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闻新读10 责编 /贾晓明 李冰洁 校对 /马磊 排版 /侯磊

2023年12月7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jiaxiaoming1@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57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1935 年春，国民党纠集 4 万兵
力，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发动第
二次“围剿”。面对十余倍于己之
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西北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的统一指
挥下，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
击破的战法，连战连捷，经两个多月
的机动作战，俘敌 2000余人，先后
解放了多座县城。

1935年6月，红二十六军、红二
十七军决定集中主力，一举夺取靖边
县县城镇靖堡。镇靖堡由国民党八十
六师屈子鹏部防守。该部凶猛好战，
号称“虎儿子营”，辖3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400余人。此外，城内还
有反动民团200余人协助防守。

战前，刘志丹主持召开会议，认
真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采取“奔袭
守敌、速战速决”的打法，在援敌到
来之前迅速夺取镇靖堡。具体部署
是：由义勇军攻西山寨；红二十六军
二、三团突破东门城角，然后向钟鼓
楼进攻；红二十七军三团攻南门城
楼，一团为预备队，兼负责阻击由定
边、宁条梁增援之敌；三总队在芦河
嘴阻击来自石湾方向的敌人；地方干
部负责向导、后勤等工作。

红军参战各部队于 6 月 28 日凌

晨分别到达指定位置。战斗打响后，
红二十六军三团团长吴岱峰率领突击
队首先登城，于拂晓前攻克东南城
角，消灭守敌，并打开了东门。当突
击队向南门推进时，城内敌人在各个
制高点火力掩护下，疯狂反扑，战斗
非常激烈。

刘志丹得到报告后，立即将红二十
七军一团投入战斗。红一团在团长贺晋
年的带领下，英勇突破敌人数条防线，
于11时攻克城隍庙据点。随后，红一
团兵分两路：一路夺取北门，一路向城
中心的制高点钟鼓楼发起进攻。当钟鼓
楼上的敌人集中力量抵抗红一团的进攻
时，红三团突然从侧后发起攻击，两支
红军很快消灭了敌人，夺取了钟鼓楼。
与此同时，抗日义勇军经过激烈争夺战
斗，也攻克了全城的制高点西山寨。城
内残敌见各城门均被红军攻占，只得收
缩兵力，退到城内的祖师庙负隅顽抗。
随着红军对祖师庙发起最后的猛攻，守
敌纷纷举手投降。敌营长屈子鹏带几个
人突围逃窜，被红军骑兵追上并击毙。

下午4时，镇靖堡被红军解放。此
战，红军全歼守敌，缴枪500余支，迫
击炮6门以及大量弹药和物资，还俘虏
了敌县长、民团总指挥、警察局长等国
民党靖边县全部首脑人物。

红军全歼“虎儿子营”
金 阁

1944 年 7 月，为配合八路军正
面作战，歼灭敌伪有生力量，八路军
山东军区指挥各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
夏季攻势作战。其间，中共滨海区党
委、八路军滨海军区遵照上级指示，
发起了讨伐伪军李永平部战役。

伪军李永平部系青岛日军直接指
挥的“滨海警备军”，盘踞在以泊里
镇为中心的诸城、胶县、日照边区。
滨海军区此次“讨李战役”作战的部
署是：滨海六团、军区教导团、炮兵
连、特务连为右路纵队，从两城村以
北地区向东北进攻；滨海十三团两个
营、军区骑兵连为左路纵队，从市美
村向西南方向出击；新一一一师六六
二团于障日山地区，六六六团于两城
附近，师直属独立团于马耳山地区配
合地方武装，阻击由诸城、日照增援
之敌，并分兵一部组织群众破袭诸日
公路；滨海十三团三营、莒中独立
营，诸城、日北、莒北等县大队及各
区中队、民兵，负责监视和牵制诸
城、日照、莒县3县各据点之敌。

7月23日夜，八路军各参战部队按
照上级部署，秘密进入预定集结地区。
24日凌晨2时，八路军各部在百里战线
上同时向伪军李永平部的几十处据点发
起攻击。六六六团一营迅速攻入胜水街
内，包围村外据点。黄昏，攻击部队在
炮火掩护下，激战1小时，攻克胜水据
点。滨海六团三营奇袭并攻占旺山制高
点后，乘胜包围萧家洼据点，泊里、塔
山店子伪军300余人仓促出援，被七连
于萧家洼以南击退。当日黄昏，七连向
萧家洼之敌发起攻击，全歼守敌。与此
同时，左路纵队之滨海十三团二营围攻
后村据点，激战至25日黄昏，歼敌大
部。二营乘胜攻占草场据点，并包围藏
马、龙古之敌。在得知八路军发起进攻
的消息后，驻青岛日军十分惊慌，即令
驻诸城日军及伪军南下增援。25日下
午，该股敌人进至凤凰庄一带，立即遭
到特务连的阻击。战斗中，滨海六团二
营向敌人两翼迂回包抄，形成三面夹击
之势。敌人抵抗不住，企图逃回诸城。
当敌人逃到老鸦窝村后，自以为摆脱了

八路军的追击，于是进村过夜。他们哪
里知道，八路军的追击部队早已预先进
入村内等待他们。这伙敌人刚一进村，
就遭到八路军的猛烈打击，死伤大半，
余部溃散。

26日，六六六团围攻诸日公路上
的伪军的腰里据点，激战3小时，歼敌
大部。同日，左路纵队连克藏马、龙古
等据点；滨海十三团一营乘胜包围了泊
里镇以北之于家官庄据点。

27日，十三团一营发起进攻，很
快攻克了于家官庄据点。胶县日伪军拼
凑了百余人乘5辆汽车赶来增援，行至
水清沟时，被十三团一部伏击，5辆汽
车全部被击毁。在据点里顽抗的伪军得
到消息，顿时吓得全线崩溃，或逃或
降，八路军遂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多个据
点。29日，八路军左、右两路纵队在
于家官庄以西胜利会师。

在连续失败后，胶县、诸城日照等
地的日伪军倾巢出动，企图对八路军实
施大规模“反击”。六六六团四连在甄
家官庄首先阻击日照北进之敌，激战一

天，将敌人击退。
30日，泊里镇中的日伪军分两路

出动，企图对高戈庄、塔山据点的守敌
实施救援。他们刚出泊里镇不久，就遭
到滨海十三团等部队的迎头痛击。在八
路军的打击下，两路敌人均遭溃败，很
快逃回泊里。

同日，诸城南进之敌在邱家官庄、
甄家官庄以北遭到六六六团一部的阻
击。敌人“轻松”突破阵地后，以为八
路军的战斗力“不过如此”，便大摇大
摆地继续南进，企图与从日照北进之敌
会合。第二天拂晓，该敌进至河山店、
青岗沟，再次遭到六六六团伏击，死伤
惨重。 8月2日，该敌被迫回撤，沿
途又遭到滨海六团、六六六团一部的多
次伏击，被打得溃不成军。残敌拼死突
围，继续向诸城方向回窜，途中又被独
立团截击，最后逃回诸城的只剩几十
个人。

8月5日，讨李战役胜利结束。此
次战役八路军攻克敌伪大小据点40余
处，摧毁碉堡300多个，收复国土1000
多平方公里、村庄600余个、人口30余
万，建立了诸胶抗日民主政府，使五莲
山区与藏马山区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
片。此后，滨海军区部队控制了诸
（城） 日 （照） 公路大部分及海 （州）
青（岛）公路、诸（城）胶（县）公路
各一段，从而改变了滨海抗日根据地北
部的形势，巩固、发展了滨海与胶东两
区的联系。

八路军滨海军区发动“讨李战役”
贾晓明

1941 年 3 月初，新四军军部命
令五旅十四团开赴淮泗县抗日根据
地，同淮泗人民一起坚持抗日斗
争。十四团进入该区后，决定以营
为单位，分区发动群众；用小股拉
练形式侦察敌情，熟悉地势；同时
与地方情报站取得联系，掌握敌情
的变化。

4 月，日伪军向淮泗及运河地
区进犯，在陈双庵、三棵树等地
设立据点，企图打通运河的运输
通道，并切断新四军淮北、淮海
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对此，五旅
首长命令十四团积极行动，坚决
打破敌人的企图。十四团乘敌立
足未稳发起攻击，一举拔除了陈
双庵伪据点，同时详细勘察了运
河沿岸地形，并协同组织干部群
众在运河中打下多道暗桩，阻止
敌船通过。

4 月 7 日，驻淮阴日军集中了
17只民船，满载抢劫来的粮食和棉
花，由汽艇拖着，通过运河前往宿
迁。为保障安全，敌人还派出日军
200 多人，伪军三四百人，配以精
锐武器，于运河南、北大堤上夹河
护送。4月 10日，十四团取得敌人
的确切行动时间后，立即决定选择
有利地形，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
打击。

10日夜间，十四团第一、第二
营，隐蔽进入运河边上的三岔预定
伏击地区；第三营除留一个连在运
河北岸阻击可能由淮阴来援之敌

外，并从三棵树悄悄地运动到三岔附
近；同时，地方武装淮泗县大队到达
李口，向众兴方向警戒敌人。

11 日上午 10 时左右，敌船队到
达三岔，被新四军设置的梅花桩所
阻。敌人正在拨桩清障，埋伏在两岸
的新四军突然发起了进攻。敌人被打
得措手不及，很快弃船逃向运河南堤
上的高庄，企图凭借村舍和临时构筑
的工事继续顽抗。新四军战士随后赶
到，将高庄包围起来，并接连打退了
敌人的四次突围。

夜间，十四团集中 4 个连的兵力
对高庄残敌发起攻击，在火力掩护
下，部队从三个方向突入高庄，击毙
敌人30余人，并击毙日军指挥官。日
军残部拼命抵抗，并施放毒气阻挠新
四军战士的前进。激战至深夜，淮阴
及附近各据点的大批敌人合兵来援，
与十四团警戒部队发生了战斗。十四
团鉴于已经达成战斗目的，便押着俘
虏，携带缴获的武器弹药，从容撤出
了三岔伏击地区。援敌赶到高庄后，
拉着 70来人的伤兵和 3艘木船，狼狈
逃回淮阴。

此次战斗，新四军共毙伤日伪军
200 余人 （其中击毙日军指挥官以下
70 余人），俘虏日军 3 人、伪军 30 余
人，缴获掷弹筒 2 个、机枪 4 挺、步
枪20支及物资。这一仗过后，日伪不
但不敢轻易派出小股来袭扰淮泗，而
且再也不敢从运河里运送粮棉等物
资，淮泗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
的巩固和发展。

新四军设伏歼敌
常 红

皖北剿匪，旗开得胜

1949年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
军以风卷残云之势粉碎各地国民党军
的抵抗，迅速向东南、中南、西北、
西南进军。蒋介石一面匆忙撤逃台
湾，一面在各地潜留大批特务，开辟
所谓“第二战场”。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军主力
部队挺进大别山，皖西北地区基本解
放，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在大部分地
区建立起来。但一些国民党特务盘踞
在边远地区，收拢国民党军政残余势
力，勾结当地各种反动力量，推行所
谓“游击计划”，对新解放区进行各
种阴谋破坏，妄图以此阻挠新生人民
政权的巩固与建设。

1949 年 5 月，国民党“华中剿
总”司令白崇禧派国民党军第九十二
师师长汪宪携电台潜入大别山成立

“国民党华中剿总鄂豫皖自卫军司令
部”，汪宪任司令，樊迅、袁成英任
副司令。汪宪等到大别山后，收买网
罗反动势力，将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小
土匪编成 14 个“支队”（约 2 万
人），活动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边
远山区。他们打家劫舍，袭击解放军
小部队和公安干警，攻打基层人民政
权，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气焰
十分嚣张。

为了有力地打击土匪势力，解放
军皖西军区、皖北军区先后组织剿匪
指挥部，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全面开
展剿匪斗争。1949年5月，解放军皖
北军区、皖北行政公署发布《联合布
告》，对土匪进行政治瓦解。《联合布
告》 指出：“对土匪中的首要分子，
务必归案法办，如能率众投降，交出
武器，准予将功折罪，保证其生命安
全，从轻处理，或免予处分；对于胁
从分子，只要脱离匪帮，交出武器，
改恶从善，准予回家生产，不咎既
往；凡怙恶不悛，继续祸害人民的土
匪，必须坚决消灭，并严惩首恶，决
不姑息。各地人民如能缉拿匪首、密
报匪情，检举土匪隐藏的武器，协助
剿匪有功者，分别予以奖赏。如有通
藏匪、庇匪行为的，一律严办。”同
时，为了便于指挥，皖北军区、皖北

行政公署决定成立4个剿匪指挥部。6
月1日，在阜阳成立第一剿匪指挥部，
在六安成立第二剿匪指挥部，在安庆成
立第三剿匪指挥部，在宿县成立第四剿
匪指挥部。对于匪势猖獗而剿匪力量又
很薄弱的肥西县，由皖北军区警卫团一
部与肥西独立团组成剿匪指挥部，其他
匪患严重的县份，也相继建立剿匪指挥
机构。

6月1日起，各地开始行动，对匪
帮全面清剿。第一剿匪指挥部与第四剿
匪指挥部一面镇压反动会道门暴乱，一
面驱散或歼灭平原地区的股匪。第三剿
匪指挥部在岳(西)、霍(山)、舒(城)交界
处，采取奔袭、分路合击等战术，歼灭
部分土匪。第二剿匪指挥部在大别山区
清剿。至6月底，消灭土匪2000余人。
7月，解放军部队、地方政府及公安部
门派出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捕捉
散匪，收缴其武器，集中兵力清剿顽固
不化的土匪，稳固地控制了麻埠、流
波、叶集等地，将大批土匪压缩在金寨
山区内，使其不敢外出。

鄂豫皖三省的联合清剿顺利展开

解放军在皖北地区的剿匪斗争取
得阶段性胜利后，又集中力量，对藏
身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土匪发起
攻势。

1949 年 8 月上旬，解放军华中军
区召开鄂豫皖三省剿匪会议，研究剿匪
方针和步骤。会议确定：首先以军事打
击为主，有目标、有重点地奔袭合击，
不分界线，坚决歼灭流窜之匪，以集中
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控制点线、四
出清剿，到处堵击截击。其次开展政治
攻势，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进行
反霸斗争。在城市亦加强警备，设立岗
哨，盘查可疑人员，登记户口，捉拿潜
藏匪特，配合农村清剿。会议决定成立
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设在湖北罗田
县)，统一指挥三省剿匪部队；设东
线、西线、南线 3 个剿匪指挥部。此
间，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也召开
剿匪会议，部署剿匪，派野战军一部到
皖北参战。

8 月 31 日，中共皖北区委印发
《关于肃清大别山土匪及开辟山区工作
的决定》。9月1日，皖北行署公安局向

全区公安机关发出《关于加强剿匪时期
公安工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根据
中央指示和区党委制定的工作方针，配
合军事部门，在皖北境内坚决、彻底地
消灭股匪，肃清散匪，收尽匪枪，捕尽
匪首；搜集匪情，供给剿匪部队；发现
抢劫，迅速破案；利用关系，开展对土
匪的内线瓦解工作，打击操纵土匪的特
务，制止武装暴乱事件发生。9 月 9
日，皖北军区、皖北行政公署再次发出
《联合布告》，强调以最大决心加强剿
匪，一面派出劲旅，全面部署；一面抽
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城
市与农村、平原与山区、前方与后方、
军队与人民全体动员，将匪患彻底
清除。

一切准备就绪后，解放军剿匪部队
于9月5日向大别山区的匪帮发起全面
进攻：驻皖北解放军一部，皖北军区所
属部队及当地公安机关、公安部队协同
作战，向盘踞在大别山区的土匪开展清
剿。皖北剿匪部队由六安、白塔畈方
向，湖北剿匪部队由麻城、罗田、吴山
方向，河南剿匪部队由商城、南溪方
向，对安徽金寨及其以南地区进行合
击。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合击土匪
的指挥机关，消灭其有生力量，在战术
运用上，采取三线纵深配合：第一线为
进剿、会剿部队，分进合击匪中心区，
打乱其指挥系统；第二线为驻剿、堵截
部队，控制要点及重要城镇，安设据
点，协同第一线部队合击、堵击、截
击；第三线为封锁部队，以县区乡地方
武装为主，组织群众联防，设岗盘查，
防止土匪逃窜。

剿匪部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所
向披靡，土匪来不及抵抗便闻风而逃。
剿匪部队乘胜追击，在半个月时间内，
共歼匪约 1500人。到 9月底，土匪大
别山最高指挥机关“鄂豫皖人民自卫军
总司令部”及其所属淮河、立煌及二、
四、六、十等6个支队、3个指挥所、3
个县政府被摧毁，土匪近万人或被俘、
或投降。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残匪
只得逃入深山，暂且苟延残喘。

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密切结合

9月下旬的一天，在金寨西南帽顶
山一带驻剿的三野七十一师二一三团

一营三连经过周密访查，掌握了匪首
汪宪藏身处的情况，并于 9月 30日在
帽顶山搜山，在狮子洞将匪首汪宪及
其党羽一举擒获。根据汪宪提供的线
索，10月 2日，又分别活捉了匪首袁
成英和樊迅。至此，国民党“鄂豫皖
自卫军”主要首领全部被擒，土匪的
指挥机关被摧毁。

10月2日至5日，鄂豫皖边区剿匪
指挥部召开第二次剿匪工作会议，总结
经验。会议根据山区残匪采取“变明为
暗，化整为零，分散插枪，甚至假投
降”等继续顽抗的新情况，确定下一步
的剿匪总方针是：“应以全力结合群
众，以政攻为主，贯彻军事打击，继续
歼灭股匪和大力开展进山驻剿、清剿、
搜捕、瓦解散匪。”同时，剿匪指挥部
号召各部队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彻底
肃清残匪。

解放军剿匪部队即由重点清剿转为
分兵驻剿，并与县区武装及民兵开展分
区联防，实行内线控制要点，外线严密
封锁，一处打响，各处支援，白天看
烟，夜晚看火，发现匪踪，立即用“穷
追不舍的战法”予以剿灭。各部队还抽
调一批精干的指战员，采取以便衣治便
衣、以分散治分散，以游击治游击的方
法，深入乡镇村庄，探明匪情，然后深
夜潜伏，拂晓包围，黎明进屋，发动突
袭。10月，剿匪部队、公安机关等组
成工作队，在各地群众的配合下开展大
规模搜匪运动。

在对土匪持续进行军事打击的同
时，解放军剿匪部队还通过广泛宣传，
迫使散匪丢掉幻想，放下武器，向人民
政府投诚。在解放军剿匪部队强大的政
治攻势下，土匪有组织的抵抗迅速瓦
解，纷纷下山缴械投诚。与此同时，解
放军对少数冥顽不化、继续为敌的土
匪，持续进行军事清剿，到 11月底，
基本肃清了百人以上的土匪。

12月10日，鄂豫皖边区召开第三
次剿匪会议。会议要求各线剿匪部队

“以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为主清匪反
霸，减租减息，组织生产，结合政攻开
展清剿”。至1950年3月，鄂豫皖边区
的剿匪战斗宣告结束。

（作者系安徽省金寨县干部学院副
院长）

大别山区的剿匪斗争
胡遵远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员桂林
栖按照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
武的指示，到湖北黄梅县开展抗日救
亡运动，和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共
产党员邹一清等人一起，成立了中共
黄梅临时县委，组织并领导黄梅县的
抗日活动。

1938年10月，临时县委决定以
黄梅县青年战时服务团为基础，组建
黄梅少年抗日先锋队，邹一清担任队
长，蒋永孚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以党团员为骨干，有成员100余人。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侵华日
军在九江对岸小池口西端12里处的
二套口修建飞机场，配置了多架飞
机，企图以此为基地，对武汉发动空
袭。11月中旬，中共黄梅县临时县
委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奇袭二套
口机场，以鼓舞抗日军民的士气和
斗志。

蒋永孚迅速派出侦察员，从太白
湖绕道前往二套口，对飞机场及附近
地区进行了近10天的详细侦察，绘
制了比较完整的飞机场地形图，全面
掌握了飞机场内外守备、军事设施、
飞机起降规律等情况。根据侦察结
果，蒋永孚等召开了多次“诸葛亮
会”，研究部署了行动方案。

11 月 15 日，蒋永孚率领黄梅
少年抗日先锋队的15名战士神不知
鬼不觉地迂回到了飞机场东侧，隐
藏在江边的芦苇荡里。16 日凌晨 4

时，蒋永孚率领15名战士秘密到达飞
机场南边的预定地点。按照事前的安
排，他们留下 6 人在外围作掩护，蒋
永孚率领其他战士剪断铁刺电网，爬
进飞机场。

战士们避开了敌人的火力监视区，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接近机场油库，
干掉了敌人哨兵后抬出汽油5桶，分别
泼洒在油库周围和在不远处停放的敌
机上。

待准备完成后，蒋永孚命令战士们
快速撤出机场，自己提着一桶汽油，一
面向地下泼洒，一面后退。在退到铁丝
网附近时，蒋永孚掏出火柴，迅速点燃
了地面的汽油。汽油燃烧着向敌人的库
房和飞机一路“奔去”，很快引燃了库
房和飞机，瞬间飞机场油库周边已成一
片火海。

营房里酣睡的日军慌忙爬起，一面
打开探照灯，一面救火。此时，埋伏在
机场外的几名战士，立即向机场里正在
忙乱救火的敌人射击。日军听到枪声，
只得停止救火，躲进工事和碉堡里，毫
无目标地向机场外还击。不久，敌人的
油库发生了爆炸，火光把整个飞机场照
得如同白昼，连滚滚的江水也被火光映
得通红，停在机场上的敌机也被焚毁。
蒋永孚乘此时机，率领15名战士迅速
撤离战场。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才熄
灭，由于油库爆炸，引燃了其他设施和
大批弹药，日军苦于无法修理，只得放
弃了二套口飞机场。

少年抗日先锋队火烧敌机场
杲学军

1949 年 8 月，为迅速消灭大

别山区的匪患，中共中央军委决

定华中、华东两大军区密切协

同，由华中军区牵头，从第三、

第四野战军和湖北、河南、皖北

三个军区中抽调足够兵力，对大

别山地区的土匪进行联合会剿。

经过约半年的战斗，到 1950 年 2

月，鄂豫边区军民共消灭武装匪

特1.5万余人，平息了大别山区的

匪患，肃清了这一地区的残余反

动势力，维护了社会秩序，保卫

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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