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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杨秀
峰受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派遣，深入
河北太行山区，建立抗日武装，开
辟抗日根据地。1942年，河北临城
等县遭受严重干旱，夏秋粮食收成
大幅减产，加之日伪推行“第四次
强化治安”，使太行区的军需民用
都面临严重困难。为度过灾荒，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于 10 月 10 日成立
了以杨秀峰为主任委员的太行旱灾
救济委员会，各专区、县也都成立
了 相 应 的 救 灾 组 织 ， 领 导 救 灾
工作。

杨秀峰在临城县抗日县长郭良
陪同下，深入到临城县抗日根据地
重灾区孟家庄村，召集由全县各村
的干部和群众参加的动员大会。杨
秀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分
析了冀西抗战形势，分析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强调积极推进冀西抗日
根据地建设，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依靠发动广大群众，一手抓抗战，
一手抓抗旱；号召各村要发奋图
强，自己动手，生产自救，节约度
荒，巩固发展抗战成果，使与会干
部群众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杨秀峰亲自率领组织下，一
场声势浩大的生产自救运动在临城
县展开。杨秀峰同群众一起耕地、
播种，并拿出自己的工资接济困难
群众。在杨秀峰的带领下，县委、

县政府机关党员干部带头拉犁掘地，
播种庄稼。临城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
来，利用广阔山场面积，采树叶、挖
野菜，开荒种地，“向太行山要粮”。
县里还成立运粮大队，往山西、河南
等地运送当地特产物品，再从晋豫产
粮区运回粮食，分给群众；并向群众
贷粮、贷棉、贷款、贷粮种，组织群
众纺织，把加工粮食、粗布、衣服运
到外地换回粮食；组织群众挖井，开
辟水源，补种晚秋庄稼。临城县还组
织了以民兵为主的劳武结合的变工队
200 多个，在进行反封锁、反“蚕
食”斗争的同时，积极参加生产自
救。当时，由于灾情严重，有不少群
众为生活所迫卖掉土地，在杨秀峰的
指示下，临城县政府认真推行“赎地
运动”，出资帮助群众把卖掉的土地
赎回来。杨秀峰还亲自到各村实地督
察 ， 使 土 地 基 本 回 到 了 失 地 农 民
手中。

杨秀峰率领开展的生产自救运
动，使广大群众度过灾荒难关，生产
很快恢复正常。1943年春末，杨秀峰
出席临城县委、县政府召开的表彰大
会，会议表彰 8名县级劳模、16名区
级劳模，分别奖励了耕牛、织布机、
铁锨、镢头和镰刀等奖品。会后，县
区劳模披红戴花游行，杨秀峰亲自为
郝庄劳模赵建牵马，干部群众深受感
动，进一步激发了生产积极性。

杨秀峰领导生产自救
梁银安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前身是中国
工农红军中央军委特务团，是来自井
冈山的一支老红军部队。1937年抗
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该部改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跟随八
路军总指挥部驰骋于华北战场，担负
着保卫总部、执行作战警戒和宣传发
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等任务。

1937年，日军进犯晋城，占领
白晋公路（晋中祁县白圭镇至晋东南
部晋城），此路遂成为日军一条重要
的交通补给线。八路军进入山西后，
在白晋公路沿线开展游击战、破袭
战，使敌人的过往部队、车辆遭受重
大损失。1939年7月，为了维护这条
交通干线的安全，切断八路军太行区
和太岳区的联系，日军集中优势兵力
沿白晋公路南下，侵占了沿途大小村
镇，并在占领地区抓丁拉夫，修碉
堡、筑工事，企图长期占领。

1939 年 5 月，八路军总部特务
团副团长欧致富率该团第三营在襄

垣县进行整训。据群众反映：孙家窑
据点的日军是襄垣境内最为残暴的一
伙敌人，经常到周边村庄烧杀抢掠，
群众深受其害，对其恨之入骨，希望
八路军早日铲除这股敌人。欧致富立
即派出 4 名侦察员，对孙家窑的据点
进行了缜密侦察。侦察员化装进入孙
家窑，走遍了集镇的大小街巷，摸清
了镇里的地形、敌人火力点以及兵力
部署等情况，并获取了重要情报：孙
家窑日军一部于8月9日前往高庙岭一
带设立新碉堡。

欧致富得到报告后，立即决定抓住
这个战机，拔除孙家窑据点。随即，欧
致富进行了战斗部署，并率领部队于8
月8日夜间秘密埋伏在孙家窑外围。

9日，当部分日军离开孙家窑据点
后，欧致富命令 14 名战士化装成商
人、农夫，潜入孙家窑作为内应，然后
又将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布置在各个交通
要道，阻击新店、大平、夏店方向敌人
的增援。

9日 22点 30 分，埋伏在集镇内的
战士们悄悄摸到西门上，消灭了放哨的
伪军，然后悄悄打开了围墙大门，放下
吊桥，迎接部队进入集镇内。

部队按照预先部署，分头袭击敌人
的各处营房。八路军战士很快摸到敌人
的营房外，干掉了敌人的岗哨，并向营
房内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日伪军在睡
梦中被枪声、喊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惊
醒，不少敌人来不及抵抗就被消灭。战
斗开始不久，伪军就举手投降，孙家窑
内的军火库、粮库、军需仓库均被八路
军占领。残余日军退到一处坚固院落
内，凭借高墙拼命顽抗。

战斗中，欧致富带领一个连的兵力
冲进孙家窑，他命令两个排协助正在围
攻日军的部队作战，尽快消灭敌人，另
两个排把敌人的军火库、粮食库、物资
库打开，夺取其中的武器弹药、军需物
资和粮食。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战斗
胜利结束，日军残部除两人侥幸逃脱
外，全部被歼。第二天天一亮，孙家窑

附近的群众听说八路军打下了日伪军据
点，都纷纷赶来观看。欧致富命令战士
们将缴获的部分粮食和军需品分给群
众，并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亡
政策，并在孙家窑的大街小巷墙壁上张
贴、书写了“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宁死不当亡国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
要和襄垣人民生死与共，团结战斗，打
不走日本鬼子决不罢休”等标语。太阳
出山时，欧致富率领参战部队，押着俘
虏，扛着战利品，整齐走出孙家窑。部
队沿途受到群众的夹道欢送。

行军途中，侦察员报告，有日军从
后面追来。欧致富立即向战士们布置了
任务。不久，后方传来了枪声——这是
担任后卫的战士们已经和追来的敌人交
上了火。欧致富一面命令部分战士带着
战利品、押着俘虏，迅速向南转移，一
面命令部队迅速赶到大池、温家庄附近
的山岭上埋伏，再打一场伏击战。

担任后卫任务的三排沿着道路且战
且退，很快将敌人诱入伏击圈。当三排
退至伏击圈时，突然回身射击，打了敌
人一个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埋伏在东
西两侧高地上的八路军战士枪弹齐发，
把敌人追兵压缩到一个狭窄的山谷里。
敌人几次向两侧发起冲锋，企图夺取制
高点，但均被八路军击退。在付出重大
伤亡后，残敌在其他敌人的救援下突围
逃走，欧致富则率领部队从容回到根
据地。

欧致富率部拔除孙家窑据点
贾晓明

1940年，中共皖南特委决定成
立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胡明为书
记，下辖泾县、旌德、太平三个县
委。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
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承担了收留、
护送皖南事变中失散的新四军战士
在皖南坚持武装斗争的任务。5月，
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根据上级指
示，在泾、旌交界的朱家坑组建了
黄山游击队。

黄 山 游 击 队 成 立 之 初 仅 有 8
人，他们是1931年就任县委书记的
尹德光，曾任团政委的李必春，游
击队长刘奎，县委书记洪林，战士
周永华 （周明火）、纪继高、马金
标、周义富。游击队成立当天，8人
庄严宣誓：我们是新四军播下的革
命种子，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
队，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反共投
敌的卖国贼，战死不投降，打死不
叛党，抗战到底，救国救民，为建
设一个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奋斗
终生。

游击队活跃在泾县、旌德、太
平地区，坚持敌后斗争，发动群众
参军参战，并积极发展地下党员、
恢复党的组织。队员们白天帮助老
乡砍柴、挑炭，宣讲抗日救国的道
理，揭露日伪顽的阴谋；夜间在密
林中开会，研究敌情，学习射击和
游击战术、如何对付各种各样的敌
人。不久，游击队发展为 24 人。7
月初，为了激励泾县、旌德、太平
三县群众的斗志，打破国民党顽固

派宣扬的“共产党在皖南彻底垮台”
的谎言，黄山游击队决定奇袭庙首乡
公所。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旌德县庙
首乡设立了“剿共”乡公所，驻有顽
军地方部队一个排，这股顽军自称旌
德“反共急先锋”，平日鱼肉乡里，皖
南事变后，曾杀害多名共产党员，气
焰极为嚣张。

为了初战必胜，黄山游击队多次派
周永华、郎建新等前往侦察敌情。中心
县委书记胡明主持制定了作战方案。
1941年7月9日，游击队长刘奎率领游
击队员20余人，从泾县沆坑长途奔袭
30 多公里，于当日深夜进入庙首乡。
游击队埋伏在路边，先活捉了顽军的巡
逻队，然后换上俘虏的衣服，兵分两路
进入乡公所，出其不意活捉了岗哨。当
游击队员进入乡公所内时，大多数顽军
还在睡梦之中。游击队员大喝一声，顽
军士兵在被窝里就乖乖成了俘虏。顽军
排长开枪顽抗，很快被游击队员击毙。
仅几分钟，游击队就结束了战斗，缴枪
20余支。游击队把乡公所里的粮食布
匹分给群众，释放了被顽军关押的干部
群众，并对群众做了宣传，张贴了标语
口号。

黄山游击队初战告捷后，“新四军
又回来了”的消息传遍了皖南。此
后，黄山游击队频频发动攻势，沉重
打击了泾县、旌德、太平等地的日伪
顽，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抗日反顽斗
志。游击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发
展到2000余人。

黄山游击队首战庙首
赵荫棠

青岛海军学校的前身是于 1923
年 4月成立的东北航警学校，由奉系
军阀张作霖创立，其目的是培养舰艇
专业军士和水兵。航警学校设立初级
军官班和学兵班，军官班招收高中
生，学制三年，实习一年，毕业后授予
少尉军衔；学兵班招收 16 岁以上高
小毕业生入校，校训、舰训共两年。

东北航警学校共毕业两届军官
班，其中航海班 48 名，轮机班 38
名；学兵班 8期共毕业 1500人，大
多分配到东北海军各舰任职。

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易帜
归属南京国民政府后，东北航警学
校改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
营管辖。1930年，改名为葫芦岛海
军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葫芦岛
海军学校迁到威海卫刘公岛，隶属
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
会。同年冬，学校又迁至青岛，并
改名为青岛海军军官学校。

随后，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学制
发生重大变革，招收初中毕业学
生，学生年龄限为16岁，学制延长
为 6 年，分为预科、本科各半，航

海、轮机并习，不分科别，并正式命
名为“海军将校学生班”；学生录取后
必须先到军舰见习一年，身体适应海
上生活并复考及格者方能入校。

1937年，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直接
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为全
国统一招生，招收对象为高中毕业
生，学制为 4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青岛海军学校师生与舰队官兵把
军舰上的枪炮拆下，进入鲁中地区打
游击战。

1937 年 11 月，青岛海军学校迁
至湖北宜昌，1939年10月又迁至四川
万县狮子寨，在此期间，马尾海校、
黄埔海校和电雷学校并入，师资力量
得到充实，共有学员 300 多名，分为
航海甲班、轮机甲班、航海乙班、航
海丙(一)班、丙(二)班、轮机丙班共 6
个班。由于当时海军舰艇在和日军的
战斗中损失殆尽，所以学生实习只能
在工厂和商船上进行。

甲班学生于 1940 年 9 月毕业，乙
班和丙班同时于1941年 3月毕业，也
统称乙班。五期学生全部毕业和分配
工作后，这年底，青岛海军军官学校
宣告关闭。

民国时期的青岛海军军官学校
吕雪萱

李 志 民 是 久 经 沙 场 的 著
名 战 将 。 1951 年 ， 他 奉 命 赴
朝 作 战 ， 历 任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第 十 九 兵 团 政 委 、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政 治 部 主 任 、 志 愿
军 副 政 委 、 志 愿 军 政 委 ， 参
与 组 织 指 挥 第 五 次 战 役 、 阵
地 防 御 作 战 、 夏 季 攻 势 作
战 ， 取 得 巨 大 胜 利 。 战 斗
中 ， 他 将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中 的
政 治 工 作 经 验 创 造 性 地 运 用
于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之 中 ， 坚 持
以 爱 国 主 义 、 国 际 主 义 、 革
命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激 励 部 队 斗
志 ， 把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做 进 坑
道 里 、 做 到 前 沿 阵 地 ， 领 导
部 队 创 造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战 场
奇迹。

做好部队的战斗动员

1951 年 2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十九兵团 （辖第六十三、六十
四、六十五军） 在司令员杨得志、
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下，雄赳赳、
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入朝前夕，为加强对指战员的
思想政治教育，李志民根据上级指
示精神，在第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
会议上作了 《关于出国作战的政治
工作问题》 的报告。李志民在分析
了朝鲜战局，讲述了志愿军出国作
战的意义、目的和取得战争胜利的
条件后，重点阐明战时政治工作的
特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战时政
治工作的要求与实施方法。他强
调，当前必须连续地、深入正确地
进行动员解释工作，在部队中说明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说明中朝
两国唇齿相依的血肉关系，援助朝
鲜人民就是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
要不断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
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所取得的伟
大胜利和作战经验；宣扬朝鲜人民
及朝鲜人民军英勇斗争的精神，要
求大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爱护朝
鲜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主动积
极地搞好与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
的团结；说明战争的艰苦性与胜利
的前途，思想上准备大打、长打，
正视困难、克服困难，争取最后的
胜利。这些讲话，成为一次深刻的
战前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并为部
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宣传思想工
作奠定了基础。李志民还指示政治
部颁发《赴朝作战守则》，要求人人
背熟记牢，付诸行动；同时组织政
工干部广泛深入基层，进行政治动
员，要求部队打好每一仗，为国
争光。

接到入朝命令后，李志民和杨
得志立即商定，派政治部群众工作
部领导率领一个由司令部、政治部
和后勤部抽调干部组成的赴朝参观
学习团，到朝鲜了解当地风俗民情
和初期出国作战的经验。赴朝学习
参观团归来后，李志民立即听取汇
报，组织相关人员编写调查材料并

迅速发往各部队。此举对于部队进行
政治动员和做好出国作战的各项准备
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推动战术的创新、发展

1951 年 4月，志愿军准备发起第
五次战役，时任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
治委员的李志民与司令员杨得志在参
加了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后，
根据志愿军总部的战略部署，经过反
复地研究，集思广益，确定了第十九
兵团的作战方案。随后，李志民带领
各级政治干部深入连队了解情况，研
究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的
措施。

1951 年 9 月，李志民在前往开城
前线与六十五军干部研究作战方案
时，视察了部队为防御敌人炮弹在阵
地背后山坡上挖的防炮洞，并同大家
一起总结经验。李志民建议能不能把
现有的防炮洞改造一下，使它成为不
仅能防炮，还能屯兵、观察敌情和射
击的工事。不久以后，六十五军按照
李志民的启发，把两个相邻的防炮洞
挖通，成为一个马蹄形的双洞口防炮
洞，以后又把几个马蹄形的防炮洞连
在一起，成了小的坑道，可以容纳一
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李志民
与杨得志一道向彭德怀汇报了这一创
新，得到了彭德怀的赞赏。随后，志
愿军各部队掀起了构筑工事的热潮，
并逐渐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
式的防御体系，在持久的阵地战中起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朝鲜战场上，李志民强调了指

战员要加强战术学习，要求团以上机
关要在军事指挥员主持下组织战术学
习研究会，营连成立战术研究小组，
强调要以最大的力量推动和保证战术
技术的学习，把提高战术、技术水平
作为评价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五
次战役后期，第十九兵团转入坚守防
御状态后，李志民督促官兵要认真贯
彻毛泽东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思想，
在前沿普遍开展了狙击手、游动炮，
侦察反侦察、伏击袭击等打小仗活
动，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手段，神出鬼
没地打击敌人，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
胜利。六十五军先后创造了伏击敌汽
船、夜袭造山里、夜袭桃夜洞等成功
战例。他们还通过团支部、俱乐部积
极开展“冷枪冷炮”杀敌竞赛，组织
战士刻苦训练射击技术，争当“特等
射手”，涌现了许许多多神枪手、神
炮手，取得了很好的斗争效果。

广泛开展军事民主

在战斗中，李志民高度重视总结
战争经验，强调要发扬军事民主，调
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这在推动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许多成功的战
例，都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取得的
成果。战后，李志民常会带领机关干
部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
验；并通过文电、指示和报刊将经验

加以推广。根据夏季攻势可能遇到的
新问题，要求参战部队发扬军事民
主，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在
不泄密的原则下，在战斗动员中充分
地向指战员讲明敌情、任务、地形、
打法以及有利条件和困难；引导群众
面对任务、面对现实，大胆找困难，
积极想办法，以便及早发现漏洞，群
策群力加以解决，使战前准备工作更
加周密和完善，战斗方案更加全面和
切合实际。

1953 年 5 月的夏季攻势中，李志
民充分发动各部队发扬军事民主，鼓
励部队进行演习，每次演习后鼓励官
兵将遇到的困难和发现的问题大胆提
出来。例如，开进中怎样避免蹬掉石
头、咳嗽、瞌睡打鼾、工具武器互相
碰击、折树枝做伪装等发出的一切响
声；潜伏中要吃饭、喝水、解手和通
讯联络怎么办；怎样避免武器走火；
遇到敌人的小分队巡逻活动和空袭、
炮火袭击怎么办等等，然后发动群众
研究解决的办法，集中群众的智慧，
各种办法都出来了。这样。“演习—提
困难，想办法—再演习”反复多次，
不断发现困难，发现漏洞，不断排除
困难，堵塞漏洞，使战斗方案更趋
完善。

改善部队的精神生活

李志民高度重视政治工作，他将
坚强的政治工作称之为志愿军的“秘
密武器”，他要求所属各级党委要坚持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这一传统的领导制度，一切重大问题
都经过集体讨论，求得统一认识后分
工分头执行。尽管环境艰苦、任务繁
重，但仍坚持定期向上级直至军委和
总政治部请示和汇报工作。

出国伊始，李志民主持召开十九
兵团党委会作出决定，出版综合性刊
物 《抗美前线》，及时总结、交流、
推广军事、政治、后勤等各方面的经
验。他又创办了 《工作通讯》，并选
调干部充实加强了 《志愿军报》 的编
辑出版工作。他还特别注重加强文工
团、队和电影放映队的工作，用多种
多样的形式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
育。在李志民的建议下，志愿军创办
了内部刊物 《志愿军政治工作》。稿
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发表
志愿军首长和领导机关的指示，在志
愿军干部战士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
桥梁。

战斗期间，李志民还提出“政治
工作来自祖国人民”的口号，积极倡
导开展“与祖国人民来来往往”活
动，组织挑选有教育意义的信件，在
墙报、黑板报上公布，并组织英模、
功臣和战士给祖国亲人回信，使更多
的人受到教育。为了改善部队的精神
生活，他重视加强文工团、队的建
设，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工作骨干，组
织他们深入到坑道演出，帮助连队开
展俱乐部工作，培养连队的文艺骨
干，活跃连队文化生活。他还亲自找
国内的文化部门联系文娱器材和图书
的供应问题，使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
动更加丰富多彩。物质和文化生活的
改善，改变了阵地的面貌，从物质
上、精神上巩固了部队持久作战的
思想。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李志民
张 磊

▲1951 年 12 月，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左三)、政委李志民(右二)
接见第五次战役道峰山战斗英雄一等功臣副班长张宝富 （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