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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为配合山东解放区
军民反“扫荡”作战、扩大解放区，八
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乘日军收缩兵力、
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沿线守备薄
弱之机，决定集中3个军分区主力、1
个军分区一部及地方武装，在鲁西地
区发起东平战役。其中，八分区为中
央纵队，由七团、五团和六团一部及
地方武装组成，由司令员曾思玉、政委
段君毅、副司令员何光宇指挥，负责收
复东平城，以一部分兵力打击济宁、汶
上来援之敌。中央纵队于5月11日在
商老庄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详
细的战斗部署。

5 月 18 日凌晨，担任主攻任务
的七团各营和八分区特务连、公安
连、炮兵连及九分区山炮连向东平县
城发动攻击。原准备由打入敌人内部
的地下工作者接应攻城部队从南门袭
入，因情况变化，改由七团一营从南
门西侧登城。一营突击队很快登上城
墙，消灭了守城的敌人，并迅速打开
了南门。

攻城各部队相继入城后，迅速击
溃城内敌人的抵抗，向纵深发展。天
亮后，七团一营包围了伪山东省警备
大队；三营直插城东北角，包围了日
军炮楼；二营包围了伪县政府、伪县
警备队和伪新民会。

经过激烈战斗，至当天中午，八路
军入城部队全歼了所有伪军。由于拥有
强大火力的日军困守在炮楼里负隅顽
抗，三营决定先修筑掩体、战壕，以掩
护即将到来的进攻。日军发现了八路军
的土工作业，不断使用各种武器对三营
进行射击。为了回击日军的骚扰，八路
军使用了缴获的日制 99 式狙击步枪，
封锁日军炮楼的射击孔，有效地掩护了
部队的活动。

19日17时30分，包围日军的三营
重新布置兵力，由八连、九连在日军炮
楼的东北角、东南角发起佯攻。敌人慌
忙将火力集中到东北角、东南方向。趁
此时机，七连通过掩体、战壕隐蔽接近
敌人炮楼，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突然
发起进攻，很快炸开了炮楼西北角，冲
入炮楼。经过激烈战斗，顽抗的日军被
八路军全歼。

此次战役，八路军解放了东平县
城，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缴获迫击
炮 1 门，掷弹筒 11 个，轻机枪 30 余
挺，重机枪 2 挺，长短枪 2000 余支，
汽车 1 辆，战马 30 匹，粮食百万余
斤。支前的群众迅速将东平县城城墙
和敌人修筑的阵地全部拆除。

与此同时，冀鲁豫军区其他军分区
部队也对敌人发起反攻，消灭了大批敌
人。至24日东平战役结束。

八路军克复东平县城
常红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二野战
军及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和两广纵
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等部
队在广东省境内向国民党军发动进
攻，打响了解放广东的战役。

当时，国民党广东守军还有11
个军约15万人，由余汉谋指挥，在
粤汉路韶关至广州沿线布防。

9 月 29 日，解放军第十五兵团
第四十三军由江西南康出发，经大
庾、南雄、始兴，向翁源进发。其
先头部队第一二七师到达始兴时，
得悉翁源的守敌已南逃，于 10 月 6
日进抵翁源，与粤赣湘边纵队北江
第一支队汇合。

10 月 7 日，一二七师侦察连抓
到两个俘虏。在审讯俘虏后得知，
佛冈县、花县有国民党一〇三师三
〇七团驻守。该团自称“钢铁团”，
有 2000余人，全部美式装备，已占
领佛冈河两岸山地，并在山地上构
筑了较坚固的工事和地堡，企图在

此阻止解放军前进。
鉴于佛冈是敌人在广州外围的重

要据点，距广州仅100多公里，师首
长在向军部报告后，立即命令部队跑
步急行军向佛冈挺进，以最快的速度
消灭守敌，打开南下的道路。

10 日下午，一二七师到达佛
冈。师团主要指挥员在警卫连及骑
兵侦察排的掩护下，接近敌人阵
地，仔细观察了地形。随后，师首
长进行了战斗部署，命令各团在地
方游击队和群众的配合下，迅速对
守敌进行分割包围；同时命令各团
在完成包围后，要予以坚决消灭，
绝不能让敌人漏网。此时，敌人也
发现了解放军逼近，因天已黑，未
敢轻举妄动。

11 日上午 9 时，一二七师各团
均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按照既定部
署向各自的目标发起了猛攻。敌人
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在各个阵地上，
利用工事进行顽抗。战不多时，解

放军各部均取得了进展:三七九团攻下
城东一处敌人阵地，歼敌 1 个加强
连；三八一团已冲入佛冈县城老城并
消灭守敌；三八〇团也攻克城西的一
处高地，歼敌1个排。

此时，解放军向敌主要阵地发起
政治攻势，宣讲解放军的俘虏政策，
劝他们要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敌人
为了获得喘息时间，使出“诈降计”:
在主阵地打出了白旗，并喊话要求解
放军写下谈判条件的书信，派代表带
上山。解放军为了表达诚意，派俘虏
带信上山。敌人却迟迟不做答复，故
意拖延时间。不久，广州的敌军派飞
机前来支援，向解放军阵地投掷炸
弹，并用机枪反复扫射。守敌得到空
中支援后，露出本来面目，拼命顽
抗，并用隐藏的迫击炮居高临下向解
放军疯狂发射炮弹。

鉴于炮兵部队尚未赶到，师首长
命令部队围而不攻，做好再次进攻的
准备。10时左右，一二七师炮兵营和

兄弟部队支援的炮兵部队相继赶到，
在听取了敌情、地形等情况介绍后，
立即架起大炮，并校准方位。

随着师首长一声令下，总攻开始
了。解放军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很
快摧毁了大部分敌人工事。敌人只得
拉出迫击炮还击，结果很快被解放军
观察员锁定了准确位置。随着几声巨
响，敌人的迫击炮全部“报销”了。

在炮火的支援下，一二七师开始
了冲锋。很快突破了敌人的所有外围
阵地，一举攻克了佛冈县城和城南的
佛冈村，将残敌团团包围在核心工事
里。炮兵部队也迅速将山炮向前移
动，实施抵近射击，很快摧毁了敌人
在主阵地上设置的碉堡。解放军攻击
部队跟着冲入敌人主阵地，和敌人展
开白刃战，敌团长见大势已去，化装
逃走。到17时，解放军完全夺取了敌
人的阵地。

解放军指战员随即展开了追击，
很快，在逃的敌团长以下官兵80余人
被活捉。小坑、梅村一带的敌人突围
不成，只得向小坑附近的高地逃窜。
解放军乘胜追击，于当夜将该高地包
围。12日拂晓，解放军发起进攻，不
到1个小时，将残敌尽数歼灭。

此次战斗，一二七师毙伤敌人500
余人，俘敌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
千余支及大量的弹药和大批军用物资。

一二七师痛歼国民党军“钢铁团”
贾晓明

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实
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
航运业先驱，民生公司创始人，被
誉为“中国船王”。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
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
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
时，对嘉陵江三峡地区进行乡村建
设实验。

该地煤矿蕴藏丰富，为求进一
步发展，当地煤矿主打算成立一个
新型的大企业。于是在 1933年 6月
正式成立了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
司，推选卢作孚为董事长。卢作孚
上任后，立即引进了现代化的设备
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使煤矿开采和
经营均取得了较大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后撤重
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 10 万
吨屯集在宜昌无法运走。卢作孚集
中全部民生公司船只和大部分业务
人员，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昼夜
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
过 40 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
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
了四川，史称“宜昌大撤退”。为了
加强大后方煤矿工业建设，卢作孚
请求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
灏安排一个内迁煤矿与天府合作。
翁派孙越崎与卢商定：由中福煤矿
公司与天府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合
并，于1938年成立天府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卢作孚为董事长，孙越
崎为总经理。在原中福公司的帮助
下，卢作孚大力推行机械化采煤，
生产直线上升，运输水(嘉陵江)陆

(北川铁路)并进，销路以重庆为中心
遍布各地。大后方各地的电力、自来
水、工厂生产、轮船行驶等多依靠天
府公司供应的煤炭。

卢作孚在北碚原设有一个三峡布
厂。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成纺织印染
公司在汉口将机器织布机 230 台全数
交由民生公司运至重庆。同时汉口
的隆昌布厂也迁来重庆。卢作孚多
方做工作，最终促成大成、隆昌、
三峡三厂于 1938 年合并成立大明染
织股份有限公司，以卢作孚为董事
长。由于采用机械化生产，又采用国
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该公司营业
额蒸蒸日上，所产“大明蓝”畅销整
个西南地区。

1927年卢作孚任峡防局长时，北
碚还很荒凉，一条溪沟直通嘉陵江，把
土地分为两块，导致交通不畅。雨季嘉
陵江涨水时，江水还会倒灌入溪沟，泛
滥成灾；江水退去后，溪沟内的积水还
会滋生大量蚊蝇。卢作孚上任后，立即
发动群众填平溪沟。此后，他在这里修
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
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
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
各种学校，更率先铺设了乡村电话网络
……到1938年，北碚被称为“平地涌
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卢作孚也被称
为“北碚之父”。

有人为了表扬卢作孚在上述三项事
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就把天府公司的

“天”、大明公司的“明”和北碚的
“北”（当地人“北”的发音和“白”相
近）三个字拼凑在一起，“发明”了一句
歇后语：卢作孚的事业——天明白。

“卢作孚的事业——天明白”
黄宗慈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山东
省定陶县，定陶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
勇敢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随着抗战
形势的发展，定陶人民武装力量不断
壮大。

1939 年，敌人为封锁鲁西南抗
日根据地，从菏泽经定陶至曹县公路
以西挖了一条大封锁沟，还修了很多
岗楼。当时，日伪在河南王村设了一
个据点，里面盘踞着一个班的日军和
伪军一个中队以及当地的部分汉奸。
为了给驻在菏泽的日军提供军粮，河
南王村据点的日伪军经常到周边村落
抢粮，当地群众在中共党组织、八路
军的领导下，与这伙敌人开展了坚决
斗争。

1944 年 9 月，八路军鲁西南军
分区和定陶地方武装根据上级指示，
对敌人交通线和据点发起秋季攻势作
战，在定陶西部地区接连拔掉10多
个日伪据点，仅剩下河南王村的一个
据点还在敌人手中。

河南王村据点的敌人武器精良，
由于多年经营，该据点的炮楼坚固，
四周还设有碉堡和铁丝网、壕沟和地
雷阵，当时八路军没有重武器，可谓
易守难攻。

河南王村据点附近有一个叫吕沟
的大村，是鲁西南的抗日模范村，该
村民兵与这个据点里的敌人斗争多
年。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据点内敌
人得到八路军连战连捷的消息后已经

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为了防止八路军
发动突袭，经常强迫伪军化装成老百
姓外出打探消息。军分区首长得到这个
情报后，在吕沟民兵的建议下，决定效
法《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增灶退敌”
的故事，智取敌人据点。

10月初的一天下午，民兵发现河
南王村据点附近的村庄有形迹可疑的

“小商贩”出没。不久，军分区独立团
部分骑兵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该
村，并召集附近8个村的村干部在此开
会。会上，独立团战士们传达军分区指
示：当日晚上攻打河南王村据点，并号
召8个村的群众踊跃支前，除组织担架
队、运输队外，当日下午8个村至少还
要准备600锅小米饭，等大部队进村后
食用。

由于会议是公开的，进入村里的
“小商贩”也“旁听”了会议的内容。
不等会议结束，“小商贩”就一溜烟地
跑回了河南王村据点，向守敌头目做了
报告。当守敌头目听到八路军进攻部队
一顿要吃600锅小米饭时，顿时被吓得
惊慌失措——因为据此估算，八路军来
攻打据点的部队可能有几千人！于是日
军头目慌忙命令守敌放弃据点，于当日
下午向菏泽方向逃走。

就这样，被日伪盘踞达5年之久的
河南王村坚固据点，被鲁西南抗日军民
兵不血刃地夺取了。第二天，抗日军民
携带工具进入无人把守的敌据点，仅用
半天时间就将其铲平。

鲁西南抗日军民智取敌据点
王贞勤

土地革命军：诞生于弋横暴动中

1927 年 8 月底，在江西吉安地
区领导农民运动的方志敏秘密回到家
乡弋阳，联络从南昌潜回弋阳、横峰
地区的党的骨干邵式平、黄道等人，
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秘密的农民革命
团体，筹备武装暴动。经过艰苦的工
作，很快在弋阳的八区、九区和横峰
的三区、五区建立了20多个中共支
部。9月，中共弋阳区委和横峰区委
成立，分别由方志敏、黄道任书记。
与此同时，在弋阳九区建立了20余
个农民革命团，作为发动农民群众举
行武装暴动的组织。

9 月下旬，方志敏从弋阳赴鄱
阳，参加中共鄱阳县委和赣东北各县
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江西省委
关于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会
后，方志敏返回弋阳，召开干部会
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准备秋收暴
动，计划先攻下弋阳县城，把弋阳作
为根据地，并以大革命时期保存下来
的12支枪和从鄱阳筹集的10支枪为
基础，建立了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作
为发动暴动的武装骨干。

1928年1月2日，中共江西省横
峰区委书记方志敏根据中共中央八七
会议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
针，在江西省弋阳县窑头村召集弋
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5县共
产党员代表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
全省和信江地区的形势，认为全面暴
动虽无可能，然而部分地区暴动则是
完全可行的。会议决定发动农民举行
年关起义，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书记兼
暴动总指挥，邵式平、黄道等为委员
的5县工作委员会领导起义。共产党
员邵棠以贵溪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
共5县党员联席会议，当选为5县工
委委员，并受命返回贵溪周坊，组织
革命队伍，准备武装暴动。

会后，弋阳、横峰地区农民在工
作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抗租抗债斗
争，迅速组成 80 多个农民革命团。

旧历年关迫近之时，农民革命团在横
峰县娄底蓝家村解除了国民党县政府
警察的武装，拉开了弋横起义的序
幕。接着，弋阳县漆工镇、邵家坂和
横峰县青板桥、葛源等地的农民立即
举行起义，数日内起义区域扩大到纵
横各50余公里，一个月之内，参加
暴动的农民达七八万人。起义后，成
立了中共弋阳中心县委，并组成土地
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
第一连；5月，弋阳、横峰分别建立
县苏维埃政府；6月，土地革命军在
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转移到磨
盘山地区，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
争。弋横起义中诞生的土地革命军，
为后来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和创
建赣东北苏区奠定了基础。

贵溪游击队：周坊暴动的先锋

1928年6月底，在弋阳、横峰两
县交界的方胜峰，方志敏主持召开了

“方胜峰”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加
强贵溪革命工作的领导，由黄道同志
前往贵溪，发展党的组织和农会组
织，组织开展贵溪农民革命武装暴
动，建立新的贵余万革命根据地，打
破敌人对弋横革命根据地的包围。

1928 年 7 月初，受中共弋阳、
横峰两县县委联席会议的委派，黄道
来到贵溪周坊不远处的白沙岗，在与
周坊党组织负责人邵棠等取得联系
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秘密的革
命串连活动。1929年3月，经信江特
委批准，中共贵溪县委成立，由黄道
任县委书记。方志敏、邵式平等也先
后来到周坊，听取黄道汇报，增派部
分同志来周坊工作。

在黄道等的努力下，贵溪县、余
江县北部地区农民革命的快速发展，
迫切需要组成有武装的农民组织，以
抵抗地主豪绅收买地痞流氓组成的挨
户团（又称梭镖队）的袭扰，并为农
民暴动取得成功提供武装保障。为适
应革命斗争的需要，1929 年 4 月，
黄道等派人从弋阳苏区等地弄来6支

步枪，在周坊村太上峰庙里秘密建立贵
溪游击队，由罗鸣皋负责，组织吕良
生、华喜长等16名有阶级觉悟的进步
青年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黄道亲临讲
授革命道理，传授弋横暴动经验，教育
游击队员坚定革命信念。不久，又组织
起多个农民革命团，并成立了暴动指挥
部，由黄道担任总指挥。

1929 年 6 月 3 日，邵棠被敌人逮
捕、杀害。消息传来，周坊及周边群众
怒不可遏，纷纷要求暴动。6日晚，贵
溪游击队员和农民革命团成员在黄道等
的领导下，将当地欺压农民的多名恶霸
地主处死，焚烧田契、借据和账簿，没
收地主豪绅财产并分给农民，揭开周坊
暴动的序幕。贵溪游击队和农民革命团
乘胜出击，一举打垮了当地地主武装
——神前团练，成立周坊苏维埃政权。
周坊暴动的成功震动了贵溪全县，贵溪
北部等地的土地革命斗争也从此由秘密
转为公开。

红七连：为开辟、保卫苏区而战

周坊暴动的成功，激发了贵余万地
区贫苦群众的斗志，群起响应。这使国
民党和贵溪的土豪劣绅惊恐万分，
1929年7月中旬，国民党贵溪当局派县
靖卫团团长翁志高率靖卫团和警察队向
周坊进犯。

中共贵溪县委书记黄道在收到翁志
高私人秘书刘臣益（共产党员）传出的
情报后，立即部署了迎敌之策：一方面
派人到弋阳县苏区向方志敏请求援军；
另一方面采取避实击虚战术，将周坊村
青壮年农民集中到山上进行战斗准备，
村内只留老人和妇女诱敌深入。

当翁志高指挥靖卫团和警察队攻入
周坊时，却没有碰到贵溪游击队和农民
革命团的抵抗。翁志高并不死心，决定
偷袭桃源胡家。7月 17日凌晨，翁志
高率队摸到桃源胡家，仍然一无所获。
两次扑空，翁志高仍不肯罢休，决定第
二天围山“清剿”贵溪游击队和周坊农
民革命团。此时忙乎一早上而又饥肠辘
辘的靖卫团士兵和警察们纷纷要求吃早

餐，翁志高只好答应。正当他们狼吞虎
咽的时候，由匡龙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
军江西独立第一团的战士和贵溪游击
队、农民革命团千余人突然冲进村子。
靖卫团和警察队被打得丢下枪支弹药四
散逃命，翁志高被当场活捉。

1929年8月11日，贵溪县苏维埃
政府成立，同时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江西
独立第一团第七连成立，有步枪 30
支，战士36名，匡龙海任连长，并在
周坊村太上峰庙里举行建连大会。黄道
出席会议并讲话，同时宣布六条军纪：
(1)严守秘密；(2)遵守纪律；(3)牺牲个
人；(4)服从命令；(5)服从组织分配；
(6)永不叛党，永不忘共产党。由贵溪
游击队发展而来的红七连，担负起配合
农民暴动、开辟贵(溪)余(江)万(年)苏
区、保卫人民劳动成果的任务，先后经
历了李婆桥、何家大桥、朱岭、江家等
战斗洗礼，迅速成长为赣东北红军的重
要组成部分。

红八连：编入主力部队

随着时机成熟，贵余万边区三县农
村广大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
建农民革命团，向国民党当局和土豪劣
绅发起武装斗争。为扩大胜利果实，方
志敏等选派一批干部分赴余江、万年，
发动群众，红七连还调到万年，配合坞
头农民暴动。到1930年春，贵溪信江
以北和余江、万年周围60公里的村庄
相继起义成功并建立了县、区、乡、村
四级苏维埃政权。

1929年9月，国民党军十八师纠集
贵溪、余江、万年三县靖卫团、警察队
对这块新生的苏区进行“围剿”，方志
敏、邵式平率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
一团一、二、三、七连的红军开展反

“围剿”斗争。
10月的一天上午，红军由三板桥

出发，迅速向周坊挺进，对驻扎在关王
殿的敌人发起突然进攻，将这股敌人消
灭。关王殿胜利，是工农红军江西独立
一团第一次歼敌正规军一个整连，毙敌
60余人，俘虏 29人，缴获步枪 67支、
水冷式重机枪1挺和4箱机枪子弹（这
是赣东北红军第一次夺得机关枪）。

在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的亲自指
挥下，贵余万暴动取得了全面胜利。随
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纷纷要求加入
红军；同时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部队
手中缴获的枪支弹药也不断增加。经方
志敏、邵式平等人研究决定，于1929年
12月17日，在贵溪县标溪汪家组建中
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一团第八连，由
黄立贵任连长，有步枪 40 余支，战士
120人。

1930 年 1 月 1 日，中国工农红军
江西独立第一团在弋阳县余家仓扩
编，团长为匡龙海，下属 6 个步兵
连，1 个机关枪连，拥有步枪 400 余
支，驳壳枪20余支，机关枪1挺。遵
照中共赣东北特委的指示，红七连、
红八连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
一团中，成为赣东北红军的骨干力量
之一。不久，红七连、红八连编入红
十军，成为一支威震敌胆的红军劲
旅，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江西省鹰潭市政协）

诞生于赣东北革命烽火中的红军劲旅
况建军

1927 年 冬 至 1930 年
夏，在共产党人方志敏 、
邵 式 平 、 黄 道 等 的 领 导
下，贵(溪)余(江)万(年)边
区广大贫苦农民，举行了
震 惊 赣 东 北 的 贵 余 万 暴
动 。 这 次 暴 动 ， 是 继 弋

（阳） 横 （峰） 暴 动 之
后，在赣东北持续时间最
长、范围最广、参加人数
最多、革命声势最大的一
次暴动。它不仅粉碎了国
民党反动派对弋横苏区的

“进剿”，开辟了纵横百余
里的红色区域，促进了赣
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
建；也极大地发展了红军
队伍，多支劲旅由此诞生。

红七连队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