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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1944年夏，抗日战争进入大反
攻阶段，7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
出关于在微山湖区进行反顽斗争的指
示，并决定苏北新四军一部划归山东
军区领导，由山东军区统一领导这一
斗争。八路军鲁南军区政委王麓水奉
上级指示，集中主力五个连和地方武
装三个大队，发起了消灭国民党“摩
擦专家”“山东第三分区司令兼专
员”周侗所部的战斗。

当时，周侗部的兵力部署是：
“专员”公署、国民党滕县县政府直
属部队共1300人，龟缩在程子庙据
点。该据点寨墙四周设有机枪火力
点。周侗倚仗险要的地形、坚固的工
事和强大的火力，再加上有驻卞庄、
杨庄、王庄顽军的策应，根本没把八
路军的进攻放在眼里，狂妄地说：

“除非八路身上长了翅膀，不然，是
没有法子攻进来的。”战斗前，八路
军武工队将程子庙顽军的情况侦察得
一清二楚，用电报报告了王麓水。

7 月 19 日，王麓水率领部队开
到程子庙，很快拔掉了外围的5个据
点，于21日拂晓发起总攻。顽军一
面拼命顽抗，一面向周边日伪顽求

援。部队开始攻城之时，王麓水接到
侦察员报告：冯子固部等土顽和日军
分别前来增援。王麓水沉着应战，当
即布置部分力量阻击，同时命令部队
调整战术，向程子庙内顽军再次发起
攻势。他命令一连在据点西边由主攻
变为佯攻，且火力要猛，以调动敌人
兵力；三连和特务连埋伏在南门外，
一旦发现南门敌人分兵支援西门，即
从南门发起猛攻。下午4时，八路军
首先在西门发起佯攻。面对八路军对
西门的猛烈火力，顽军果然中计，将
南门的守卫部队调往西面。埋伏在南
门外的三连和特务连立即越过壕沟、
用云梯攀上围墙，一举攻破了顽军城
防，很快冲入据点。不久，微山湖大
队也从东面突破城防，投入巷战。顽
军很快被压缩在程子庙东头的据点
里。为减少八路军部队伤亡，程子庙
内的群众纷纷把自家房子掏空，让子
弟兵穿房而过，逐步接近东头据点。
战斗仅两小时，顽军除50余人逃窜
外全部被歼。下午6时，战斗胜利结
束，八路军俘顽军参谋长以下官兵
778人，毙敌313人，缴获了顽军所
有轻重武器和军需物资。

王麓水率部勇克程子庙
吴昌荣

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工人
们行动起来，加入红军

中央警卫师在组建阶段叫作工人
师。顾名思义，其兵源来自苏区的工
人群众。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
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
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军
事“围剿”。1933年 2月 8日，中共
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
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
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紧急动员起
来，“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
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
战”。红军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
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
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歼灭了敌人大量
的有生力量。

当时，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
已迁入瑞金，且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
中共中央局(对外行文有时仍用苏区
中央局名义)。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从
上海迁至瑞金，与全总苏区执行局合
并，成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全总
苏区中央执行局在委员长刘少奇、党
团书记陈云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
共中央决议，为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加
红军，壮大红军主力，作了许多努
力。1933年2月，苏区内的中国店员
手艺工人工会筹备会、苏区苦力运输
工人工会筹备会先后作出决定，要在
当年 3月份分别动员 2000名和 1000
名会员参加红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
店员手艺工人师和苦力运输工人师。
3月 21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全总
苏区中央执行局全体委员紧急会议，
号召工人们行动起来，加入红军。4
月1日开幕的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
表大会决定：在6月底前完成筹备会
所提出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农业工人
师、在赣闽两省扩大红军 2000名的
任务。5月1日开幕的中国店员手艺
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决定：在7月
成立红军的店员手艺工人师。7月5
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向各地工会
组织发出通知，指示各地：一、用一
切力量来完成工人师的建立，在“八
一”宣告成立，誓师出发；二、发动
群众开展慰劳红军与工人师的运动，
在“八一”征集5万双草鞋套鞋送给
工人师与前方红军。

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响应

中央苏区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热
烈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掀起扩红竞赛
高潮。广大工农群众怀着誓死保卫胜
利果实的豪情壮志，争先恐后报名参

军。永丰县农业工会联合县委、县苏各
机关，组织巡视团分赴各区乡进行扩红
宣传动员，在6月12日至22日的10天
中，就发动了1500多名群众报名加入
工人师。万太县在20天中，也发动了
260 多名群众加入工人师。6 月 26 日、
27日两天，博生县工会把全县各区乡
500余名工人师新战士集中到县城，按
连排建制编队。7 月 5 日至 7 日三天，
胜利县也集中了600名工人师新战士到
县城。在稍后的几天中，瑞金黄柏区富
溪乡一个乡就有93人加入工人师。长
汀县红坊区的模范连更是一致加入了工
人师。以上扩红成绩，被1933年 7月
11日出版的第93期《红色中华》(中华
苏 维 埃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机 关 报) 冠 以
“‘八一’完成工人师给红军成立纪念
日的赠品！”通栏标题，予以报道。

与此同时，各地工会组织慰劳红军
和工人师的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永
丰县工会女工部募集捐款买猪肉200余
斤，动员女工农妇每人做一双套鞋、一
双草鞋，慰劳红军工人师。在工人师集
中时，领导附近妇女打扫好房子给工人
师新战士住，组织妇女宣传队进行慰问
演出。福建省邮务工人也募集大洋180
多元，购买了五六担药品，还募集104
把雨伞、80个口杯、80顶军帽、110
双草鞋、4打洋毛巾慰劳工人师。6月
23日，工人师从瑞金开到汀州市，沿
途受到群众的欢迎、欢送。到汀州后，
当地理发工人自发替战士们理发，女工
们热情帮战士们洗衣服，各机关积极准

备上演文明戏表示欢迎。
工人师原定由 8000 名工人组成，

由于工会干部出色的组织发动工作和苏
区工人群众的积极响应，前后只用了两
个多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计划，共有
12600人参加红军工人师。

到 1933 年 7 月下旬，全总苏区中
央执行局完成了一个工人师整师的组建
任务，并报经中革军委批准建制，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

工人师在第一个建军节成立

193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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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中革军委在瑞金南郊竹马
岗隆重举行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
(工人师)成立大会，以庆祝这一光荣的
节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参谋长叶剑
英等领导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共中
央、临时中央政府及全总苏区中央执行
局、少共中央的代表，以及瑞金等地的
代表，同 12800 多名工人师指战员一
起，见证了这一庄严而热烈的历史
瞬间。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代表在会上
宣读了给中央警卫师 （工人师） 的祝
词。祝词写道：“全总执行局热烈庆祝
中央警卫师 （工人师） 的成立，这是
1933 年‘八一’给红军纪念日的赠
品。工人师的每个战士从今天起将要执

行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任
务。”

祝词要求工人师的每个战士，在执
行革命任务中自觉锻炼自己，使工人师
成为红军中最坚强的铁的部队。拥护铁
的军事纪律，学习军事技术。不怕牺
牲，不怕艰苦，英勇作战，造成百战百
胜的铁的工人师。

朱德在简短的讲话后，亲自为工人
师授旗，并宣布梁广(全总苏区中央执
行局组织部部长)任该师政委，李松任
师长。工人师担负保卫赤色首都的任
务，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下辖三个正
规团、一个补充团。

工人师全体指战员在会上发表了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成
立宣言》。

宣言明确表示，工人师全体指战员
都能了解自己是工农劳苦群众革命的武
装力量，是苏维埃的军事柱石。他们已
下定“坚牢的决心”，从今天起以无产
阶级的坚决性、顽强性和自己的热血头
颅，同全国红军兄弟们一致地为工农阶
级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群众的彻
底解放与利益，去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反动派进行决死的残酷的战争，彻底推
翻国民党反动派在全中国的统治，创造
苏维埃的新中国。

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成立大会结束后，工人师全体指战
员即在瑞金接受军训，投入到紧张的军
事和政治训练中。师领导大力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组织指战员们学习红军宗
旨、红军纪律和井冈山革命传统，学习
射击、刺杀、投弹和土工作业等军事基
本功，开展了练兵大比武，使部队的军
事政治素质显著提高。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
动第五次“围剿”，工人师投入了反

“围剿”斗争，并担负中央机关的警卫
任务。在每次战斗中，工人师都发扬了
中国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作风，英勇
善战，取得辉煌战果，被称为红军中的
一支“铁军”，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
重大贡献。

1934 年 2 月，中革军委决定，中
央警卫师(工人师)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二
十三师，由中革军委直辖。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二十三
师参加了广昌、上固等地的防御战，表
现出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战斗风貌，
受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赞扬和
慰问。

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中革军委于
1934年 9月21日下达命令，成立红八
军团，下辖第二十一师和二十三师。刘
少奇受组织委派担任驻红八军团的中
央代表。长征初期，红八军团协同红
三军团为右翼，掩护军委纵队前进。
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红八军团奉
命改为左翼，跟随红一军团前进。湘
江战役中，红八军团指战员同阻拦红
军渡江的敌人展开血战，予敌以很大
杀伤，最终有1000余名指战员渡过湘
江。同年 12 月 18 日，根据黎平会议
精神，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
制和番号，余部编入红五军团，投入
新的战斗。

（作者系江西省瑞金市党史办原副
主任）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的诞生
曹春荣

1942年是冀东抗战最艰苦的一
年，3 月 30 日起，日伪对冀东抗日
根 据 地 发 起 大 规 模 “ 扫 荡 ”“ 蚕
食”。对此，冀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敌人进行了不
屈不挠的斗争。

当 时 ， 冀 东 抗 日 根 据 地 迁
（安）青（龙）平（泉）联合县三总
区是日伪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的重点区。八路军冀东部队主力团
十二团一营战斗在这一地区，多次
给予进犯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8月8日清晨，日本关东军一个
中队和伪满军一个中队从冷口关进入
迁安境内“扫荡”，沿着迁(安)建(昌
营)公路南行至彭家洼附近。敌人进
至陶辛庄时，遭到迁青平联合县游击
大队的伏击。日军命令伪军同游击大
队作战，然后兵分两路，绕过陶辛
庄，向北戴营、彭家洼继续进犯。

得到消息后，一营指挥员命令
一连在北戴营村外设伏，三连立即
抢占彭家洼村东南龙子山高地设
伏，二连向敌后包抄。

敌人进至北戴营村，一连战士
依托有利地形，向敌人猛烈射击。
经过反复争夺，终于将敌人赶出北
戴营。此时，二连已经包抄到敌人
侧后，向准备退却的敌人发起猛
攻。日军见状，企图登上龙子山据
守。但在半山腰遭到捷足先登三连
居高临下的打击。经过三个小时激
战，一营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缴获
一门小钢炮，7 挺轻重机枪和 70 余

支长短枪。
1944 年 6 月 8 日拂晓，伪军一

部由建昌营据点前往高各庄领取给
养。十二团指挥员得到情报后，率
四个连及地方武装，在彭家洼设
伏，消灭伪军近一个中队。日军闻
讯后，派建昌营据点伪军一个中
队、高各庄据点伪军四个连前来救
援。冀东十二团和地方武装分两路
出击，地方武装全歼建昌营伪军中
队，俘虏32人；十二团在彭家洼给
予敌人迎头痛击，击毙伪营长后，
尾追逃敌，一口气冲入高各庄，拔
除了敌人据点。

迁安县城日伪军得到消息，派
出 300 余人分两路向彭家洼扑来，
企图“报复”。十二团警卫连占领有
利地形，正面阻击敌人，两个连向敌
侧后迂回，对敌人前后夹击。敌人狼
狈逃走。第二次彭家洼战斗，十二团
歼敌170余人，缴轻机枪5挺，步枪
70余支，掷弹筒11个。

1944年冬季，敌人“扫荡”期
间，十二团根据冀东军分区指示，
以连为单位活动在滦东地区。1944
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日伪军在清龙
河西岸进行“扫荡”。十二团特务连
发现敌情后，迅速转移，敌人紧追不
放，到达彭家洼附近后，特务连突然
占领有利地形进行反击。日军冲在最
前面的一个班当即被全部击毙。后面
的敌人发起多次进攻，均被特务连击
退，死伤惨重，战至黄昏，敌人害
怕遭遇夜袭，只得撤退。

冀东十二团彭家洼三败日伪
董连辉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
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战
前线。9 月 25 日，八路军一一五师
取得了平型关大捷。11 月太原失
守后，在华北，随着国民党正规军
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相继撤走，共产
党、八路军领导的游击战争成为对日
伪斗争的主要方式。八路军一一五师
主力南下，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
独立团、骑兵营等部队和部分军政人
员进驻五台山，发动群众，扩大抗日
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创立了晋
东北、察南、冀西三个游击区。11
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初步形成了以五
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同

月，中共晋察冀省委成立。11月18日
下午，聂荣臻率领着晋察冀军区机关
进驻阜平县城。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成立后，
根据地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
极对日伪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仅
沉重打击了华北日伪的统治，也使
根据地迅速扩大。不久，晋察冀抗
日 根 据 地 就 包 括 了 华 北 同 蒲 路 以
东，津浦路以西，正太、石德路以
北，张家口、承德以南的各地区。
晋察冀边区军民迫切需要建立统一
的政权机关，来领导边区的各项建
设工作。

经过聂荣臻同牺盟会的宋劭文、
胡仁奎及根据地各抗日团体领导人
的多次协商，1938 年 1 月 10 日，晋
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
城第一完全小学开幕。出席会议的
代表共 149 人，其中有国共两党的代
表，有各抗日的正规军 （包括八路

军和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队） 和群
众武装游击队、义勇军的代表，有
各 抗 日 阶 层 119 个 群 众 团 体 的 代
表，有晋察冀三省边界 39 个县的政
府代表，还有蒙、回、满等少数民
族的代表及五台山的宗教界人士。
全体代表以“抗日高于一切”为前
提，在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目标
下，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会议的主
要议题是：建立边区统一的政权以
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以及财政
问题和战时经济政策等。全体代表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各项议题及提
案进行了热烈讨论。

大会通过了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
的 《宣言》，指出：“为着创立与巩
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保持华北游
击战争；为着统一与整理晋察冀边
区内军事、财政、经济以及一切行
政机构，保持持久的必然胜利；为

着打击汉奸政权，团结一切抗日力
量，争取徘徊歧途的动摇分子，晋
察冀边区有成立临时政权的必要。
边区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胜
利 开 幕 了 。”“ 边 区 临 时 行 政 委 员
会 ， 是 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 政 权 形
式，包含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
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贯
彻抗日与真正民主。”

会议期间，通过了 《政治问题决
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财政问
题决议案》《经济问题决议案》《文化
教育决议案》《群众运动决议案》《妇
女问题决议案》。最后，大会以无记名
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
临时行政委员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下
设财政厅、民政厅、实业厅、教育厅。

1 月 15 日大会结束，晋察冀边
区 临 时 行 政 委 员 会 宣 告 成 立 。 此
后，边委会下设的各办事机构陆续
建立、健全。随后，边委会很快出
台了各项法令、政策。

2 月上旬，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
委员会收到阎锡山转来国民政府行
政院 1 月 30 日正式批准成立边区政
府的电报。后来，国民政府行政院
院 长 孔 祥 熙 还 派 人 到 边 区 进 行 联
络。不久，根据阎锡山和国民政府
的意见，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
会取消了“临时”的名称，并将边
区政府各厅改为处。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后
贾晓明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
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
军部”的命令，新四军皖中各部队奉
命组成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
(未到职)，曾希圣任政委，并成立了
以曾希圣为书记的第七师军政委员
会，形成了全地区集中统一的领导核
心。曾希圣等率党政军机关迁入巢南
山区，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日伪
军对无为县的“扫荡”。

1942年春，新四军第七师创建
了皖中、皖南游击根据地，打通了与
第六师、第二师的战略联系。4月27
日，为统一领导皖中地区的斗争，
中共皖鄂赣边区委员会在无为县成
立，何伟、曾希圣先后任书记。随
后，成立皖中行政公署。第七师部
队整编为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
五十七、第五十八团和教导大队。3
月，孙仲德任师参谋长。此后，第7
师继续巩固、发展巢无根据地，坚
持皖南、桐(城)庐(江)地区的抗日斗
争。4 月，第五十六、第五十七团
各一部，进入含山、和县地区，与
当地游击队合编为含和独立团，开
辟含和游击根据地。

当时，百旺市是安徽省无为县沈
家巷、五显集、白渡桥3个伪军据点
的连结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据点
内有坚固碉堡两座。碉堡四周壕沟里

布满铁钉和竹签，壕外布置了各种障
碍物，白天警戒森严，晚上吊桥高
挂。该据点不仅控制着新四军第七师
含和独立团通往无为东乡的道路，而
且严重妨碍皖中根据地在含和东南一
带的发展，含和独立团指挥员经过研
究，决心攻克百旺市。

1942年 6月 30日夜，含和独立
团急行军 20 余里，到达百旺市后，
团指挥员把指挥所设在距东碉堡仅百
余米处。战斗打响后，担任突击队的
三连悄悄剪开铁丝网，进至壕沟边。
当战士们架设通过壕沟的木板时，
不巧被提前换岗的敌人发觉。团指
挥员立即下令对敌人进行火力压
制。主攻部队迅速冲过壕沟，向敌
人碉堡发起攻击。战士们在民房上
架好梯子，登上屋顶，把浇上煤油
的柴草扔向伪军军营里，顿时火光
冲天。新四军一面向敌人射击，一
面向敌人喊话，发起政治攻势，营
房内的敌人很快缴枪投降了。此
时，东碉堡内新四军安插的内线打
开了大门，战士们顺势冲入，占领
了东碉堡。西碉堡顽抗的伪军见大
势已去，也跟着乖乖放下武器。

这次战斗，含和独立团全歼伪军
1个中队，拔掉了百旺市据点，打通
了新四军第七师含和独立团通往无为
县东乡的道路，使被分割的根据地连
成了一片。

含和独立团攻克百旺市
常 红

1933 年 8 月 1 日，中国工农红

军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在

瑞金举行。同一天，中国工农红

军中央警卫师成立誓师大会在瑞

金召开，全师 1.28 万余人，担负

保卫红色首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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