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 年 11 月鄂豫皖根据地最

后一支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奉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撤离苏区开始

长征后，留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

指战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于

1935 年 2 月 3 日 重 建 了 红 二 十 八

军。红二十八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

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坚持

革命斗争，不仅多次挫败了国民党

军的“清剿”，更在斗争中壮大了队

伍，创造了大别山革命战争史上的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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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
挥部成立。6月，江北指挥部对江北
新四军进行整编，将第四支队扩编为
四、五支队。经过2个多月的连续作
战和发动群众，第四支队开辟路西抗
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路东抗
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巢
县、无为地区开辟了敌后游击根据
地，并打开了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
的联系通道。

1940 年 3 月始，江北新四军在
江南新四军的配合下，经过1个多月
的奋战，取得了定远自卫反击战和半
塔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粉碎国民党
顽固派“剿办”皖东新四军的计划，
并在路东、路西区建立各级抗日民主
政权。9月，江北新四军粉碎日、伪
军1万余人对路东根据地的七路“扫
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促进
了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
发展。

11月，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顽固
派再次集结兵力，向津浦路西抗日根据
地疯狂进犯。为了包围津浦路西抗日根
据地，遵照江北指挥部的部署，新四军
在周家岗、界牌集等要冲布防，相互策
应协同作战。其中，江北游击纵队首长
把防守界牌集的任务交给了纵队第
一团。

一团指挥员接到命令后，在界牌
集进行了现场勘察，对工事构筑和兵
力配备作了仔细部署：二营四连和一
营三连担任界牌集的守备；团直属队
和一、三营驻扎于瓦屋刘、五尖山一
带待机出击。

为了配合一团作战，地方党组织

发动了当地群众协同部队抢修工事，很
快在界牌集镇外筑起鹿砦、铁丝网、散
兵坑、地堡群以及预备队阵地，各工事
之间还修筑了交通壕互相连接。

11月10日，战斗打响。顽军首先
在周家岗发起进攻。当一团主力火速向
周家岗挺进时，顽军一个团又一个加强
营的兵力，突然向界牌集实施攻击。留
守界牌集的一团三连、四连凭借工事坚
守阵地，给密集冲锋的顽军以沉重打
击，接连打退了敌人的3次冲锋。

顽军久攻不下，继续增兵，又调来
一个团从侧翼向三连、四连阵地冲锋，
扬言“拿下界牌集吃晚饭”。

与此同时，得到顽军主力攻打界牌
集的消息，一团主力火速回援界牌集。
傍晚时分，一团主力经过数十里的急行
军，终于赶到界牌集外。团指挥员经过
观察，立即命令一营在界牌集左翼出
击，三营的两个连从界牌集右翼出击，
一个连协同守备部队从中间冲出，特务
连作为预备队随时支援。

随着冲锋号响起，一团各部迅速向
敌人阵地冲去，三连、四连战士也随即
冲出阵地，配合主力对顽军前后夹攻。
顽军招架不住，一面依仗重武器顽抗，
一面向附近的其他顽军部队求援。附近
的顽军闻讯后向界牌集赶来，但在途中
遭到二团和根据地地方武装的猛烈阻
击，没有一兵一卒接近界牌集。

在一团的打击下，围攻界牌集的顽
军很快四处逃窜。此战，一团毙伤顽军
390余人，俘虏数十人，缴获一批枪支
弹药。第二天拂晓，一团乘胜出击，击
溃了广兴集、岗阵集的顽军，一举粉碎
了顽军的进犯。

新四军坚守界牌集
吕勃东

1949年1月，随着淮海战役的胜
利结束，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精锐
主力几乎丧失殆尽。国民党军华中“剿
总”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将位
于湖北省江汉地区的第14兵团所属
第79、第15、第2、第124军等部收缩
到荆门、沙市、当阳、宜昌等地，企图控
制鄂西山区，掩护荆江段江防。

当时，活跃于湖北境内的人民解
放军中原军区所属江汉军区部队，是
抗日战争时期就坚持在江汉地区斗争
的老部队，于1947年底重返江汉，经
1年多的作战，建立了襄东、襄西两块
较巩固的根据地，部队主力也发展成
为两个独立旅，另有4个军分区及县
区地方武装5000余人。

为给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扫清障
碍，江汉军区领导在全面分析了敌我
优劣态势后，决定军区主力西渡汉江，
寻机歼敌，解放荆当地区，打破敌鄂西
山地防御体系。

1月下旬，江汉军区部队在胡家
集的快活铺歼灭国民党七十九军前哨
警戒部队1个营后，在宜城地区隐蔽
地带集结，开始全面侦察荆门的敌情
和地形，在指战员中进行战前动员，研
究和制定作战计划。荆门群众在当地
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在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
召下抓紧进行了战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

2月2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第
二旅由宜城迅速南下。其中，独立第一

旅于4日凌晨袭占子陵铺等地，于3日
晚到达荆门城北、城东指定位置，担任攻
城主攻任务。与此同时，独立第二旅经过
一天一夜150里的急行军，于4日拂晓
突然出现在荆门城西，并相继夺取双堰、
马鞍山、响马岭至朱家湾一线高地，和独
立第一旅相互配合，完成了对荆门的
合围。

同日上午，独立第一、第二旅分别从
东西两面围攻荆门的国民党第七十九军
军部及4个团；各军分区部队对荆门城
西南和城南的大烟墩、团林铺、鸦鹊铺等
地的国民党守军进行阻击。独立第一旅
经过激战，于下午攻占城东要点宝塔山
和东关、北门。城内残敌3000余人仓皇
南逃，在虎牙关一线遭到阻击后，企图夺
回马鞍山一线高地，改由荆当大道向西
南逃跑，遭到独立第二旅的堵截，只得向
荆门城内退却。这股敌人刚到城外，就被
独立第一旅二团、三团包围，经过短暂战
斗，这伙敌人全部被俘。

在此前后，第四军分区部队攻占大
烟墩。5日至6日，独立第一旅主力冒着
风雪，配合第二、第三军分区部队攻占团
林铺、十里铺等地，并沿荆当大道向逃敌
狠追，相继攻占当阳、河溶、育溪等地。7
日中午，荆门战役胜利结束。

此次战役，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
8900余人（活捉7616人），缴获大批军用
物资，解放了荆门、当阳两座县城，不仅
使襄东襄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有效
控制了江汉地区，更为即将到来的渡江
作战建立了稳固的后方基地。

江汉军区部队解放荆门之战
赵荫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
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琼
崖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2月改编为
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
队。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岛，
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独
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独立队也扩
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
队，先后开辟了琼文、美合、六芹山
等抗日根据地。

1942年5月底，随着日军集中兵
力对共产党人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
行全面“扫荡”，海南抗战进入困难
阶段。独立总队充分依靠包括各族同
胞、侨胞在内的人民力量，运用机动
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敌人展开了艰苦
卓绝的斗争。

琼崖特委及独立总队针对敌人此
次“扫荡”的特点，做出了“坚持内
线，挺进外线”的决策。据此，第一
支队向西挺进，积极准备在儒万山建
立抗日根据地。

1942年下半年，独立总队第一支
队第三大队在琼山二区进行了一系列战
斗，并取得多次胜利，为建立儒万山根
据地创造了条件。随后，第三大队进入
儒万山地区，打击了当地由土匪改编的
国民党投降派的“反共游击队”。

1943年 1月，第一支队队部和第
一大队开进儒万山，总队部直属医院、
军械厂和新闻电台也陆续迁移至儒
万山。

第一支队进入儒万山后，着重开展
了3方面的工作：一是配合地方干部恢
复和整顿琼山县第一、二区和澄迈县
第三区的党政组织，动员广大群众支
援部队，进一步保障部队的经济和粮
食供给；二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整顿
和教育部队，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素
质；三是总结反“蚕食”斗争的经验
教训，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制度，抓紧
军事训练，为建立和巩固儒万山根据
地而斗争。

日军得到琼崖独立总队第一支队进

入儒万山的消息后十分惊慌，在从各处
抽调兵力进行“围剿”。失败后，开始
在儒万山四周修建“碉堡封锁带”，企
图以“封锁带”为依托，派重兵进行

“扫荡”，逐步向内压缩，将第一支队包
围在狭小区域内后加以消灭。

针对日军的企图，第一支队指战
员遵照上级“坚持内线，挺进外线”
的决策部署，以一部分兵力突出到外
围，直插敌后，袭击日军据点，以牵
制日军的“扫荡”兵力。留守内线的
部队则化整为零，开展麻雀战、伏击
战、袭击战、地雷战，消灭日军的有
生力量。

当日军集中安仁、东山、东兴等据
点的兵力，分兵向儒万山进攻时，第一
支队在外围的部队趁机伏击袭击日军的
运输部队，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不得
不龟缩回碉堡固守。不久，日军用飞机
掩护地面部队进攻儒万山，第一支队则
利用当地复杂的地形，筑起一道道岩石
围墙和洞穴进行有力的阻击。日军久攻

不下，反而损兵折将，在丢下不少尸体
后狼狈撤走。

日军不甘心失败，于是改变战术
——先派出特务带领汉奸化装成群众，
进山侦察抗日武装的营地，然后再以小
股“精兵”对营地实施奔袭。在第一支
队和当地群众的严密戒备下，潜入根据
地的特务、汉奸接连被发现并击毙，日
军的阴谋活动以失败告终。

不久，第一支队乘胜出击，在各族
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连续攻打安仁、梁
沙、东山、东兴等地的日伪据点，并伏
击日军运输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在澄
迈县福山到保岸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车1
辆，歼敌 20 多人，缴获轻机枪 1 挺，
长、短枪 12 支，夺取了一批军需物
资；支队特务连组织了12人的短枪突
击队，奇袭修筑才坡据点的日军，毙敌
5人，缴获重机关枪1挺，步枪10支；
第一支队在琼山县永兴至龙桥公路上伏
击日军、歼敌 30余人，缴获轻机枪 1
挺，长短枪20多支和一批弹药……让
侵略者陷入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无法
自拔。随着敌人“封锁碉堡带”的据点
被相继攻克，日军的“扫荡”也被
粉碎。

第一支队不仅在儒万山站住了脚，
更在根据地周围，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
10多个乡的抗日民主政权，儒万山抗日
根据地也日益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村
庄迅速扩大到100多个。

儒万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贾晓明

凉亭坳会议：
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

1933年1月和10月，红二十八
军两次组建，后都因为革命形势的需
要，编入了红二十五军。1934年11
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
开始长征。在长征前，中共鄂豫皖省
委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会议，讨论红
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同时要求
留守在根据地的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
高敬亭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坚持和
保卫根据地的斗争。

当时，皖西革命武装仅有红八十
二师700余人和三路游击师170余人
以及游击队、便衣队不足百人。为扭
转困难局面，高敬亭令红八十二师以
及三路游击师到舒城、霍山、潜山地
区开展游击斗争。他们突破敌人重重
封锁线，歼敌保安队，到处打击土豪
劣绅，并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斗争。

1934年12月下旬，在熊家河沙
河店，高敬亭将红八十二师余部与大
别山三路游击师编为红二一八团。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方永
乐、徐成基等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
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鄂豫
皖省委长征前的指示，分析了边区斗
争形势，提出寻找立足点，创建新的
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方针。会议还宣布
成立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以皖西
第三路游击师和红二十五军护送伤病
员的七十四师一营四连、红二十五军
手枪团一分队、红二十五军留下的伤
病员、鄂东北独立团为基本骨干力
量，高敬亭任政委。

红二十八军成立后，立即在舒
城、霍山、潜山、太湖边界地区广泛
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小块游击根
据地。

红二十八军的重建，有力地牵制
了“追剿”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军兵
力，搅乱了敌人的“剿共”部署，让
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蒋介石立即调
兵遣将，展开“四面合围”，企图将
新建的红二十八军绞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严峻形势，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

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灵活的战
略战术，一面作战，一面转移，很快成
功突围，摆脱了敌人的“追剿”。

2月16日，高敬亭在潜山县白果树
湾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
委，由徐成基担任特委书记，并从红二
十八军中抽出200余人，组建红二四六
团，徐成基兼任红二四六团政委，统一
领导皖西的斗争。为尽快“剿灭”红二
十八军，蒋介石任命国民党安徽省政府
主席刘镇华为鄂豫皖“剿共”总指挥，
限其在 1 个月内“剿清”大别山的
红军。

针对敌人的重兵“围剿”，红二十
八军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相
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21日，红
二十八军到达霍山县黄毛，高敬亭决定
在此兵分两路：他率第二四四团二营和
手枪团一分队，回赤城、赤南根据地开
展工作；红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率第二
四四团一营、三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
在舒、霍、潜、太一带游击，牵制和打
击敌人。

2月28日，高敬亭率部前进到长岭
关，敌人两个团随后赶来。高敬亭一面
命令主力部队借助险峻的地形设伏，一
面命令手枪团一分队且战且退，将敌人
诱至伏击圈。下午3时，敌人进入伏击
圈，高敬亭一声令下，各种火力一齐开
火，激战近半小时，歼敌1个团，缴获
机枪6挺，步枪200多支，子弹万余发。

3月3日，高敬亭率领的手枪团两
个分队与方永乐率领的二四四团在金家
寨会合，敌六二二团跟踪追来。7日，
高敬亭在吴家店樟树坪利用有利地形设
伏，全歼敌六二二团。

三败独五旅

刘镇华连战连败，于是派出其驻防
金家寨的“精锐”——独五旅组成“追
剿队”，限期消灭红军。3月10日，独
五旅旅长郑廷珍侦悉高敬亭率手枪团在
立煌县双河一带活动时，便倾巢出动，
向红二十八军扑来。高敬亭得悉后，立
即召开干部会，研究作战计划。大家一
致认为：虽然鸡冠石山只有海拔900多
米，却是山势险峻、加上山上还有冰雪
覆盖，攀登格外困难，可谓易守难攻，
于是决定：在鸡冠石山摆开战场，给敌
人以迎头痛击。

18 日上午 9 时，战斗打响，敌人
凭借火力优势，掩护“敢死队”向山上
攀登。红军战士依靠有利地形，顽强阻
击，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天黑后，敌人在山下宿营，企图等
第二天天明后继续攻击。高敬亭考虑到
红军弹药有限，便找来团山便衣队队长
夏云，吩咐他天明后率部分指战员坚守
阵地，他亲自率领主力乘夜秘密移动至
敌后，对敌人实施前后夹击。

当夜，高敬亭率主力悄悄下山，夏
云则带着便衣队和第二路游击师的40
余名战士悄悄地进入前沿阵地。

19日天刚亮，山下敌人又发起了
冲锋。夏云率战士们沉着应战，粉碎了
敌人的数次进攻。战至下午，山下敌人
的后方突然响起了红军的冲锋号。高敬
亭率部从敌人侧后杀来。敌人一下子乱
了阵脚，很快被红军击溃，丢下不少尸
体和重型武器后四散逃走。

此次战斗，红二十八军毙伤敌军

300多人，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高敬
亭率部转移至英 （山） 霍 （山） 边区
后，郑廷珍为报鸡冠石山之仇，于3月
24 日又率部追来。4 月 9 日，高敬亭

“故技重施”，命部队主力在送子关桃花
山设伏，又命特务营营长林维先率领一
连诱敌。郑廷珍“报仇心切”，立即派
一团人马和一个炮兵连追击而来。林维
先且战且退，将敌人引至桃花山深处。
敌人先架起火炮，向山上乱轰。见山上
红军“没了动静”，便放心向山上冲
来。高敬亭见状，立即命令二四四团、
手枪团和特务营从三个方向对敌人发起
猛攻，瞬间将敌人包围起来。激战近半
个小时，敌人一个团全部被歼。

在随后的战斗中，红二十八军第三
次战胜独五旅。因该部屡战屡败，国民
党当局将其编制撤销。

取得桃岭大捷，威震鄂豫皖

1935年4月6日，高敬亭部与方永乐
部在太湖县李杜店胜利会师（同来的还有
第六、七游击师）。红二十八军进行了短
暂的休整后，随即转至宿松、蕲春、太
湖、潜山等县活动，寻机打击敌人。

4月中旬，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到
达湖北潜山县汤池畈地区，继续开展游
击战。敌九十五旅一九〇团闻讯后尾随
而来。19日傍晚，红军部队在汤池畈
东北面的桃岭（又名桃树岭）宿营。在
战士们休息时，高敬亭不顾多日行军的
劳累，和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去察看周
边地形后，决定利用桃岭的地形，再一
次“狠狠教训一下追来的敌人”。

4月20日清晨，高敬亭召开了营以上
干部会议，传达了作战决心，并部署了作战
任务。具体安排是：由特务营占领坳口及其
两侧，诱敌上山并加阻击，坚守山口；三营
为预备队，配置在852高地西南侧。

下午 4 时 30 分，追敌向红军发起
猛烈攻击。当敌人的先头营推进到位于
坳口南侧的前沿阵地时，高敬亭命令正
面部队居高临下突然开火，给敌人以大
量杀伤，同时将其压制在山坡上不能前
进。敌人以为红二十八军经过此前的多
次战斗，兵力早已受到严重削弱，故而
以更加密集的队形发起冲锋，同时用电
台呼叫后方部队赶来支援。经过半个小
时的激烈战斗，红军始终坚守阵地。敌
团长气急败坏，于是投入了全部的后续
部队。高敬亭见状，一面在正面战场指
挥作战，一面向埋伏在左右两翼的部队
下达了迂回攻击的命令。迂回部队很快
从侧后发起迅猛攻击，打乱了敌人的部
署。趁敌人慌乱之际，红二十八军将敌
人分割成数段。特务营见此，趁势向敌
人出击，敌一九〇团一营、二营很快就
被全歼，后卫营也被击溃。

当敌九十六旅一九二团闻讯赶到桃
岭时，红二十八军早已押着400多人的
俘虏和缴获的大批武器胜利撤出战斗，
向马家畈方向转移。

桃岭战斗后，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
军又接连在霍邱、潜山等地打了几个胜
仗，不仅歼灭了大批敌人，使蒋介石试
图三个月消灭红二十八军的计划破产，
还乘胜以岳西县鹞落坪为基点，创建了

“舒霍潜边区苏区政府”。舒城西部的晓
天山区成为红二十八军的重要后方。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第三次组建前后的红二十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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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
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安徽萧县黄
口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
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
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等精神，确定统一战线、发动群
众、武装斗争三大任务。

不久，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苏
鲁豫皖边区各县纷纷组织起中华民族
解放先锋队、青年抗日救国团、青年
抗日自卫队等组织，参加抗日活动。
到1938年三四月间，中共苏鲁豫皖
边区特委和中共鲁西南工委，分别在
苏鲁皖地区的铜山、丰县、沛县、萧
县、砀山、单县、金乡一带组建了多
支抗日武装。

五六月间，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
第一、第二总队相继成立，萧县境内的
抗日游击武装统一改编为第二总队十七
大队，李砥平任大队长，冯家萍任指导
员。十七大队成立后，不断在公路交通
线上截击日军运输车辆及小股散兵，打
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当时，日军正沿陇海铁路西犯，
为保障其后方的运输安全，特别在萧
县境内的黄庙设置了一个据点，用以
看守附近的铁路桥。李砥平、冯家萍

决定：对黄庙据点实施突袭，消灭该股
敌人。

为掌握敌人的动向，十七大队派出
精干人员，对据点进行了周密侦察。据
侦察员报告：据点里驻有 22 个日军，
这些家伙依仗武器精良，白天一般只留
一个人站岗，其他家伙吃过午饭后还会
去午睡。据此，李砥平、冯家萍决定于
8 月 23 日中午时分，对黄庙据点发动
突袭。

8月23日，经过周密部署，二总队
十七大队参战人员分为突袭、包围、打
援3个组，按事先部署进入各自预定位
置。中午刚过，由5名精干游击队员组
成的突袭组，扮成送补给的老百姓，挑
着瓜果蔬菜向日军据点走去。站岗的日
本兵刚要检查，便被游击队员用匕首刺
死。随后，5 人大模大样地进入据点
内，迅速抽出驳壳枪向午睡中的敌人射
击，一举击毙敌人19人。

战斗打响后，有两个日本兵正在附
近河里洗澡，其中一个听到枪声后跳上
岸，被包围组队员发现后当场击毙，另
一个吓得躲在水里，因而侥幸漏网。

此次奇袭作战，十七大队仅用10分
钟便拔除了黄庙据点，歼灭守敌21人，
缴获步枪18支、机枪1挺、手枪1把以
及一批弹药，游击队员无一人伤亡。

抗日游击队奇袭黄庙敌据点
孟 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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