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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夏秋之际，中央人民

政府组织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

团和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

分赴各老革命根据地访问，谢觉

哉担任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

团长，率领访问团对各老根据地

人民进行访问，进一步增强了

党、人民政府同革命群众的联

系，使老区群众“深深感受到革

命大家庭的温暖”。

Z 史事经纬

Z 红色足迹

Z 编后拾遗

1929年12月，中共武宁县委重新成立
后，革命力量发展迅速。1930年2月，泉口
一带成立第三乡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
展革命斗争。国民党当局对武宁革命力量
的发展十分惊惧，3月底，国民党武宁县政
府第五区区长兼民团团长胡美藻、副团长
冷俊元和省政府派来的清乡委员罗裕元等
率领民团和县靖卫大队一个排，计 180 余
人，长枪 130 多支，手枪 7 支、机枪 2 挺，到
泉口一带“清乡”。敌人民团总部驻在宝盖
山下的山口村土豪聂佐周家。敌人十分残
暴，每到一村，便抢一村、烧一村，还抓捕了
不少群众和干部。胡美藻、冷俊元、罗裕元
等亲自拷问，强行逼供，肆意屠杀，妄图扑
灭武宁的革命力量。

面对这一严峻情况，第三乡书记聂利
贞迅速向中共阳新县委报告。驻扎在阳新
县龙港的是以李灿为纵队长、何长工为党
代表的红五纵队。接到报告后，红五纵队
决定立即消灭这股敌人，重振武宁县的革
命力量。

4 月 4 日，红五纵队纵队长李灿，第二
支队支队长程子华、党代表陈奇，第一支队
支队长兼政委游雪程等，率领 1000 余名
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从龙港出发，向敌民
团驻地山口村隐蔽前进。按照既定部署，

红五纵队决定兵分三路：主力经巷口、上谢
等地前往山口村，围攻敌民团；龙燕区朱承
九率领一支部队经箬田、分水、彭家源直达
山口村策应；第二乡赤卫队经天尊山、楼下、
下流到坳下和芭蕉等地，堵截“清乡”团的
退路。

5日凌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红五纵
队主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驻地冲去。敌
人岗哨稍作抵抗，便被红军战士消灭。活着
的团丁急忙到团总驻地报告：红军打来了。
胡美藻、冷俊元等人却以为，红军大部队不可
能来得这么快，还把报信的团丁臭骂了一
顿。不多时，他们便听到了红五纵队的冲锋
号和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团总驻地的敌人顿
时乱作一团，有的还想持枪顽抗，被红军当场
击毙；有的被吓得一步未动便跪下求饶成了
俘虏。其余敌人见状，只好跟着团总从后门
溜出，向村前的宝盖山逃窜。

见敌军逃向宝盖山，红军、赤卫队以及革
命群众立即把山紧紧围住，以拉网之势严密
搜索。不多时，敌首胡美藻、冷俊元、罗裕元
和地方劣绅叶谦辅、聂九皋等 90 余人，有的
被当场击毙，有的被活捉。

这次战斗，红五纵队共歼敌100余人，缴
获了“清乡”团全部的枪支弹药。此后，武宁
县的革命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红五纵队夜袭山口村
谢飞鹏

任访问团总团团长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决
定，派遣中央访问团访问南方各老
革命根据地，并邀请各老根据地
人民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观礼。访
问团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毛泽东
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老根据地
人民的关心，并访问当地的革命
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
残废军人和人民群众，以深入了
解他们的生活生产情况，尽力解
决一些实际问题的同时，尽可能
收集老根据地存留下来的革命文
物及革命文艺资料。

为完成上述重任，谢觉哉和访
问团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与专业队
伍配备。访问团下分中央革命根据
地和湘赣边、湘鄂赣、闽浙赣、鄂
豫皖、湘鄂西川陕边、粤东、海南
等老革命根据地 9 个访问分团(广
西左右江老革命根据地因广西人民
政府已访问过，未再组织访问)，
各访问分团由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属
各级人民政府政、军、民、民主党
派派人组成，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和代表性。

各分团于 1951 年 7 月底组成
后，8月即分赴各地访问。基本工
作方法是:普遍宣传与重点访问相
结合。访问团进入各革命老区后，
召开群众大会，召开县、市、区烈
军属、革命残疾军人、英雄模范人
物代表会议，在有历史意义和遭敌
摧残较重的乡村召开各式座谈会，
祭悼革命烈士，对典型户或典型人
物进行个别访问。在各个会议和访
谈中，谢觉哉和访问团成员传达
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老
根据地人民的关怀，赠送礼品，宣
传革命胜利的形势，听取当地干部
和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同时给群众
治病、放电影、照相、演戏。在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访问团共访问
了 209 个县，多次召开群众大会。

与访问团直接见面的老根据地人
民，仅中央苏区江西部分即达 75
万人。6 个分团的医疗队，医治
72610 人。文娱宣传活动更多，特
别是放电影，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率团重回瑞金

谢觉哉率领访问团出发后，于
7月29日到达汉口，和各分团商洽
工作，在汉口、庐山、南昌停留十
余日。在南昌期间，谢觉哉专程访
问了革命先烈方志敏的母亲，并为
其佩戴毛泽东纪念章。随后到赣
县、瑞金、长汀、宁都、兴国进行
访问。

8月20日，谢觉哉率领访问团
来到瑞金。谢觉哉和访问团步行入
城时，夹道欢迎的人群爆发出一阵
阵欢呼声、鼓掌声，许多人流出了
激动的泪水。谢觉哉身穿一套灰布
衣服，臂戴访问团臂章，脚上穿起
当年红军时代的草鞋，感到格外亲
切。一路上，他和访问团成员频频
挥手，向群众回礼致意。

8月25日，瑞金各界欢迎中央
访问团大会在人民广场(又称人民
会场)隆重举行。会前，谢觉哉率
访问团赴瑞金全体同志在革命烈士
纪念塔前肃立默哀，表达对革命先
烈的悼念与崇敬。会上，谢觉哉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为中国革命
作 出 巨 大 贡 献 与 牺 牲 的 瑞 金 人
民，致以崇高的敬意，表示亲切
的慰问，并将一面绣有毛泽东题
词的锦旗，赠给瑞金人民。瑞金
人民的代表在会上讲话，还宣读
了全县人民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信中表示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
更大光荣:要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
革命运动中起积极作用，更努力

地搞好生产，支援国家建设。
欢迎大会前后，谢觉哉和访问

团的同志走村串户、座谈访问，把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关
怀送到广大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
军人家属和革命残疾军人以及长期
坚持、支持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中
间；又根据工作安排，搜集到许多
红军在瑞金的革命故事，以及瑞金
人民如何在红军离开瑞金后，不怕
危险保存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留
下的纸张、书籍、物件等的感人事
迹。其中一部分文物珍品被送到北
京，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军事
博物馆。

在瑞金期间，谢觉哉和访问团
来到叶坪，参观访问了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兼中央政
府办公厅旧址、国家银行旧址、列
宁亭、公略亭、博生堡遗迹等。在
沙洲坝，访问团参观访问了中央政
府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旧址、
二苏大旧址、毛泽东同志旧居、红
井，以及中央政府的土地部、工农
检察部、财政部旧址等。每看一
处，都激起谢觉哉的回忆与感慨。

在沙洲坝，谢觉哉特意请乡干
部找来了当年共处一个屋场的老表
进行座谈。有位群众一眼就认出了
谢觉哉，高兴地说：这不是那个话
事翻嗓(指声音不合本地口音)的谢
胡子嘛!”谢觉哉也激动地拉着他
的手说:“是哩是哩，你好啊，还
这般硬朗!”谢觉哉问大家红军走
后的日子、眼下的日子怎么样，
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老区
群众告诉薛觉哉和访问团：老区
群众坚信红军会回来，眼下的日
子比过去好，虽然还不富足，但
不要政府教济，要靠努力生产过
上好日子。谢觉哉赞扬了老区群众

自强不息的精神，说该救济的还得救
济，各级政府有责任做好这些事。对
于那些老革命、老英雄模范提出希望
能去北京亲眼见见新中国首都、见见
毛泽东主席的请求，谢觉哉和蔼地回
答说:“会有机会的。”

组织老区代表进京观礼

9月13日，谢觉哉向中央汇报访问
南方老根据地的见闻。

经过谢觉哉的部署，访问团在各
地党政组织的密切配合下，选出了赴
京观礼代表，并撰写了一部材料，将
老区代表名单分地区汇总造册，报送
中央人民政府职能部门。

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老根据地人
民的代表共计 394 人。其中烈属 180
人，军属 44 人，革命残废军人 4 人，
其他(工属、劳模、革命群众)166人。

老根据地人民的代表在参加国庆
观礼后都非常激动。返回各地时，代
表们经过天津、南京、上海，看到许
多新事物，使他们开阔了眼界，进一
步提高了认识，

各老区代表回乡后，工作积极性
大为提高，都决心回到家乡后向群众
传达参加国庆观礼所收获的一切，带
头做好各项工作。许多代表当即向家
乡写信，要乡亲们努力增产节约，捐
献飞机大炮。各省、区领导同志也决
定要帮助代表们回去做好传达工作。
对此，谢觉哉说：“政府派代表访问人
民，人民派代表来政府，这是密切政
府与人民间的联系最好方法。”

11月2日，谢觉哉在各分团工作结
束后，写出 《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
据地访问团工作报告》，详细记述了此
行收获与感想。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
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

1951年谢觉哉率团访问南方老革命根据地
曹春荣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
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为抢
夺胜利果实，命令日军仍坚守各城
市，国民党军队则向被八路军、新
四军包围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积
极推进，勿稍松懈”，伪军“负责
维持地方治安”，八路军、新四军

“原地驻防待命”。为了夺取抗日战
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向各解放
区发出大反攻的指示，命令解放区
军民迅速向敌伪控制的各大、中城
市和铁路沿线进军。山东军区将所
属主力部队与各军区基干部队共
27 万余人编成山东野战军，分五
路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全面
进攻。

八路军胶东军区被编为第三路
反攻大军，主力部队对胶东地区
日、伪军展开猛烈的攻击，连克半
岛各地日伪据点。到 1945 年 9 月
初，胶东内地除了胶济铁路线上的
胶县、高密外，只剩平度城这一顽

固堡垒。
驻守平度城的敌军，有伪绥靖

第八集团军王铁相部、伪国民自卫
军第十二师张松山部及掖城伪军一
部近 6000 人，另有驻城东南隅中
学日军 600 余人。日本宣布投降
前，汉奸王铁相接到蒋介石密令，
委任他为国民党陆军第九路军中将
军长，令其死守平度，以“迎接美
军和国军从青岛登陆”。王铁相从
伪军“摇身一变”成为国军，死心
塌地地投靠了蒋介石，继续与人民
为敌，死守平度城。

8月底，许世友等八路军胶东
军区首长召开敌工股和城工科负责
人会议，听取了平度城的内应工作
计划，并布置了具体任务。会后，
敌工人员设法进入城内埋伏，摸清
城内敌人兵力部署及动向，并将情
报及时向胶东军区首长作了详细
汇报。

9月初，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
员许世友率前线指挥部进驻城北七
里河子，调集部队，组织动员，部
署战役。参战部队分为两个梯队，
从东、西关对攻，以西关为主，用

钳形攻势先消灭城四关伪军，后集中
兵力全歼城内敌人。胶东军区五旅十
三团、西海独立团、西海特务营、
军区炮营组成西梯队，由聂凤智、
李炳令指挥，主攻西关，并向两翼
发展，消灭西关南关之敌；以部分
兵力封锁南关，阻击日军增援；南
海独立团、北海独立团、平南独立
营组成东梯队，由贾若瑜、廖海光
指挥，主攻东关，并从城东北、东
南进攻，歼灭东关之敌，并封锁、
阻击日军出援。

9 月 7 日晚 8 时半，攻打平度城
战斗开始。驻平度城日军害怕被歼，
率先突围逃走。经一夜激战，八路军
攻城部队击溃外围伪军第 12 师的抵
抗，攻克平度东、西、南三关，残敌
逃入城内。8 日 4 时，进攻部队撤退
休整，准备歼灭城内之敌。

9 日晚 8 时，总攻开始，十四团
三营主攻南门，其他各部队均按原
部署作战。战斗打响后，平度城的
东、西、南三门及城墙上的工事，
均受到八路军各种炮火的猛轰。主
攻西门的十三团一营，用自制的土
钢炮向敌人发射炮弹，第一发就把

西门城楼炸塌半边，敌人的两挺重
机枪也被打成了“哑巴”。十三团一
营三连在炮火掩护下，派出爆破组
炸毁敌人设在城门外的鹿寨、铁丝
网，随即炸开城门，突击队跟着冒
着浓烟奋勇突入城内。

王铁相见八路军攻入城内，立即
集中所有武器向城墙方向射击，并亲
自督战，组织兵力反扑。突入城内的
八路军战士，利用夺取的城墙碉堡，
架起机枪向城内敌人猛烈扫射，打退
敌人的连续反扑。王铁相投入城内预
备队，调集近千名敌人从东、北两个
方向蜂拥而来。危急时刻，十三团二
营冲入城内，打退了敌人的攻势。攻
击东门的南海独立团主力也迅速调到
西门，由突破口入城。随后南门八路
军也攻入城内，和守敌展开激烈的巷
战，逐一攻克了敌人设在城内的地
堡、工事。经过激烈战斗，伪十二师
司令部被攻克，伪十二师师长张松山
被擒。天将拂晓，十三团二营，三营
向王铁相的司令部、北大阁楼发起强
攻，将残敌全部歼灭。王铁相见逃跑
无望，化装成普通士兵企图蒙混过
关，被八路军战士识破并活捉。

10 日 10 时，战斗结束。此次战
斗，八路军胶东部队共毙伤伪军 700
余人，俘虏伪军 5000 余人，内含校
级以上官佐 30 人，缴获敌步枪 4000
余支、重机枪 13 挺、轻机枪 80 余
挺、迫击炮 6 门、小炮 16 门、子弹
12万发、战马150匹，创造了胶东大
反攻以来的模范战例。

胶东军区勇克平度城
贾晓明

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开辟了平北抗
日根据地，像一把尖刀插在伪满和伪华北
统治的接合部上。在开辟、巩固配备抗日
根据地的过程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
团(简称十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
个团的排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大、中学生，
许多班长是大学生，因此被晋察冀军区军
民称为“知识分子团”。

1942年至1943年，日伪军对平北抗日
根据地进行反复的“蚕食”。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平北军民紧密团结，开展广泛
的游击战争，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1943 年秋，伪满洲国军第三十五团
对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昌 （平） 延 （庆） 地
区进行“扫荡”，其二营在铁杆汉奸、伪

“偷袭专家”赵海臣的带领下进入大庄科
村，对当地抗日群众进行烧杀抢掠，并公
开向十团下战书，扬言要把十团团长王亢

“捡到手”。
10月10日上午8时许，赵海臣带领伪

军200余人向果庄一带出发，妄图偷袭八
路军设在这里的物资供给处和后方医院。
这伙敌人哪里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
群众报告给了十团。

十团团长王亢获悉赵海臣准备偷袭的
情报后，立刻派一连从左边山梁向太子沟
方向迂回，二连两个排占据太子沟右边山
梁，四连占领太子沟东大梁，团长王亢率
一个排向太子沟山顶进发，抢占制高点，
准备打击来犯之敌。

下午3时左右，这股敌人进入十团设
在太子沟的伏击圈。随着团长王亢发出战
斗信号，埋伏在各处的八路军战士借助有
利地形同时开火。遭到突然袭击的伪满洲

国军顿时乱作一团。为摆脱被动挨打局面，
赵海臣一面命令反击，一面带着手下向山上
跑，企图抢占制高点后负隅顽抗。当敌人爬
到离山顶仅有 20 米时，早已埋伏在山顶上
的八路军立即现身，用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射
击，几十个伪军当场毙命，余者不敢继续抵
抗，纷纷举手投降。狡猾的赵海臣见状，立
即脱下军服，找了一个石洞躲藏起来，结果
还是被搜查的十团战士活捉。此战，十团毙
伤伪满洲国军100余人，俘虏日本顾问、伪
营长以下 70余人，缴获机枪 3挺、步枪 100
余支。

太子沟战斗的胜利是八路军开展反“蚕
食”斗争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
根据地军民的士气。此后，平北根据地的斗
争形势开始逐步好转。

晋察冀十团活捉伪“偷袭专家”
孟 玮

张謇不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实业
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其一
生曾创办学校370多所。

晚 清 时 期 国 内 虽 已 有 “ 盲 聋 哑 学
校”，但均由外国传教士创办，张赛决心
改变这一局面。从1903年开始，他就自费
在国内外考察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学设施、
办学师资等情况，并写信给清廷官员，希
望在创办“盲哑学校”中能得到支持。

1912年民国建立后，张謇开始筹建盲
哑学校。1913年，他在南通狼山观音岩下
购地6亩，作为学校校址，并于第二年正式
启动了“盲哑学校”校舍的建设工作。

为了筹集资金，他在南通等地的报纸上
刊登启事为学校“鬻字筹款”。张謇是著名
书法大师，“鬻字筹款”一时成了南通盲哑
学校的重要经济来源。由于张謇热心创办
盲哑学校的义举在当时社会获得了很大反
响，许多开明之士纷纷解囊相助。

为了培养盲哑学校的师资力量，张

謇在盲哑学校校舍建设期间，又借址南通
博物苑，创办了盲哑师范传习所，并聘请当
时知名的烟台聋校、北京盲校教师培养师资
力量。传习所第一期招师范生王秉衡、顾宏
引等 9 人，学制一年。1916 年 12 月，盲师
范科第一期学生毕业。

1916年 11月 25日，张謇筹建的南通盲
哑学校在狼山开幕。《南通盲哑学校暂行简
章》 总则提出:“本校以造就盲哑使具有普
通之学问、实业之技能及日用操作之知识，
俾能自立谋生为宗旨。”学生分盲哑师范科
及盲部、哑部。其中，盲哑师范科修业年限
为 3 年，招收高级小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
力，年龄在 15 岁以上、20 岁以下者，男女
兼收。前期的盲哑师范传习所培养的教师，
恰可为南通盲哑学校所用。如盲哑师范传习
所第一期学生王秉衡在南通盲哑学校工作长
达半个多世纪，为特殊教育的发展贡献了毕
生的力量。

张謇在学校盲部开设了盲字、算术、国
文、音乐、修身、唱歌、卫生、摩字、历史、
手工、地理、体操等课程；在哑部开设了手
语、音学、官话、国文、图画、习字、农工、
卫生修身、历史、算术、地理、游戏等课程。
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又增加了体育、珠
算、藤工、雕刻等课程，在校园中开辟土地，
种植蔬菜，教授园艺，并组织学生“奏艺于公
园剧场”……丰富多样的课程及活动让学生们
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技能，离校后能“作工自
养，创造财富”。毕业生除了自己在家工作外，
有的还到大出版社任印刷、打字等职。

张謇在南通创办特殊教育学校
刘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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