，进入淮宝地区，和淮南
支队取得了联系。双方在仁和镇召开会
议，讨论此后的对敌斗争方向。有同志
提出，应该向黎城守敌发起进攻。但也
有同志认为：先打黎城，不仅会惊动天
长、盱眙的国民党守军，而且在淮南西
部山区国民党军控制比较严密，不易立
足；而小河东地区仅驻有国民党地方武
装，兵力比较单薄，较为强大的据点只
有银集，如能一举攻克银集，就等于拿
下整个小河东，形成收复整个淮南的

“前进基地”。
会议通过了攻打银集的方案，并决

定由一〇〇团和淮南支队三营主攻银
集，淮南支队主力负责扫清塔集、闵桥

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会议后，淮南
支队立即行动，一面派人侦察银集的军
情，地形、工事等情况，一面组织淮宝
地区的支前民工与船员，做好一切准备
工作。

12月10日夜，一〇〇团团长率一
〇〇团、淮南支队三营从淮宝南宁区出
发，乘坐100多艘民船，顺利渡过了三
河。攻击部队按预定方案迅速展开，迅
速完成了对银集据点的包围。

当时，驻守银集的是国民党宝应县
保安队的1个加强中队。解放军包围银
集后，据点里的敌人虽然发现了“动
静”，却以为是小股“土共”再次前来
骚扰。一〇〇团各连立即趁夜发起进
攻，很快夺取了敌人的外围工事。

直到第二天天亮，守敌才发现是解
放军的正规军对他们发起进攻，于是一
面拼命向临近的敌人求援，一面用机枪
不停地向解放军阵地扫射。一〇〇团指
挥员立即命令炮兵连集中火力向敌人轰
击，很快炸毁了敌人的三座炮楼。

12 日凌晨 3 时，一〇〇团和淮南
支队三营对敌人发起总攻。四连首先对
东街实施冲击，准备开辟出一条通往核
心工事的道路。敌保安队全部退至地
堡，用机枪、卡宾枪连续射击，企图阻
止解放军前进的道路。淮南支队三营组
织一个突击排，在机枪的掩护下，快速
接近敌人的地堡，向里面投掷集束手榴
弹和炸药包，打哑了敌人的多挺机枪，
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通道。

黎明前，一〇〇团和淮南支队三营
结束了战斗。此次战斗，解放军共击毙
保安队200多人，俘获150多人，整个
中队无一漏网，武器弹药全部被缴获。

三打银集战斗的胜利，使解放军在
小河东地区获得了巩固的基地和可靠的
后方，为此后恢复整个淮南根据地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一〇〇团和淮南
支队连续作战，相继收复了大片地区。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
政协）

淮南支队三打银集
姜瑞荣

1946 年 12 月 ， 中 共 华 东
局、华东军区决定恢复淮南根
据地。1947 年 1 月，华野十二
纵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杨效椿
奉命率领两个营的部队，从鲁
南打回淮南，深入敌后，开展
游击战争，横扫土顽武装，摧
毁敌人的地方政权，很快打开
了局面，并在兄弟部队的支援
下组建了淮南支队。淮南支队
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通过
和敌人的反复争夺，取得了一
系列胜利，最终驱除守敌，恢
复了大片淮南解放区。本文记
述的就是这一时期淮南支队三
打银集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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