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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红色足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侵略矛

头指向上海。为保存上海先进的工业机械设

备和战略物资，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

第324次会议决定迁移上海工厂至内地。

8 月 11 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上海工厂

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

机关，林继庸为主任委员，驻沪主持迁

厂事宜，调拨资金 56 万元作为初期经

费。8 月 12 日，上海各工厂召开会议，

成立了以机器五金业为主的上海工厂联

合迁移委员会，推举上海机器厂的颜耀

秋为主任委员，新民机器厂的胡厥文、

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

选定武昌徐家棚一带为集中地点。在

“迁委会”的指导下，上海各工厂的内迁

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工厂工人

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轰炸日夜苦干。敌机

来了，他们伏在地上躲一躲，敌机一

走，爬起来再干。随着战局一天天紧

张，白天已经不能进行拆运工作，工人

们遂完全转入夜间操作。在工人们的努

力下，大批工业机器设备被拆卸、打包。

与此同时，“迁委会”紧急划定路

线，领导集中抢运。南市一带的工厂设

备集中闵行、北新泾起运，在闸北、虹

口、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先行将拆卸的

设备、物资运至租界装箱，然后用木船

自苏州河向外运输。途中，工人和船员

为了躲避敌人的空中侦察，在木船上铺

满了树枝、茅草加以伪装。运输时，每

艘相距约500米，遥相照应；遇到敌机来

袭，船员会立即将船划到江边芦苇丛中

暂避。设备、物资运抵苏州后，“迁委

会”雇用的小火轮立即拖着木船开至镇

江，再装入大船运往汉口。

10月 26日闸北失守，苏州河被敌人

截断，形势越发紧急。“迁委会”立即动

员各工厂将设备、物资取道内黄浦运往淞

江，经苏州、无锡运往镇江。11月初，日

军在杭州湾登陆，淞江河道受威胁，“迁

委会”再联络轮船将设备、物资运往南

通，从南通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

11 月 12 日 上 海 沦 陷 ，“ 工 业 大 西

迁”被迫结束。据统计，在历时3个月的

行动中，上海军民将150余家企业的机器

设备拆卸迁走，超过2500名工人与1.6万

吨的机器设备撤退至大后方，为抗战的

最终胜利奠定了工业基础。

抗战时期的“上海工业大西迁”
陶诗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青年学生

朱志明从南京返回家乡，在本村组织青

壮年成立抗日自卫团。1938 年 3 月，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山东人民抗日

游击第三支队独立二团，任三连副连

长。同年秋，他调任八路军寿光独立团

副连长、指导员。1940年，朱志明率两

个排在博兴县王文庄与日伪军激战，取

得重大胜利；1942年任八路军清河军区

特务营营长。1944年夏，他率领部队包

围崔家庄子据点，并带警卫人员进入据

点与伪军队长谈判，迫使伪军全部缴械

投诚。

为了提高武器的杀伤力，在战斗间

隙，朱志明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枪械

制造原理。1943 年，寿潍县抗日军民

缴获日本空军的一架战斗机，从飞机上

拆下两挺重机枪。由于重机枪是电发火

装置，装备给渤海军区部队后，也不能

使用。朱志明当即向上级请示，希望将

重机枪拆卸组合，得到批准。功夫不负

有心人，朱志明用 3 天时间绘制了一张

手发扳机图纸，然后把图纸拿到后勤军

械部门研制，为重机枪配上了机架和手

发 扳 机 ， 将 两 挺 机 枪 改 装 成 了 手 发

兵器。

当时，82 毫米迫击炮因性能优越、

操作简便、动性超强，是中国军队抗战

的最重要曲射步兵炮之一。鉴于八路军

缺少平射火炮，朱志明认为：如果将 82

毫米迫击炮的曲射改为平射，就可以解

决缺少平射火炮的问题。于是，他废寝

忘食地开始了研究。为了掌握射击性

能，他找来一门损坏的迫击炮，进行了

数百次的分解结合；又从缴获的武器上

找来多款零部件进行调试。1945 年年

初，朱志明改装 82毫米迫击炮的努力获

得成功。8月，八路军渤海军区军械部门

验证了朱志明的研究成果。在随后的战

斗中，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把朱志明将

迫击炮改平射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战场。在

攻打无棣、晏城、刘山、鹊山、禹城、恩

县等战斗中，迫击炮平射技术被广泛应

用，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朱志明也因此

被誉为“迫击炮平射的发明者”。此后，

八路军山东各部队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

朱志明迫击炮平射的研究成果很快在全军

区推广开来。

朱志明：迫击炮平射的发明者
刘思琪

淮 海 战 役 打 响 后 ， 1948 年 12 月 5

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第三十

四旅奉命南下，准备切断津浦铁路南段

（明光至滁县之间），阻止国民党军北援或

南逃。傍晚，三十四旅先头部队到达江苏

省盱眙县河梢桥东北的周嘴渡口北岸。

此时，三十四旅获悉：驻守在盱城

的国民党军派出重兵连夜赶往打石山、

河梢桥街防守，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河。

旅首长立即指挥部队抢在敌人到

来之前全部渡河。5 日当夜，集结在河

北岸的三十四旅部队登上几十条木船

快速渡河，至黎明时分，渡河任务已

基 本 完 成 。 为 了 打 击 河 梢 桥 街 守 敌 ，

三十四旅一〇〇团派出一个连抢占坡

山口，扼住盱嘉公路咽喉，堵截河桥

败退之敌；两个连在打石山以南和盱

嘉公路南侧冯港一带隐蔽，阻击打石

山和盱城援敌，堵截河梢桥败退盱城

之敌；其他两个营占领河梢桥街的制

高点和天然屏障——东山和东山脚下

的唐庄一带。一〇一、一〇二团暂在

河梢桥街以东、公路以南一带高地集

结待命，作为机动兵力。

为了尽快消灭河梢桥街的守敌，为

后续部队打开前进道路，三十四旅首长

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先把守

敌诱出河梢桥街，然后一举歼灭。

6 日清晨，占据制高点的一〇一团

首先派出小分队进至河梢桥街国民党据

点外围诱敌。国民党守军发现解放军人

数很少，便派出二三百人向小分队追

来。小分队边打边撤，将敌人引进了东

山脚下的包围圈。在解放军的打击下，

这股敌人很快被围歼。

河梢桥街的守敌得到败报后，于 8

时许倾巢而出，会同从盱城赶来增援的

国民党军，向东山头阵地冲了过来。与

此同时，盱城敌人又派出部分部队，向

打石山、大营一带的解放军发起进攻。

在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下，各路敌人始终

无法突破解放军的阵地。中午时分，三

十四旅一〇一、一〇二团派出三个营，

包抄敌人的侧后。

各路敌人自知不敌，慌忙向马家湖

撤退，企图以马家湖一带的芦苇荡为掩

护，阻挠三十四旅的前进。

三十四旅追击至马家湖一带，不

等敌人建立防御工事，便立即以两团

兵力，分别在大营以西、河梢桥街以

东 的 公 路 沿 线 夹 击 。 战 斗 持 续 到 傍

晚，敌人被歼灭大半，残敌丢下遍地

死尸，狼狈逃回盱城。此战，三十四

旅 共 毙 伤 、 俘 虏 敌 人 400 多 人 ， 缴 获

大批武器弹药。

河梢桥街战斗后，迫于三十四旅强

大的军事压力，盱城守敌于 12 月 12 日

弃城逃走。13 日，盱眙全境获得解放。

华野三十四旅勇夺河梢桥
赵海洋

辽东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东北地区最早开辟的根据地之一。自

1946 年 10 月下旬至 1947 年 6 月上旬，在

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兄弟部队的支援

下，辽东根据地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

争，不仅取得了辽东保卫战的胜利，更削

弱了东北国民党军的机动力量，迫使其由

攻势转入守势，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

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Z 史海观澜

1942 年 底 ， 新 四 军 第 一 师 第 二

旅奉命南下苏南，1943 年 1 月与第六

师第十六旅合编为新的十六旅。合编

后的十六旅转移到溧武公路以北敌后

地区活动，进逼南京近郊，引起日伪

军的惊恐。日军集中数千兵力先后

“扫荡”，妄图肃清南京外围及沪宁铁

路两侧的新四军。十六旅采取机动灵

活的游击战术，在敌后发展，坚持了

苏南根据地。

1943 年 9 月底，日军集中 1 万余

兵 力 分 兵 3 路 ， 向 溧 阳 、 广 德 、 郎

溪、宣城发动进攻。驻防在这一带的

国民党军不战而逃，宣长公路以北广

大地区沦陷。10月，日军建立多处据

点，推行“蚕食”政策，妄图逐步吞

并新四军十六旅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十六旅迅速展开作战，收

复失地，并以主力一部挺进郎溪、广

德 敌 后 ， 积 极 开 展 反 “ 蚕 食 ”、 反

“扫荡”、反“伪化”的斗争。

1943 年 11 月，十六旅四十八团

挺进郎溪、广德地区，仅半个月时

间，就击溃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抵

抗，解放了宣长公路以北的广大地

区。与此同时，十六旅采取分割、围

歼 的 攻 坚 战 术 ， 发 起 溧 （水） 高

（淳） 战役。根据部署，参战各部先

攻打溧水县东流、新桥的敌人，然后

再歼灭高淳县漆桥、东坝的敌人。

11 月 21 日下午，攻击部队秘密

向新桥据点前进。下午 5 时左右，十

六旅特务营营部和迫击炮排已隐蔽在

新 桥 东 南 方 向 约 1000 米 处 的 高 地

上；二连战士则悄无声息潜入敌军阵

地，向伪军据点靠近。

下午 5 时 20 分，十六旅的迫击炮

向敌阵开火，正在院内吃晚饭的伪军

顿时被炸得人仰马翻，乱成一团。二

连突击排迅速向敌人发起冲锋。大部

分伪军举手投降。部分残敌拼命地向

新桥桥口方向逃窜，结果遭到二连另

一个排的阻击，全部被歼。这场战斗

仅耗时 20 分钟，新四军战士全歼守

敌，己方无一伤亡。

在攻克溧水新桥据点后，十六旅

旅部特务营以及四十六团准备攻打高

淳县漆桥据点。漆桥是当时从皖南前

往南京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镇区

四面环水，日伪军在这里设置据点，

建造碉堡，易守难攻。11 月 22 日夜

间，新四军四十六团二营在炮火的支

援下，向漆桥据点发起猛攻。日伪军

凭借工事顽抗。为了减少强攻造成的伤

亡，我军暂停了进攻，对漆桥据点紧密

包围。新四军围攻漆桥据点 3 天，不断

向据点内的日伪军喊话，最终，日伪军

260 余人在二营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

下全部投降。

新四军围攻漆桥据点期间，东坝伪

军副师长陈炎生率领伪军一个连，赶往

漆桥增援。当增援伪军走到大游山和小

游山之间的山道时，遭到十六旅特务营

的伏击，陈炎生不敢应战，率伪军仓皇

向东坝逃窜。新四军各连紧追不放，并

抢在敌人前面占领其逃跑路上的要点，

切断其退路。敌人又向张沛桥溃逃，企

图由此逃往高淳县城。特务营很快将残

敌包围，伪军副师长陈炎生等伪军官兵

全部被俘。

溧高战役，新四军连克日伪 4 个据

点，毙伤、俘虏日伪军约 800 人，缴获

了大批枪支弹药，不仅打破了日伪军在

这一地区推行伪化的计划，而且打通了

苏南抗日根据地与郎广地区抗日游击根

据地联系。至 12 月，以茅山为中心的

苏南抗日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除城镇

及铁路、公路线为日伪军占领外，广大

乡村均为新四军控制。

新四军打响溧高战役反“蚕食”
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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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武装挺进东北

抗战后期，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

和中央军委命令，派出部分兵力进入

东北，会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

军 ， 向 盘 踞 在 东 北 的 日 军 展 开 作

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

首 的 国 民 党 当 局 ， 在 美 国 的 援 助

下，向东北大举运兵，企图消灭中

共 领 导 的 人 民 革 命 力 量 ， 独 占 东

北。为打破国民党的企图，中共中

央 制 定 了 “ 向 北 发 展 、 向 南 防 御 ”

的战略方针，于 1945 年 9 月 19 日决

定再从山海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一批

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会同东北部

队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同时

委派 20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去东北工作，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后，一面阻

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着手发动群

众 ， 清 剿 土 匪 ， 组 织 和 发 展 武 装 。

中共中央于 10 月 9 日批准组织东北

临时性军事机关——东北军区司令

部。1945 年 10 月 31 日，在东北境内

的 和 将 要 进 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组成

东北人民自治军，到年底陆续成立

了 10 个军区。截至 1945 年 12 月，东

北 人 民 自 治 军 共 辖 山 东 解 放 军 第

一、第二、第三、第七师和警备第

三旅，东北挺进纵队，东北人民自

治军第二、第三纵队，新四军第三

师，第三五九旅及新扩编的 12 个步

兵 旅 、 1 个 炮 兵 旅 、 1 个 炮 兵 混 成

旅 ， 10 个 军 区 （锦 热 、 辽 宁 、 辽

东、辽西、辽北、吉林、松江、三

江 、 嫩 江 、 北 安）， 2 所 军 事 学校，

总兵力发展到 27.49万人。

1945 年 11 月 16 日，国民党军攻

占山海关，打开通往东北的陆上通

道，同年 12 月至 1946 年 1 月，陆续

增兵加紧进攻东北解放区。1946 年 1

月 4 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

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为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建立巩固的东北

根据地》 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把工

作重心转向距离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

市较远的城市和乡村，以师 （旅） 为

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到东北各地。

到 1946 年 3 月，全区歼灭土匪 7 万余

人。在这期间，对部队初步进行了整

编，将原来划分的军区先后合并为东

满 、 西 满 、 南 满 、 北 满 4 个 二 级 军

区，实行新老部队合编，以主力的大

部划归各军区指挥，并重新调整了各

省军区和军分区，抽调少数主力部队

充实地方武装。

辽东根据地军民奋起抗击
敌人的进犯

1946 年 6 月，随着蒋介石撕毁停

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

动全面进攻，东北民主联军除留第

三、第四纵队于南满地区坚持斗争

外，主力部队大部转至北满地区休

整，各级军区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

中，南满军区改称辽东军区，所属安

东军区与辽南军分区合编为辽南军

区，辖第一、第五军分区和 1 个独立

师；重建的辽宁军区归辽东军区指

挥，辽宁军区辖第三、第四军分区和

杨靖宇支队、李洪光支队；第三、第

四 纵 队 仍 归 辽 东 军 区 指 挥 ； 10 月 ，

重建安东军区，其机关由第四纵队

兼，原归辽东军区直属的第二、第

三、第四军分区划归安东军区建制。

至 11 月 初 ， 辽 东 根 据 地 初 步 建 立 ，

机关驻地为安东市。为加强党对根据

地的领导，中共辽东省委、辽东军区

相继成立，并将集结在此的各支部队

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第四纵

队，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共计 6.6 万

人。三纵、四纵采取灵活机动的战

术，不断打击敌人，令敌军首尾难以

兼顾，不敢轻易北进。

为了消除向北进犯的后顾之忧，

国民党军队制定“南攻北守、先南后

北”的作战方针，妄图集中兵力率先

消灭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主力。10

月下旬，国民党军集结 8 个师 10 万余

人，分三路扑向辽东根据地，艰苦卓

绝的辽东保卫战拉开帷幕。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辽东根据

地军民予以坚决回击。11 月 2 日，东

北民主联军利用敌军轻敌冒进的态

势，在新开岭地区全歼国民党军 800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战略物

资，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战役

中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打击了国民

党军的嚣张气焰。

坚持辽东的重要决策

新开岭战役后，不甘心失败的国

民党军继续调集重兵进攻辽东根据

地，企图借隆冬之利，通过高压之

势，将此地坚持斗争的东北民主联军

就地消灭或压迫其北撤。为了加强南

满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北局于

1946 年 11 月派陈云、萧劲光主持辽

东分局和辽东军区的工作。

11 月 27 日，陈云、萧劲光从哈

尔滨来到辽东军区驻地临江，正式就

职并传达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坚

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指示精神。在

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后，为了统一思

想，中共辽东分局于12月11日至14日

召开七道江会议。会议强调，不仅要

将敌人抑留在此，更要将敌人消灭在

此，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反攻；同时，

会议通过了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运

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12

月 14日晚，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军区

政治委员陈云，在师以上领导干部参

加的七道江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与

会人员一致赞成陈云的意见，作出了

坚持辽东根据地的决策，并得到了东

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

会后，辽东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

司令员萧华赋诗一首，题为 《辽东保

卫战》，诗曰：

奉天凛冽北风紧，敌军倾巢犯辽东。

发扬运动歼灭战，十大原则显神通。

英勇杀敌擒师长，新开岭上建奇功。

冰天雪地驰长白，艰苦奋战浑江东。

遥望临江敌气沮，铜墙铁壁谁敢碰。

奇兵突降魔窟后，钢刀直插敌心胸。

军号马嘶声满天，枪林旗海战地红。

夺回通化占柳河，扫清辽南克丹东。

“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彻
底扭转了辽东战局

1946 年 12 月 15 日，中共辽东分

局作出 《关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

根据地的指示》，号召全体军民同敌

人打大仗、硬仗、恶仗，不断消灭敌

人 ， 保 卫 辽 东 ， 坚 持 南 满 。 17 日 ，

东北局作出指示，同意辽东分局此前

作出的各项决定。

此时敌军已经重兵压境，东北民

主联军辽东部队迅速做好各项战略部署

——由三纵负责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

力，全力阻击敌人进攻；四纵负责外线

作战，出敌不意直插敌后，消灭分散之

敌，破坏交通线，打乱敌人部署。

12 月中旬，敌军三个师进犯临

江，第一次临江保卫战打响。

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决定实行内

外线配合作战，先求分散敌人，尔后寻

机歼灭部分进攻之敌，以粉碎敌之攻

势。此役历时 35 天，东北民主联军辽

东各部队克服严寒带来的不利影响，前

后 作 战 近 百 次 ， 拔 掉 敌 军 据 点 40 多

处，歼敌 4900 余人，保卫并巩固现有

的根据地，战场局势由敌军进攻转入敌

我拉锯。

1947 年 1 月 30 日，敌人集中 4 个师

的兵力，再次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东

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于 2 月 6 日向敌发

起反击。第四纵队主力再次深入敌后，

于宽甸、辑安间歼敌一部，并袭入桓仁

城 ； 第 三 纵 队 及 第 四 纵 队 一 部 歼 敌

2000 余 人 ， 并 攻 克 三 源 浦 要 点 。 不

久，敌人被迫停止了进攻。

2 月 13 日，敌人在获得增援后，又

集结 5 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

发动第三次进攻。18 日，东北民主联

军辽东部队主力发起反击，在通沟歼左

路 之 敌 1 个 团 ， 并 乘 胜 收 复 金 川 、 辉

南、柳河、辑安等城；第四纵队一部于

21 日歼敌 1000 余人，战场局势也开始

向着敌退我进的方向发展。

3 月 27 日，敌人集中约 20 个团的

兵力，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东

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以部分兵力牵制其

两翼，集中主力歼击其较弱之中路。4

月 3 日，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以红石

镇、兰山为中心展开围歼战，先以小部

队将国民党军诱至三源浦西南红石镇地

区，预先设伏在该地的第三纵队主力和

第四纵队一部突然发起攻击，取得了全

歼敌人的“柳南大捷”。其余两路敌军

惊慌逃走。至此，敌对临江地区的进攻

宣告彻底破产。

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在北满部队

的密切配合及根据地民众的大力支援

下 ， 取 得 了 “ 四 保 临 江 ” 战 役 的 胜

利，彻底扭转了辽东战局。此后，东

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开始由战略防御转

入战略进攻，并于 5 月中旬展开夏季攻

势。经历惨败的敌正规军不敢抵抗，纷

纷弃城而逃，退出辽东。1947 年 6 月 10

日，四纵十一师、十二师各一部，分两

路夹击安东，经 5 个小时激战，歼灭国

民党地方保安团千余人，辽东最大城市

安东市获得解放，标志着辽东保卫战的

最终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

史教研部）

辽东保卫战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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