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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和河北省交界的
海坨山，平北要津，抗日战
争时期是中共平北地委、八
路军平北军分区司令部所在
地。1938 年后，八路军三
次派兵挺进这一地区，建立
并发展了以海坨山为中心的
平北抗日根据地。生活在海
陀山区的平北党政军机关领
导当地军民，同仇敌忾，众
志成城，经历了无数腥风血
雨的考验，在粉碎敌人“扫
荡”“蚕食”、消灭了大批敌
人的同时，还战胜了饥饿、
寒冷、疾病等艰难困苦，顽
强生存，屡战屡捷，赢得了
抗战的最后胜利。

Z 史事经纬

Z 红色足迹

Z 编后拾遗

1930 年 4 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按
照上级命令，将红十一军分散活动的 3 个
师改编为红一军。其中，红三十一师改编
为红一军第一师，下辖 5 个大队共 800 余
人，由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兼任师长。

5 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中原
大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大批国民
党军纷纷北调，这种形势为革命力量的发
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6 月，徐向前率红
一师西出平汉铁路，根据侦察员的报告，发
现敌人在平汉铁路南段的湖北应山杨家寨
火车站兵力较为薄弱，仅有第二十军郭汝
栋部的两个连防守，于是当即决定将此处
作为打击的第一目标。

6 月 11 日夜间，徐向前率领第一师由
二郎店出发，一路急行军，向杨家寨火车站
前进，并于次日凌晨 3 时抵达车站外围。
红军战士迅速解决了敌人哨兵，打开寨门
后悄无声息地冲进敌人营房，仅用一个小
时，就将敌人两个连全部消灭，并占领杨家
寨火车站，缴枪12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

郭汝栋得到消息后不甘心失败，于6月
下旬派出两个团向平汉铁路以东出击，企图
搜寻红军主力“决战”。6月26日，敌独立旅
第一团由广水进至大悟杨平口以南的郑家

店。徐向前冷静分析后，决定红一师在敌人的
必经之路杨平口设伏，消灭这股敌人。

28 日晚，红一师从黄柴畈出发，经半夜
急行军，在杨平口附近与孝感县游击队会
合。红一师将主力隐蔽在杨平口东北的傅家
湾、新寨一带的山地，布成“口袋阵势”，然后
由师直特务大队及孝感游击队一部进逼郑家
店，诱敌出动。

29日上午，红军诱敌部队在郑家店东北
高地与敌人交火。敌团长发现对手是“小股
部队”，于是倾巢而出。特务大队和游击队边
打边撤，将敌人引入伏击圈。

10时，敌人进入伏击圈，随着徐向前的一
声令下，隐蔽在山坡上的红军一跃而起，埋伏
在周围山峦上的红军主力立即发起猛攻，将敌
一个团分割成三段。敌军遭到突然袭击，慌乱
不堪，先头营和后卫营稍作抵抗便被红军迅速
歼灭。敌团长见势不妙，带着中段的一个营，
向傅家山一带逃去，占领一处高地负隅顽抗。
徐向前率领红军将残敌团团包围起来。在红
军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的共同作用下，下午2
时左右，敌团长率残敌缴枪投降。

此次战斗，红一师以与敌同等的兵力，歼
敌一个整团 1200 余人，缴枪千余支，创造了
鄂豫皖红军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

红一师取得杨平口大捷
金阁

群众承担起干部战士的
衣、食、住

以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抗日根
据地建立后，由于当地无法筹集到
大批布料，干部战士的服装要从其
他抗日根据地“输入”，但不久就遭
到了敌人的封锁。1940 年 9 月，海
陀山区突然气温骤降，干部战士面
临着“大雪北风寒，战士衣正单”的
严重局面。此时，冀热察挺进军第
十四大队大队长刘开锡率队攻克了
敌人长安岭据点，缴获了一批土白
布，便立即运到海坨山。为了让子
弟兵早日穿上冬装，大海坨村村长
李万义在院子支起大铁锅，部分群
众纷纷从家中灶炕收集了草木灰，
从山上采挖了粘染土代替染料，夜
以继日地煮制，终于将白布染成了
浅灰色；其他群众则到处收集棉花
和牛毛、羊毛，不少群众将自己衣服
上的双层破棉絮揭下一层送给战士
们。有了材料，根据地中心区十几
个村的妇女立即组织起来，日夜加
班，挑灯赶制，很快为子弟兵赶制出
棉衣。其间，海坨山群众又纷纷献
出家中的材料，组织工匠赶制一批
毡毛头帽子，中心区每位妇女做出
12双军鞋。为了减轻群众负担，部
队战士在战斗间隙集体纺线织袜
子。入冬后，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
部队的冬装得到了解决。

由于敌人的封锁，粮食很难运
进海坨山区，山区的群众便把省下
的粮食交给部队。在部队宿营时，
群众就热情地把战士们接到自己家
中共同就餐。有的群众宁可自己吃
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几筐土豆送

给八路军指战员。1942 至 1943 年
期间，敌人对海坨山抗日根据地连
续发起大规模“扫荡”，企图将抗日
军民彻底“困死、饿死”。八路军和
群众与来犯敌人“转山头、捉迷藏”，
巧妙地与敌周旋于密林深山，伺机
打击敌人，饿了就摘山果、挖野菜、
捋树叶充饥。榛子、橡子、山荆、野
莓、欧粒、野葱、小蒜都成了抗日军
民口中的美味佳肴。

八路军刚来到海坨山区时，群
众都会把子弟兵让进家中宿营，天
冷了，不少群众还把热炕腾出，自己
睡在地上的秸草里，让八路军指战
员非常感动。为了不给群众添麻
烦，八路军指战员就在山里搭起马
架窝棚居住。为了抗寒，八路军把
梯田挖成“炕”：选一处坝阶拆了，往
里挖一条沟，沟面上盖上石板抹上
一层泥，烧干后支上帐篷。军分区
司令员覃国翰、龙延怀联合县县长
蔡平干脆住进海坨山上的自然石洞
中办公。敌人“扫荡”时，将群众的
房子烧毁。粉碎“扫荡”后，八路军
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群众盖房子。
战士们平时收集锛、凿、锯，和群众
一起从山上砍来树，窗户用木条钉，
糊上纸，墙有洞用泥堵上，门口挂着
自己编的草帘。敌人白天烧了房，
经过军民的努力，到晚上就又能住
人了。

军民共建修械所与炸弹厂

八路军刚刚进入海坨山时，携
带着一定的武器弹药。战斗中，八
路军虽然能从敌人手里缴获一些武
器弹药，但远远不能满足战斗的需
要。由于敌人的封锁，从其他根据
地获得补给也越来越困难。为此，
军分区从群众中动员了一批能工巧
匠，又想方设法“凑了点儿简单的设
备”，再通过地下关系“从敌人据点
买了点儿锃水之类急需物品”，然后
在石头堡子山中建立了修械所，对
枪支进行修理。为了制造出杀伤性
更大的武器，修械所的工匠就因地
制宜，动员各村乡亲们献铁烧炭，然

后在老庙地、杨树河一带山中，建起一
座小型炸弹厂，再按照“土洋结合”专
门铸造地雷、手榴弹。没火药就发动
当地群众熬制，碾轧、配制。为了省
铁，工匠们还将石头錾凿，制成石雷。
就这样，炸弹厂白手起家，制出了一批
批地雷手榴弹运往前线，杀伤了大量
敌人。

无微不至地照料子弟兵伤病员

1940年夏，平北抗日根据地刚刚
开辟，八路军部队没有医院、卫生所，
伤病员全都寄养在群众家中，生活、治
疗也都由群众帮助解决。最典型的代
表，要数龙赤联合县五区的拥军模范
赵顺。他腾出自己的房子，为部队开
设了临时诊所，日夜照料伤病员。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赵顺一有时间就领
上女儿、儿媳上山采草药。大批伤病
员经过他的精心照顾，痊愈后重新走
上前线。

随着形势的发展，海坨山区的机
关干部、部队战士日益增加，反“扫荡”
斗争中伤员也逐渐增多。1941年，军
分区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在黑龙潭建
起了后方医院，并聘请一批有医学知
识的群众进入医院帮助医务工作者照
看伤病员。后方医院的很多药品还是
在医院帮忙的群众通过关系、熟人从
北平等大城市秘密购买并运回根据地
的。每当敌人“扫荡”，群众便会在医
生的指示下搀扶或者抬着伤病员转移
到深山密林深处。

《挺进报》：在根据地群众中
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沟通各
方面信息，鼓舞军民抗日热情，加强根
据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宣传建设，
1941年初，平北军分区政治部决定创
办军分区机关报——《铁军报》。

办报没有专业人员，经组织决定，
由敌工科长徐辉、锄奸科长朱静轩及
干事王济、郭振普兼职。没有设备，报
社的同志便利用战斗在敌伪军中的内
线关系，买齐了油印机、油墨、蜡纸、白

纸等办报用品。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
意，报社又通过群众，采用“蚂蚁搬家”
的办法，将各种物品和设备拆分，然后
一点一点秘密运回海坨山。没有安
静、隐蔽的场所，办报人员便请教群
众，最终在群众的指引下，在纪宁堡的
大山深处找到一处破旧简陋的庙宇

（实际上是只有一个道士居住的土
房）。报社编辑、记者和道士一起居
住，没有桌子，写稿时就在纸张下垫一
块木板，放在双膝上当桌子；刻版时就
趴在土炕上；印刷时，没有架子，就搭
几块山石。周边群众有时也会过来帮
忙。经过一番努力，《铁军报》终于如
期得以出版，被交通员和群众分送根
据地各地。

1941 年底，由于敌人加紧封锁，
导致原材料供应不足，《铁军报》 因
此停刊。1942 年 2 月和 5 月，诞生在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 《挺进报》，奉上
级指示，集合报社的全部人马——社
长、编辑、采购、发行共20多人，携
带全部家当：一部收报机、一架油印
机、两块钢板及个人的办公用品，分
两批从平西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千
辛万苦来到中共平北地委所在地——
海坨山的西坡。

《挺进报》报纸除了刊登新华社的
新闻稿外，主要是刊登平北根据地的
新闻和评论文章，其内容都紧密地结
合着当时各方面的斗争，与根据地干
部、战士和群众密切相关。

《挺进报》除派记者随军战斗和采
访外，还在根据地干部、小学教师、部
队指战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组织起通讯
网。由于有了群众性的通讯员队伍，
地方新闻稿件源源不断地投到报社。
工农通讯员的热情很高，反映的问题
也很重要，但受限于文化水平，写的稿
子不容易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有些
农民和村干部自己写不了稿子，就把
看到的事情讲给小学教员听，请他们
代笔，写好后寄给报社。每当遇到这
种情况，报社文书就耐心帮助重新改
写；报纸出版后，报社会尽快把刊登作
者稿件的报纸寄给作者。这些举措，
不仅使《挺进报》在群众中产生了广
泛、深远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
了群众学习抗战文化、参与抗战文化
建设的热情。

《挺进报》迁到平北之后，由于环
境残酷，在一个时期内，只能用油印出
版，但还是基本上坚持了三日一刊。
报纸出版后，除分区、县、区三级党政
群机关和部队外，还送到北平郊区及
张家口、承德附近（包括昌平、顺义、怀
柔、密云、丰宁、滦平、延庆、怀来、宣
化、龙关、赤城、崇礼、沽源、宝昌等县
的广大农村）。每份报纸都是辗转传
阅，海坨山区出发的部队和地方干部
常把几份报纸带在身边，宿营时就拿
出来，给群众宣读、传阅，让群众尽快
了解到胜利的消息。

（作者单位：河北省赤城县政协文
史委）

海坨山区抗日军民的战斗与生活
孟宪昌

李贞乾，江苏省丰县李新庄
人，1927 年任丰县师范校长，因
保护进步学生，引起国民党县党部
的不满，将他调任丰县中学校长。
1935 年春，李贞乾结识了中共徐
海蚌特委委员兼秘书孙叔平。在孙
叔平的帮助下，李贞乾潜心研读进
步书籍，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革
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36
年8月，日军侵犯绥远，国民党将
领傅作义率部奋勇抵抗，李贞乾和
孙叔平秘密领导了丰县的援绥抗日
活动。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
贞乾在中共徐州特委的领导下，
以丰县中学为基础，组织了“青
年抗日救国服务团”。12月，通过
中共党组织的工作，丰县成立了
抗日动员委员会，李贞乾被选为
委员。为了支持抗日，他捐出自
家和本族的枪支弹药和积蓄，又
卖掉 21 亩水浇田。1938 年春，经
中 共 徐 西 北 区 委 书 记 王 文 彬 介
绍，李贞乾加入中国共产党。5
月，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丰
县抗日游击队第六中队在李新庄

成立，李贞乾出任队长。
6月中旬，在中共苏鲁特委领

导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
队在丰县成立，李贞乾任总队长，
王文彬任政委。当时，二总队经常
在李贞乾家乡李新庄一带活动。各
区情报站送情报，各地报名参军或
有事找部队，都要先到李新庄联
系。李贞乾动员全家 26 口人站
岗、放哨、送信、烧水烧饭，竭尽

全力参加抗日活动。群众都说李贞乾
的家是“战士之家”，李新庄是二总
队的“供给部”，又是部队的“情报
联络总站”。

在李贞乾的领导下，二总队采用
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多次击退了日
伪的进犯，成为一支驰骋在湖西 （微
山湖以西） 的抗日劲旅。

当时，在丰县北部，盘踞着伪军
王献臣部。这伙敌人在日军的指使
下，频繁袭击抗日武装，残杀干部和
群众。1938 年 9 月，在李贞乾指挥
下，二总队联合各县抗日武装力量讨
伐王献臣，历经 21 天，战斗取得胜
利。王献臣不甘心失败，于 11 月勾
结日军偷袭李新庄等三个村子。李贞
乾的二弟，丰县二区抗日区长李坤若
带领区中队和民兵，同日伪军进行激
烈战斗，毙伤日军 20 多人、伪军 30
多人，但终因敌众我寡，李坤若和李
贞乾的四弟李秉公不幸牺牲。李贞乾
的多位亲人也被敌人俘去。王献臣企
图以李贞乾家属为要挟，威逼李贞乾
投降，遭到断然拒绝。

1938 年冬，为打击汉奸王献臣
的嚣张气焰，李贞乾组成以叶道友、
李秉真 （李贞乾三弟） 为首的突击
队，突袭了王献臣部伪军的一个步兵
连和一个骑兵连，予敌重创，俘敌营

长、连长各1名。
12 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

旅六八五团挺进山东，到达湖西地
区 单 县 、 丰 县 边 境 。 为 了 稳 定 局
势，巩固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
六八五团在和当地党组织、李贞乾
部联络后，决定联合打击伪军王献
臣部。

12 月 27 日，王献臣率伪军 4000
余人向二总队发动进攻，很快攻占了
崔庄、韩庄、汪楼等村庄。王献臣见
二总队抵抗并不激烈，便于第二天集
中兵力向二总队阵地发动猛烈进攻，
企图一举“吃掉”这支抗日武装。二
总队指战员在李贞乾的指挥下坚守在
十字河地区顽强反击，给敌以重大杀
伤，并派人将敌人的动向及时报告给
六八五团。

29 日凌晨，六八五团突然出现
在崔庄西北，并迅速发动攻势，很快
击溃王献臣部的顽抗，迫使一部伪军
投降。另一部伪军向南溃退，被六八
五团第三大队和二总队前后夹击，很
快被歼。驻丰县县城的日军乘汽车驰
援，又遭到第三大队和二总队的坚决
阻击，在被毙伤60余人后仓皇撤走。

此次战斗，六八五团和二总队密
切配合，共毙伤俘日伪军近 900 人，
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王献臣虽侥幸
逃脱，但其部属丧失殆尽，此后不得
不改任“文职”。

1939年1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
的指示，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
队挺进支队，由李贞乾任支队长。不
久，挺进支队与六八五团合编为苏鲁
豫支队，李贞乾任苏鲁豫支队第四大
队大队长。

李贞乾率部三打王献臣
贾晓明

1946 年 10 月，解放军华中野战军主
力实行战略转移，北撤山东，和山东野战
军主力互相配合，转入山东战场作战。华
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在掩护华中军区后方机
关转移等任务后，继续留在苏北坚持敌后
游击斗争。

2月，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
军统一整编，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编为华
东野战军第十二纵，下辖第三十四、第三
十五旅和苏北军区第五、第六、第十一军
分区，归华中指挥部指挥。华野十二纵指
战员不畏强敌，积极与国民党军周旋并主
动出击，连克国民党军驻守的多个据点，
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

国民党军对华野十二纵的不断胜利十
分惊恐。3月，国民党军在向山东解放区
实施“重点进攻”的同时，为巩固其占领
区，以部分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对江苏
省中部和北部地区进行“全面清剿”。华
野十二纵以少数部队就地活动，主力跳到

“清剿”圈外，积极打击敌人。4 月初，
国民党军被打得损兵折将，不得不停止

“全面清剿”，退据点线休整补充。
从 4 月开始，国民党军苦于兵力不

足，不得不调整“战术”，将“全面清
剿”改为“分区清剿”，派其整编第四十
四师师长王泽浚率4000多人的兵力，“清
剿”淮海区柴米河以北地区。华野十二纵
首长经过研究，决定利用敌人兵力分散的
有利时机，组织三十四旅两个团及三十五
旅，沿淮阴、沭阳公路发动反“清剿”作
战。

4月15日清晨，三十五旅两个团的主
力部队突然包围胡集据点，以部分部队阻
击钱集方向的援敌，另1个团则配合三十
四旅阻击十字桥援敌。经过一夜激战，三

十五旅主力歼敌 330余人，战至 15日下午，
三十五旅攻克胡集据点，歼敌180余人，并
击溃敌人的两路援兵。

16 日，在十二纵的强大攻势下，钱
集、徐溜之敌不敢继续防守，首先放弃据
点逃窜。其他参加“清剿”柴米河地区的
敌人也陷入极度恐慌，不久跟着放弃汤
沟、汤涧、西马屯等据点，逃回沭城。华
野十二纵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乘胜追击，
收复苏北的蒋坝、高良涧，随后在淮阴至
沭阳间继续出击，消灭国民党整编第四十
四师及保安团队的“清剿”部队各一部，
打破了国民党军对淮沭公路的封锁。至
此，淮沭路南起五里庄，北至十字桥，全
为 解 放 军 所 控 制 ， 苏 北 大 片 失 地 得 以
收复。

华野十二纵淮沭路破“清剿”
常红

景梅九(1882-1961)名定成，字梅九，山
西安邑城关人，赴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
会，致力于建立共和的革命活动。景梅九认
为：“革命党人传达主义，全仗着书和报。”因
此他于1911年初在北京出版《国风日报》。
该报抨击时政，鼓吹革命，很快成为“北方革
命言论之中心”“同盟会重要喉舌”。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景梅九回山
西参加革命，被任命为山西军政府政事部
长。1912年民国建立，景梅九当选众议院
议员，赴北京参政并重办《国风日报》。他
坚决维护共和政体，袁世凯称帝时，曾出一
张无字白报以示抗议，结果《国风日报》被
查封，他本人也因联络革命党人反袁被捕，
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获释。出狱后，景梅九
继续办《国风日报》，因反对张勋复辟，报纸
又被查封。张勋复辟失败后，景梅九回到
北京恢复《国风日报》。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景梅
九前往陕西联络同志，准备响应。1927年

“四一二”政变后，景梅九拒绝国民党政府高
官厚禄的诱惑，回家乡潜心教学、编修县志。

1936年西安事变后，景梅九拥护共产
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国共再度合作抗日的正确主张，在西安
复办《国风日报》，宣传孙中山的“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张学良被囚禁

后，《国风日报》又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党组织为

宣传团结抗日政策，由南汉宸等出面，帮助景
梅九在西安复刊《国风日报》。景梅九吸收了
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该报的编辑工
作，坚持宣传抗战，颂扬抗日将士，并对国民
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予以
谴责，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不断骚扰，经常
被迫“半停刊”。抗战胜利前夕，该报因主编
人屈斗山病故一度停刊。

抗战胜利后，《国风日报》于1946年春复
刊。在景梅九的支持下，该报对蒋介石、阎锡
山撕毁停战协议、抢夺胜利果实的行径予以
揭露，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捣乱，于
1946年8月被迫停刊。

在景梅九等的努力下，《国风日报》不久再
次复刊，但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捣乱破坏。对
此，景梅九鼓励报社工作人员说：“我们应该和
他们斗争到底，即使付出更大的牺牲，也不能
屈膝投降!”由于景梅九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并任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因而被国民
党特务监视，行动受到限制，坚持长达30余年
的《国风日报》也被迫“自行停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梅九担任西
安市人民代表、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北行政委
员会参事等职，还受聘担任西北历史文物研
究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景梅九八办《国风日报》
王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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