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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1924 年 11 月 20 日，黄埔
军校组建了教导团，校长蒋介
石、党代表廖仲恺任命军校战
术总教官何应钦担任该团团
长、王登云为党代表，以黄埔
一期毕业生充任各级官佐、干
部和党代表。黄埔军校教导团
依照苏联红军建制，实行“三
三制”原则，团辖 3 个营，营
辖3个连，连辖3个排，团直属
包括：特务队、卫生队、侦察
队、通讯队、辎重队及机关枪
连。教导团编制隶属于黄埔军
校，教导团的官佐、干部可以
在教导团和黄埔军校教学、行
政机构之间进行流动，教导团
的教育、管理、官佐薪饷等都
由军校来安排和调度。

12月 26日，军校又组建教
导第二团，由军校教育部主任
王柏龄担任团长、张静如为党
代表。

对于如何处理好党代表和
军事主官的关系，廖仲恺经常
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召集党代表
开会，听取工作汇报，帮助解
决问题。教导团成立后，“当时
党代表与主官因权责之争执”

“往往发生感情上之冲突”。
一天，廖仲恺来到教导团

二团，召开团军事官长和党代
表会。会上，他听取了双方关
于在工作中总有“摩擦”的汇
报后，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问
大家：“你们说我与你们的校长
（即蒋介石） 搞得好不好？”大
家说：“很好”。他又问：“何以
见得？”大家说：“从未看到您
和校长争吵过，校长和您在一
起时，总表示出对您尊敬的态
度。”

廖仲恺听罢笑着说：“你
们说的，既对也不对。我如果
10 次来校，有 8 次要争吵，地
点在校长家里，没有第三人在
场。当他在一些不同意见的问
题上，特别是为了学校经费问
题，面红耳赤地向我吵闹时，
我总是平心静气、一言不发地
听他吵，有时还点头称是，等
他平静了，不讲了，我问他讲
完 没 有 ？ 他 有 时 会 笑 笑 说 ：

‘我讲完了，你也谈谈。’于是
我安静地谈了我的意见，谈了
我的困难。最后总是他谅解
我，听信我的。你们说他尊重
我，这不假，但这是我争取来
的。”

廖仲恺的话，让在场的人
顿生敬意。

廖仲恺用一席话增进团结
徐 轶

临机决定，突袭抚顺

10月23日，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
奉命自长春南下，参加解放沈阳的战
斗。作为兵团前卫部队，独立第十师
的作战任务是急行 600 里，直取工业
重镇本溪，协同兵团主力堵截敌军自
沈阳南逃营口的退路。为避免打草惊
蛇，防止敌军识破我军迂回穿插包围
沈阳的意图，第 1 兵团司令部命令独
立第十师绕过抚顺，火速南下。

然而当30日傍晚部队抵达抚顺东
郊时，天公不作美，连日秋雨导致浑
河迎来秋汛。蜿蜒奔腾的浑河横穿抚
顺，此刻却成为“拦路虎”。原本全师
准备在抚顺东郊下章党地区浅滩渡
河，然而此时水位上涨，平均深度达
1.5米，水流湍急，水温较低，附近无
桥梁无渡船。人马勉强可以泅渡，弹
药辎重无法通过。

就在这时，前方发来两份战报，
战场形势突变。一是安东军区独立一
支队于29日与本溪敌军交火，随即趁
势追歼，此时已经控制本溪大部地
区，预计31日上午结束战斗。二是各
主力纵队已经陆续抵达预定作战地
点，沈阳之敌南逃的退路已经完全堵
截，解放沈阳的战斗一触即发。

由于事态紧急，独立第十师立即
召开师党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应对
方案。师长赵东寰指出，如按照原定
计划强渡浑河，抵达本溪时战斗已经
结束。如就地等待上级命令，极有可
能造成严重后果。由于沈、抚之间相
距不到 100 里，一旦抚顺之敌铤而走
险，从解放军的包围圈外发起偷袭，
继而与沈阳守军会合，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权衡利弊后师党委果断决
定，放弃攻取本溪，转而突袭抚顺。
与其劳师费力赶赴本溪而后无功折
返，不如就地解放抚顺，拔掉这根威
胁我大部队背后的“芒刺”，消灭抚顺
之敌比拿下本溪更有助于主力部队解
放沈阳。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赵东
寰决定，一面向兵团请示报告，一面
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他强调，要充分
发挥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扬
我军英勇顽强的优良作风，利用夜幕
掩护，主动出击，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出敌不意，解放“煤都”

抚顺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座既能产
煤、又能产油 （煤油）、还能发电的城
市。沈阳的煤、电供应均依赖于抚顺。
正因如此，辽沈战役发起后，国民党势
力派重兵驻守抚顺，妄图依靠坚固的城
防工事抵御解放军的进攻。

此时侦察部队传来的消息更加坚定了
独立第十师解放抚顺的决心和信心。廖耀
湘兵团被解放军围歼后，原先驻守抚顺的
国民党第六军第二〇七师紧急回防沈阳。
目前驻防的敌军为沈阳守备总队第一师，
该师6000余人，系由地方保安部队临时
拼凑。一部驻扎在抚顺西郊，一部在浑河
北岸城区东侧高尔山，依托地形和工事据
守，预备队则在浑河南岸城区。

由于解放军仅有8000余人，赵东寰
决定利用敌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在局部
形成对敌军的压倒性优势，自北向南、
由内而外推进，各个击破，消灭敌军有
生力量。战斗由第二十八团担任主攻，
在抵达市内横跨浑河的大桥——永安桥
后，第二十九团作为生力军加入战斗，
继续向南突击，不给敌军喘息之机。第
三十团为预备队。另外派出小股部队，
袭扰外围敌军据点，制造解放军第一兵
团主力围攻抚顺的假象。

31日凌晨1时许，随着第一兵团司
令部新的作战命令到来，抚顺解放之战
正式打响。由于我军行踪隐蔽，敌军始
终未能发觉。第二十八团指战员如神兵
天降一般，突然出现在敌军面前，仅用
两个小时便控制浑河北岸城区。由于我
军行动迅速，敌军苦心经营的混凝土工
事并未发挥多少作用，大批敌军从睡梦
中惊醒后旋即成为我军俘虏。有俘虏惊
叹道：“本来侦察抚顺东并无解放军活
动，你们不仅来得好快，而且仓促下手

于沈阳之前，真出乎意料！”
凌晨 3 时许，当解放军攻克永安桥

北桥头之际，惊魂未定的敌军展开凶猛
反扑。位于南桥头的碉堡群不断向我军
喷射火舌，敌军试图抢回北桥头。随着
第二十九团及时抵达战场，敌军的 3 次
反扑均被打退。随即我军组织突击队猛
扑南桥头，战士们前赴后继，终于将永
安桥这座浑河上的交通大动脉牢牢控制。

凌晨4时许，解放军在浑河南岸琥珀
泉山上发现敌军指挥所。经过激烈的短兵
相接，敌军师长周仲达被解放军生俘。此
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第二十八团团长段
志清对其审讯时，意外获知二人为旧相
识。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时任国民
党第七十八师某部班长的周仲达被时任红
一军团某部排长的段志清俘虏，后来又趁
乱逃跑。此刻周仲达惊愕之余，耷拉着脑
袋，连忙说道：“这次真不跑了。”

尽管敌军指挥所被解放军基本捣
毁，但是仍有顽敌依托工事，困兽犹
斗。对此，解放军一方面持续进行军事
打击，另一方面加强政治攻势，向敌军
宣传党的政策。在军事、政治双重攻击
下，敌军残部眼见大势已去，相继放弃
抵抗。而驻守抚顺西郊的敌军在向沈阳
方向逃窜途中，被我军击溃。

至早上 7 时许，“煤都”获得解放。
此役，独立第十师仅用 6 个小时，歼敌
4300余人，缴获大量作战物资。抚顺解
放之战，也成为我军历史上一个师歼灭
敌军一个师的经典战例。战斗结束后，
我军迅速接管抚顺发电厂，拉闸断电，
停止向沈阳供电。这一举措极大震慑困
守沈阳的敌军，进一步瓦解敌军意志，
加快辽沈战役胜利步伐。

连获嘉奖，再踏征程

抚顺解放后，如何将城市保护好、

接管好，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艰
巨的组织工作，其影响力不亚于军事斗
争。根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下发的 《关
于接管城市问题的指示》，赵东寰命令各
部队按照作战区域驻防，就地做好市政
设施、工矿企业的守卫工作，等待接管
人员到来，不得私自接收敌产。要严格
遵守城市纪律，紧密依靠工人阶级，及
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
政策，做到既要解放抚顺，更要保护抚
顺。

31日下午，第一兵团司令部抵达抚
顺，兵团首长萧劲光、萧华等人对独立第
10师的表现予以高度肯定，并通令嘉奖。

11月1日下午，东北野战军司令部
发来嘉奖令，不仅对独立第十师指挥机
动、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予以高度肯
定，而且对其拉闸断电的机智举动予以
称赞。对此，赵东寰向司令部首长表
态：“我军总攻沈阳开始后，部队打到哪
里，抚顺的电就立刻送到哪里，哪里就
有了光和热。”11 月 2 日沈阳解放，抚
顺恢复正常供电、供煤。

战后，师长赵东寰对抚顺解放之战
的经验进行总结，认为部队之所以仅用6
个小时解决战斗，原因有三：第一，心
中有数是根本，全面、明确地掌握当前
的作战目标，及时了解敌我双方不断发
展变化着的一切情况；第二，出敌不意
是前提，利用夜幕掩护，乘敌之隙、攻
其不备，从敌人工事坚固但却戒备松弛
的高尔山发起进攻；第三，灵活使用兵
力是关键，坚持灵活机动地集中优势兵
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作战指挥原则。

为了表彰独立第十师在辽沈战役期
间的突出贡献，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
部于 12 日下令，将其编入三十八军建
制，番号为第一五一师，对此全师上下
无不欢欣鼓舞。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独十师解放抚顺之战
盛 雷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
10月，中共山东掖县党组织领
导人郑耀南在掖县整顿党的组
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
时，在国民党东北军搞兵运工
作的共产党员张家洛，受到中
共山东省委的派遣，也从济南
回到家乡掖县。10月下旬，中
共掖县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每
一个分区委都要建立一支半公
开的抗日武装。

1937年12月，中共掖县县
委 为了统一全县各派抗日武
装，派张家洛、李勋臣等人代表
县委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与国民
党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谈判，于
28 日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统一
的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经
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掖县6个分
区委普遍建立抗日武装。

1938 年 2 月 1 日，日军侵
占掖县县城。进城后，日军委
任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刘
子容为掖县县长，网罗了一批
汉奸、土匪、兵痞、帮会分
子，组成伪县政府和伪保安
队、伪公安局。伪县政府成立
后，下令取缔一切抗日组织。

针对刘子容的反动行径，
中共掖县县委研究确定，以

“抗敌除奸，开展广泛的游击运
动，并迅速建立军政抗敌政

府”为中心任务，利用一切关
系争取各区区队，在各乡镇村
成立自卫团。县委根据不同情
况，采取不同方式争取了二区
队、六区队、七区队和其他区
队各一部分同意接受“民动”
领导，参加起义。

1938 年 3 月 8 日夜，起义
各部准时到达玉皇顶。玉皇顶
位于掖县县城城北，是一座方
圆一里多地高高凸起的圆形大
岭。起义指挥郑耀南下达了

“武装起义，攻打掖县城，活捉
刘子容”的命令。各路起义部
队奋勇向前，兵临城下，把县
城团团围起来，并切断了县城
的对外联系。刘子容向日军求
援，无奈电话不通，只好下令
死守。

9 日，郑耀南召开紧急会
议，决定在军事包围的同时，
开展政治攻势：一面组织战士
对城内喊话宣传。一时间“中
国人不当汉奸卖国贼！”等口号
四起，瓦解了守城伪军的军
心，伪军头目表示认罪，并下
令打开城门。起义部队进城
后，很快缴了伪保安队、伪警
卫队的枪，占领了伪县政府，
救出了被关押的群众，活捉了
刘子容。上午10点，掖县县城
宣告克复。

玉 皇 顶 起 义
杲学军

1941年，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
进入最困难时期，津浦路西根据地的
形势仍很紧张。国民党顽固派桂系部
队以 1 个师的兵力配以地方武装，向
路西根据地多次进犯，还唆使土顽武
装袭扰根据地的新四军。日伪军常与
顽军默契配合，对新四军发起夹击

“扫荡”。新四军二师在地方武装的配
合下，坚持路西斗争，时而抗击日伪
的“扫荡”，时而反击顽军的进攻和
土顽的骚扰，而当遭到敌顽“夹击”
时，则要两面应战。

1941 年 10 月，桂系顽军一七一
师五一一团 （欠 1营） 及土顽共 1000
多人，为策应国民党汤恩伯集团东犯
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先后占领了
津浦路西根据地的广兴集、周家岗和
中心区的大桥镇等地。

为保卫路西根据地，狠狠打击这

支顽军的嚣张气焰，新四军二师师部决
定：以四旅十一团强攻大桥镇，歼灭侵
占大桥镇的顽军；为阻援敌于外围，确
保主攻部队行动，师部同时以六旅十六
团配置于大桥镇东南的新张家一线，伏
击从广兴集、界牌集方向出援大桥镇的
顽军。

11 月 17 日凌晨，六旅十六团整队
出发，向集结地隐蔽行进，迅速前进至
新张家，悄悄占领了坐落在一个高岗子
上的普益公司附近地带。

十六团的指挥所就设在普益公司。
团部和 3 营 400 余名指战员秘密隐蔽在
大桥镇外的围沟、旱壕之内。

17时许，桂系顽军第一七一师五一
一团 1 个加强营，从广兴集、界牌集出
发，向大桥镇驰援。十六团侦察排发现
后，采用麻雀战的战术，和顽军接战，
并边打边撤，诱敌向普益公司方向追
赶。顽军连续“击败”新四军的“阻
击”，以为新四军不过如此，于是加快
了追击脚步，被新四军“牵着鼻子”，
跑步进入了伏击圈。

当顽军尾追侦察排进入伏击圈时，

十六团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即开
火，一时间打得顽军晕头转向。但顽军
战斗力较强，不一会便举枪抵抗，并企
图夺取普益公司附近制高点。三营已在
制高点架起了 5 挺机枪，向冲上来的顽
军密集射击，打退了对方的进攻。指挥
员见顽军又向二营的方向逃窜，立即命
令三营出击，夹攻顽军。随着军号响
起，指战员跃出工事，从三个方向扑向
顽军，很快歼灭顽军大半，并将顽军残
部压缩在普益公司和新张家之间的开阔
地上。这时，一营和特务连在消灭了殿
后的顽军后，出其不意地在顽军侧翼出
现，一阵猛打，俘顽军百余人。残余顽
军在营长的指挥下窜入新张家，在村庄
上紧急构筑工事，妄图利用民房做最后
的挣扎。

十六团迅速调整部署，命二营、三
营担任警戒，一营围歼新张家之顽军。
激战至午夜，残顽大部分被歼，只有顽
军营长率领部分残兵，依仗重机枪的火
力继续负隅顽抗。一营二连担任了最后
解决战斗的任务。经研究，连长决定用
火攻消灭顽军。奋勇队在机枪火力掩护

下，猛冲到顽军占领的屋前，迅速点燃
房檐草，并把当场缴获的燃烧手榴弹投
向顽军据守的房屋屋顶，接着又向烧开
的屋洞里猛投手榴弹。见顽军被打得死
伤过半，这时，二连指战员又对顽军展
开政治攻势。残顽听了后，抵抗逐渐停
息。至 18日晨，顽军营长即率领残顽，
从一片火光中走出盘踞的房屋，缴械投
降。待收拢了俘虏，打扫完战场，东方
已露出鱼肚色。

这次战斗，十六团全歼桂顽 1 个加
强营。毙、伤、俘顽营长以下 800 多
人。缴获高平两用机枪 1 挺、重机枪 1
挺、迫击炮 1 门、轻机枪 12 挺、步枪
400多支、短枪 12支及其他弹药、军需
物资一部。路西联合指挥部代表二师，
授予十六团“铁锤子团”荣誉称号，颁
发“铁锤子团”奖旗一面。并授予十六
团二连“攻无不克连”光荣称号。新四
军二师的此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
党顽固派的气焰，稳定了路西形势，提
高了我军对顽作战的胜利信心和在路西
群众中的声誉，使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得
以巩固和发展。

新四军新张家设伏歼敌
贾晓明

1944年11月9日，南下支
队和一批干部约 5000 人，由司
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率
领，从延安出发，突破日军和国
民党军的重重封锁，向湘鄂赣边
境挺进。南下支队首先胜利通过
日军和阎锡山联合在山西同蒲路
设下的封锁线；继而渡过黄河，
击溃日军在河南鲁山的阻击，与
孤悬华中敌后的新四军第五师会
师；接着南渡长江，在湖北阳新
三溪口突破日军防线，消灭敌军
400余人。转战数千里，队伍得
到扩大，于 1945 年 3 月上旬，
抵湖北崇阳、通城地区。在新四
军五师十四旅旅长张体学率两个
团配合下，开辟了鄂南地区并着
手开辟湘北地区。

3月 23日，部队进军湖南，
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湖南
人民抗日救国军，将所属各大队
改为支队。26日，部队攻下平江
县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4 月 13 日，湖南人民抗日
救国军在汪坪召开军政委员会，
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区党政军
统一的领导机构，以便更好地开
展湘鄂赣边区的各项工作。会议
内容，经王震、王首道、王恩茂
联合署名电告中共中央与鄂豫边
区党委。5月4日，毛泽东电示

王震，王首道并告郑 （位三）、
李（先念）：“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接
到这个电报后，中共湘鄂赣边区
党委 （书记王首道）、湘鄂赣边
区行政公署 （主任聂洪钧）、湘
鄂赣军区（司令员王震，副司令
员张体学）公开成立。6日，湘
鄂赣边区党委在通山山日铺召开
会议，具体研究了边区的发展建设
与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行动方
针：决定由司令员王震率第一、第
二支队和第五、第六支队一部向湘
北挺进。王首道、张体学等人率军
直属机关，第三、第四支队及鄂南
军分区武装，歼灭境内敌人，发
展、建设湘鄂赣边区。

湘鄂赣边区党政军组织建立后
的不到1个月时间里，王首道等
人率部采取“各个击破”的方
针，先后消灭公开投敌、卖国求
荣的成渠所部1000多人，日伪
武装特务阮宝珊所部 200余人，
击溃武装特务马钦武所部 1000
余人，消灭顽匪王剪波所部800
余人。鄂南日军不敢应战，只是
龟缩铁路、公路沿线的各据点
中，仅求自保。不久，整个鄂南
境内的广大农村地区，都成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一
部分。

南下支队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
孟 纬

1948 年 10 月下旬，辽沈战

役进入到决胜的关键阶段。30

日傍晚，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

军独立第十师在执行作战任务途

经抚顺时，发现敌情突变。经过

师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主动放弃

原定作战计划，转而突袭抚顺。

在夜幕的掩护下，独立第十师仅

用 6 个 小 时 便 结 束 战 斗 ，“ 煤

都”抚顺回到人民怀抱。

抚 顺 解 放 之 战 ， 不 仅 拔 掉

了威胁人民军队解放沈阳的背

后“芒刺”，而且极大震慑了沈

阳守敌，加快了辽沈战役胜利的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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