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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一
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奉命由山西
前线挺进山东敌后，先后创建了鲁西、
鲁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一一
五师各部进行整编，六八六团被编为
教导二旅六团。1941年1月，六团由
鲁南东进滨海地区，此后到抗日战争
结束，一直战斗在滨海地区，为滨海抗
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乃至整
个山东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深受群众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
六团”。

1943年7月，土匪朱信斋部公开
投靠日伪，被日军委任为伪日照保安
大队队长。朱信斋上任后，强迫当地群
众10余万人在石沟崖村修筑了坚固
的据点。该据点不仅分割了八路军滨
海、滨北两块根据地，截断了南北交
通，也对附近3个县、9个区八路军的
抗日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

为扫除滨海抗日根据地南北障
碍，八路军滨海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
做出了拔除石沟崖朱信斋伪据点的决
定。任务分配是：滨海军区六团（即“老
六团”）攻打朱信斋的石沟崖据点；其
他部队在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担
任打援任务。

1944年1月21日晚，“老六团”经
一夜急行军，在拂晓前秘密到达石沟崖
村外围，将敌人据点团团包围起来。各
打援部队也准时进入指定位置。

22日晨，攻击开始，在肃清石沟崖
外围后，“老六团”八连迅速接近围墙，

用连续爆破的方法从铁丝网、鹿砦、外
壕中炸开一条通道，很快冲进西岭炮
楼，全歼守敌1个排，随后东岭炮楼也
被六连一排拿下。四连、六连乘胜攻进
石沟崖村内，用炮火摧毁了两座暗堡。
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四连、六
连完全占领了石沟崖村，将村内敌人
据守的南、北围寨分割包围起来。

23日上午，日伪军约400人增援
石沟崖，被负责打援的部队迎头击溃。
下午4时，“老六团”以一、二、三、六共
四个连的兵力向北围寨发起进攻，连
续攻下6个地堡。突击队跟踪追击，先
后炸毁了北围寨东南角、东北角炮楼，
突击队从三面打进寨内，消灭了守敌。

激战至夜10时，朱信斋见增援无
望，便亲自率领“敢死队”向“老六团”
反扑，妄图突围逃走。但在“老六团”四
面火力压制下，敌人“敢死队”死伤惨
重，朱信斋只得退回围寨的大炮楼内
继续顽抗。

四连战士发起“烟雾攻势”——在
炮楼外点燃掺入辣椒粉的柴草，并向
炮楼枪眼扬撒石灰粉。“石灰雾”很快
模糊了敌人的视线，“辣椒烟”借风势
飘进炮楼内，熏得里面的残敌涕泪直
流、呼吸困难，不得不举手投降，与此
同时，寨内的其他残敌也被六连、八
连俘虏。此次战斗，“老六团”共击毙
123人（其中击毙日军 2人），生俘朱
信斋以下409人，缴获长短枪161支、
轻机枪2挺、火炮6门、弹药与大批军
用物资。

八路军“烟雾攻势”克据点
杲学军

1942年，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冀
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

“清剿”“蚕食”，企图摧毁根据地，消灭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冀中军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顽强斗
争，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1943年，冀
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坚持游击战的
斗争方式，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与民兵
紧密协同作战。县、区游击队、民兵、群
众广泛出击，平毁封锁沟，展开破击
战，阻断敌物资供应，四处围困袭扰敌
据点。武工队挺进敌占区，发动群众打
击汉奸特务，争取瓦解伪军，继续开辟
新区斗争。主力部队则巧妙运用化装
奇袭、内应外擒等方法，大量逼退、攻
取敌人“点碉”，打击孤立困守之敌。

河北省武强县的小范镇是一座重
要的交通、水运码头，日伪军占领此处
后，修筑了2座高大坚固的岗楼，其中
一座驻扎日军1个重机枪分队，另外
一座则驻扎伪军一个排。由于据点控
制着这里的水陆交通，对八路军活动
造成很大威胁。1943年秋，随着战场
形势的好转，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六军
分区和武强县大队决定抽调力量，一
举拔掉这个据点。

八路军首先通过地下工作者，争
取了1个碉堡的伪军配合这次作战，
并根据另一碉堡的日军每日出早操时
不带武器，需要低头背诵“天皇圣训”

约十分钟的活动规律，制定出一个化
装突袭的作战方案。

10月25日，三十七地区队三连和
武强县大队副大队长徐春缓带领的三
个中队，悄悄接近小范镇敌人据点，埋
伏在附近的民房里。26日天亮后，部
分精干的手枪队队员化装成敌人的情
报班，骑着自行车沿着沧石公路前进，
很快接近了小范镇。当时手枪队队员
人人都是敌人情报员打扮，腰间插着
驳壳枪，他们的自行车踩得很快，就像
是有什么“紧急军情”一般，沿途敌人
岗哨完全没有阻拦。手枪队队员快接
近日军岗楼时，发现日军集中在岗楼
外的操场上，对着东方聚精会神地举
行“膜拜仪式”，只有两三个伪军看守
枪支。手枪队员立即行动，冲过外壕上
的吊桥，直接闯进岗楼，没等伪军们反
应过来，就直接俘虏了他们，并迅速夺
取了岗楼内摆放整齐的重机枪、掷弹
筒以及10余支步枪。

随着手枪队队员发出信号，事先
埋伏在附近民房里的部队立即跟进，
在内应的协助下，先将伪军控制起来，
然后向操场上的日军发起猛攻。赤手
空拳的日军企图逃回岗楼，遭到手枪
队队员的猛烈射击，八路军仅用几分
钟便结束战斗，全歼小范镇据点的日
伪军，缴获全部武器弹药，己方无一人
伤亡。

八路军化装突袭破据点
吕勃东

七一八团奉命出击

1938年9月中旬，日军在华北集
中5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北岳区大举进犯。其中，敌主力
从东、南、西三面向五台、阜平地区
进攻，北线敌军则从蔚县、广灵、浑
源地区分兵两路南下，企图打通蔚县
至涞源、广灵至灵丘、易县至代县的
公路，以分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
次，日军吸取以往的失败教训，妄图
采取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然后分
割“清剿”、各个击破的办法，一举
消灭八路军晋察冀部队主力和领导机
关，摧毁抗日根据地。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犯，八路军晋
察冀军区和一二○师根据八路军总部
的指示，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广泛
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
合的作战方针，粉碎敌人的围攻。晋
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一二○师师
长贺龙联名向各部发布命令、部署任
务。他们给三五九旅的作战任务是牵
制北路和西路的敌人。要求以一部兵
力运用袭击、伏击、阻击等方式，钳
制由平绥路及同蒲路北段进攻晋察冀
边区的日军；主力配合友邻部队作战。

9月25日，侵占广灵的北线日军
一部由广灵县城和暖泉镇、南村镇出
发，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南进攻
灵丘。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王震
综合敌情分析，判断沿广灵至灵丘公
路南进之敌为其主力，于是命令七一
九团留在山阴、应县地区，以牵制从
西北方向进攻的敌人；七一七团主力
进至灵丘、阜平之间相机打击敌人；
七一八团和七一七团一个连集结于广
灵至灵丘大路以西、直峪以南、张家
湾以北的山地构筑阵地，阻击、伏击
日军。

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政委刘子
奇接受任务后，立即率部进至广灵至
灵丘公路西侧的聂家沟一带，进行实
地勘察。这里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一
公里的狭长山谷，东西两旁是突兀的
山峦，中间有百十米宽的丘陵地，层
层梯田鳞次栉比，靠西山脚下有一条
砂石路，往南约500米处的道路顺着
山势有个急弯，一座小山包正好对着
这条砂石路，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
团首长遂决定利用这条易守难攻的山
谷，对南下日军实施打击。

随后，陈宗尧对战斗进行了具体部
署：在直峪以南、张家湾以北的公路两
侧构筑工事，利用公路两侧有利地形，
以连为单位，轮番阻击、袭击、伏击中
路敌人；命令三连驻守圣佛寺，四连驻
守邵家庄；同时，以一部兵力袭击敌后
据点，断敌交通，滞缓敌人援军的
行动。

9月25日，中路日军以一个中队的
兵力从直峪沿公路扑来，遭到七一八团
的伏击后退走。陈宗尧判断敌人即将发
起大规模进攻，于是立即到前沿阵地进
行视察，并对指战员作了进一步指示。

9月26日，日军集中600余兵力向
七一八团四连据守的邵家庄阵地发动攻
击。在密集的炮击过后，日军步兵向四
连阵地冲来。四连指战员立即冲出掩
体，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
久攻不下，于是呼叫飞机，向四连阵地
俯冲扫射。由于四连进行了充分的战前
准备，掩体修筑得非常隐蔽、厚实。敌
机在阵地上空扫射并反复盘旋，也没能
发现八路军阵地上的人员集中点，不久
弹药用尽，只得胡乱投下炸弹后飞走。
四连指战员立即回到阵地上和敌人战
斗，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几乎与
此同时，三连的战斗也打响了。当敌人
进至距离圣佛寺阵地只有七八米时，战
士们才突然开火，把敌人撂倒一片。敌
人遭此迎头痛击，只得后撤。此时，三
连的两个隐蔽点突然从两翼向逃敌开
火。在三连的前后夹击下，敌人的第一
次进攻很快失败。

当日，敌人相继发起了4次进攻，
均被三连、四连击退。战至傍晚，八路
军阵地始终岿然不动，敌人却付出了伤
亡300余人的代价。陈宗尧见已达到迟
滞了日军前进的目的，遂命令七一八团
撤出战斗。

解救民夫2000余人

天黑后，敌人虽然发现七一八团已
经撤出主阵地，却因死伤惨重，加之不
敢夜战，于是便退回后方，企图休整。
陈宗尧得到前线战报后，决定利用敌人
惧怕夜战的心理，对敌发起夜袭。经一
番部署，七一八团3个营连夜出发，分
路袭击退守在张家湾、邵家庄、冯家沟
等地的敌人。陈宗尧带着三营摸到张家
湾村外，命令突击队悄无声息地干掉敌
人哨兵，然后率领部队分多路悄悄进
村，朝敌人宿营的房内投入多捆集束手
榴弹，炸得敌人人仰马翻，接着对营房
内猛烈射击，把大部分敌人击毙。

与此同时，邵家庄和冯家沟的夜袭
战也顺利打响。敌人凭借武器优势，固
守在村庄制高点拼命顽抗。一营、二营
战士经过一番激战，消灭了不少敌人，
并救出了被敌人关押的民夫 2000 余
人。天亮后，七一八团撤出了战斗。

痛歼敌人援军

第二天，迟迟不见敌人进攻。陈宗
尧认为敌人在夜间吃了大亏，不可能就

此罢休。他在和刘子奇商量后，马上命
令二营立即从聂家沟出发，向西南前
进，赶到吉略沟的山上埋伏待命。

二营一路跑步前进，很快来到吉略
沟以北的山上。刚刚筑起工事，就发现
有西路敌人前来增援。二营一面阻击，
一面将情况向陈宗尧进行了汇报。

陈宗尧闻讯后迅速做出战斗调整：
以一部兵力监视中路敌军，在游击队的
配合下，袭扰阻击敌人；团主力迅速赶
到吉略沟，集中兵力打退敌人。

傍晚时分，陈宗尧率一营和三营赶
到了吉略沟。此时二营正与敌人激战，
把敌人拦击在南面的山头上。陈宗尧当
即集中三个营的兵力发起攻击，不让敌
人有喘息的机会。于是，三个营从各个
不同的方向发起猛攻。敌人激战数小
时，早已筋疲力尽，更不防七一八团主
力杀到，顿时全线溃退。陈宗尧指挥部
队一路追击，消灭日军百余人。

击退西路敌人援军后，陈宗尧又指
挥部队连夜前往冯家沟。驻扎在这里的
敌人不防八路军会在第一天发动夜袭
后，紧跟着再“杀一个回马枪”，又被
消灭了数十人。当广灵日军主力进至灵
丘以北贾庄、黄台寺地区时，再次遭七
一八团一部伏击，被歼一部。由于日军
连遭七一八团的阻击、伏击、袭击，从
广灵至灵丘35公里的行程走了6昼夜，
才于10月1日进占灵丘县城。

摧毁敌人新设据点

从广灵向灵丘进攻的北面之敌，一
面分兵在沿线村镇设立据点，保护后方
交通，一面谨小慎微地缓慢向前探进，
妄图凭借碉堡和据点“稳扎稳进”。

陈宗尧得到侦察员的报告后，决定
带领团主力转至敌后，乘敌人立足未稳
之际，袭击敌人的新设据点。

在陈宗尧的指挥下，七一八团连续
夜袭了晏子村、义泉岭等日军新设据
点，并切断了敌人后方的交通运输线。
当陈宗尧率部辗转到灵丘县的贾庄村
时，得悉从广灵南下的日军已进入灵丘
以北的黄台寺地区，认为这又是一个很
好的战机，于是决定再打敌人一个措手
不及。当晚，陈宗尧指挥部队突袭黄台
寺，全歼日军一个小队。

10月的一天夜晚，陈宗尧率七一
八团对驻扎在吉略沟附近的西路日军发
起夜袭。这里的敌人得知七一八团对冯
家沟敌人发动过两次夜袭，加强了戒
备。但此前陈宗尧已经联络了当地民
兵，对该地敌人进行了连续多日的昼夜
骚扰，让敌人疲惫不堪，早已丧失了警
惕。待七一八团发起进攻时，敌人还以
为又是民兵骚扰，仅派少量部队应战。
七一八团乘此战机，一举消灭了敌人村
外岗哨，冲入村内，占领了要道。敌人
慌忙从营房里跑出来，遭到八路军从四
面八方射来子弹的打击，很快就溃不成
军，仓皇突围。陈宗尧率领战士分路追
击，地方武装和民兵也赶来助战。有股
日军，因夜黑不辨方向，逃到一个悬崖
上，被跟踪而至的七一八团和民兵完全
包围，除被击毙外，还有百余人在黑夜
中慌不择路，掉落悬崖下摔死。

（作者系湖南文史研究者）

七一八团在广灵、灵丘间阻击日军
尹承文

1932年 9月，李福林以中共满洲
省委巡视员身份，到黑龙江珠河县，
按照省委指示，改组珠河县委为珠河
中心县委，并任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
部长。其间，李福林在珠河地区发动
群众，进行广泛的反日宣传，建立反
日会、反帝同盟等组织。同年秋，李福
林和战友们在珠河县蚂蜒河东组织
了一次有1000多农民参加的反日游
行示威。

1933 年初，李福林根据珠河中
心县委的指示，开始组建珠河地区抗
日武装，先后派多名共产党员进入义
勇军孙朝阳部，宣传抗日道理和共产
党的抗日主张，帮助他加强部队的政
治思想工作。1933 年 3 月，赵尚志也
加入孙朝阳部，后被委任为参谋长。

同年 10 月，日伪当局派特务潜
入这支义勇军部队，诡称关内义勇军
后援会工作人员，诱骗孙朝阳离队

“领取给养”，赵尚志、李启东苦心规
劝，孙百般不依。日本特务伙同叛徒
企图刺杀赵尚志等，赵尚志、李启东

等识破敌人的阴谋，迅速携带一挺机枪
和11支手枪、步枪撤离，并与李福林取
得联系。

李福林闻讯后，和战友带着两支步
枪和冬装赶来接应。不久，朱河中心县
委又派来了几名同志，和赵尚志、李福
林等汇合，组成了一支13人的队伍。10
月 10 日，李福林协助赵尚志在珠河县
三股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珠河东北反
日游击队，推选赵尚志为队长，李福林
任政治委员兼党支部书记。

不久，游击队在三股流消灭数名欺
压群众的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
产，分给贫苦农民，并向群众宣传抗日
救国的道理，受到群众的拥护。仅仅 3
个月，游击队就扩大到70多人，有机枪
2挺、手枪 13支、步枪 60余支。到 1933
年冬，游击队已经初步确立了以三股流
为中心的珠河反日根据地。1934年初，
游击队发起攻打黑龙宫的战斗；5 月，
又发起了攻打宾县县城的战斗，沉重打
击了日伪的反动统治。

1934 年 6 月 28 日，在珠河铁道南

柳树河子，李福林和赵尚志根据上级指
示，主持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29日又
召开了指战员大会，宣布正式编成东北
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下辖 3 个总队，
共 450 人，由李福林任党委书记，赵尚
志为支队队长，李兆麟任政委，全队90
多名党团员成了部队的骨干。支队下还
设有骑兵队、教导队、少年连。

当年9月，哈东支队攻克重镇五常
堡，缴枪 90 余支。在随后的时间里，哈
东支队频频出击，把游击区扩大到了方
正、通河、延寿、宾县等地。

这年冬天，李福林率少年连百余人
来到方正县筒子沟开辟新的游击区。这
一天，侦察员回来向李福林报告：伪军
200多人受日军差遣，进山“扫荡”，扬言
要“消灭哈东支队少年连，活捉李福
林”。

李福林得到报告后，立即把少年连
集合起来，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当地
200多名伐木工人也主动要求参加攻打
伪军的战斗。随后，他又与从五常县山
里赶回来的赵尚志一起研究了作战方

案。两人决定：把主战场设在伪军进入
筒子沟的必经之路——砬子山下。这
里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可以打敌人一
个措手不及。为了迷惑敌人，李福林、
赵尚志事先“放风”说：少年连要休整
两天后才能和伪军“较量”。伪军得知
这个“消息”后，果然中计，立即下令，
准备在当日夜晚出发，妄图“全歼少年
连”。

当晚，李福林和赵尚志带领少年连
及 200 余名伐木工人，在夜幕掩护下，
及时进入伏击地域，进行了紧张的战前
准备。

午夜时分，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已
经进至距离筒子沟仅三四里远的地点。
李福林、赵尚志见敌人已经“上钩”，立
即下令让少年连战士做好战斗准备。

不久，伪军举着火把、手电筒进入
砬子山伏击圈，李福林、赵尚志一声令
下，伐木工人立即把大木头、石头块从
山上推下去，少年连战士投出的手榴弹
也在伪军队伍里开了花。伪军受到突然
打击，在黑夜里惊慌乱窜。李福林、赵尚
志见时机成熟，端起机枪，当先冲入敌
阵。少年连战士和伐木工人冲向敌群，
很快击毙伪军数十人。

战斗很快结束，此次战斗东北反日
游击队哈东支队在当地伐木工人的配
合下，全歼了进犯伪军（仅走在最后的
十几个敌人骑兵漏网），缴获了大批枪
支弹药。

哈东支队少年连深夜歼敌
贾晓明

1946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当
局连战连败，不得不把“全面进攻”
转变为“分期分区重点进攻”，委任国
民党广东省政府琼崖办事处主任兼第
九区行政督察专员蔡劲军担任琼崖保
安司令。蔡劲军上任后，调集广东省
各地的“保安总队”1.5万人，向琼崖
独立纵队的根据地发动为期六个月的

“清剿”。1947年1月，蔡劲军的第一
期3个月“清剿”计划，在琼崖军民
的沉重打击下，宣告失败。

2月，不甘心失败的蔡劲军只得集
中兵力，实行为期 3 个月的第二期

“清剿”。中共琼崖特委和琼纵领导决
定采取“坚持内线，展开外线作战”
的方针，以少数部队坚持根据地斗
争，主力则迂回敌后，在外线乘机歼
敌，开辟新区。为此，琼纵领导对各
支队的战斗地段和任务作了规定，命
令第三支队在乐会、万宁，第二支队
在琼东和琼山六区，挺进支队在临
高、澄迈，第一支队在琼山、文昌，
第四支队在儋县、白沙，镇南队在昌
感，分别开展反“清剿”斗争。

战斗打响后，琼崖游击纵队各部
密切配合，与国民党“清剿”部队巧
妙周旋，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避实
就虚地进行游击战和伏击战，打得敌
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3月，国民党保安第七总队向定安
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活动于该地区
的琼纵第二支队留下少数部队坚持山

地斗争，主力转向平原区，寻机歼
敌。不久，第一支队从琼山南下，与
第二支队汇合，积极准备在加（积）
长（坡）公路上伏击敌人。

据侦察员报告，加积、长坡之敌
每日都用汽车来往巡逻，如果伏击敌
人车辆，长坡、加积之敌一定会出动
增援。据此，第一、第二支队决定：
以两个中队埋伏于距长坡两里的山埔
岭，专打长坡敌人的巡逻汽车，诱加
积敌人出援；以四个中队埋伏于山溪
桥附近的公路旁，伏击加积援敌；以
一个中队布置于山埔岭与山溪桥之间
作预备队。

3月21日夜间，参战各部秘密进
入设伏地点。22日上午8时，长坡敌
军派出一个排，驾驶汽车，向山埔岭
附近公路搜索前进。当汽车进入山埔
岭地段伏击圈时，遭到琼崖游击纵队
指战员的集中火力打击，当场死伤10
余人，残敌仓皇逃回长坡镇。约50分
钟后，得到消息的加积敌人果然派出
一个连，沿公路向长坡方向增援。当
他们行进至山溪桥时，遭到埋伏在这
里的琼崖游击纵队的猛烈袭击。经过
15分钟战斗，敌人一个中队大部被
歼，残部向琼东老城逃窜，琼崖游击
纵队一直追击到城郊方才停止战斗。

此次战斗，琼崖游击纵队共毙伤
俘敌约60人，缴轻机枪4挺，其他枪
支弹药一批；迫使敌军停止了“清
剿”，回守琼东。

加（积）长（坡）公路伏击战
常 红

1938年9月，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
旅七一八团，在山西省广灵县与灵丘县之
间对日军进行了一系列阻击战斗。在这次
阻击战斗中，七一八团占据敌人中西路之
间的机动位置，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以一
部兵力与之周旋，团的主力部队则机动转
移，抓住有利时机连续打击敌军，毙伤日
军800多人，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和一门
山炮，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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