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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红色足迹

辽沈战役期间，位于锦州

战 场 附 近 的 辽 宁 省 北 镇 县 人

民 ， 在 “ 战 争 第 一 ， 胜 利 第

一 ” 的 号 召 下 ， 全 力 支 援 前

线，有力保证了解放军的物资

供 给 、 战 勤 服 务 和 兵 员 补 充 ，

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

贡献。

Z 史海观澜

Z 史事经纬

担架队、大车队齐上阵

1948 年 1 月，辽宁省北镇县城乡

获得解放。此后，国民党军妄图夺回

北 镇 ， 均 被 解 放 军 击 退 。 为 稳 定 局

势，开辟新区工作，中共党组织和解放

军部队组成临时县工委、县政府和公安

局，一面清剿匪特，一面在城乡发动群

众，建立新政权，迅速掀起以土改为中

心的群众翻身运动。北镇群众做了土地

的主人，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

高，立即掀起了大生产的高潮，并投入

到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中。

辽沈战役开始前，北镇群众积极

行动起来，落实担架 4629 副 （其中随

军担架 4100 副，短途 529 副）；担架队

员 28700 人 （其中随军担架队员 25526

人，短途 3174 人）；组织大车 4880 辆

（其中随军大车 337 辆，短途大车 4543

辆），车老板 8076 人 （其中随军车老

板 671 人，短途车老板 7405 人）。

担架队、大车队出发时，北镇各

区进行了动员和演习。担架队、大车

队情绪特别高涨，第四区的担架队向

各区的担架队提出了挑战竞赛。他们

做出“爱护伤员，遵守纪律，不开小

差，完成任务”的保证，各区纷纷响

应。在执行任务中，大部分担架队员

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抢救伤员。他们

高呼“战士能流血，我们应当流汗”

的口号，胜利完成了抢救任务。一副

担架由 6 人组成担架队，4 人抬、2 人

轮换。担架队员抬伤员上担架时会事

先向伤员询问受伤位置，根据伤势将

伤员轻轻放上已铺好的担架，盖好被

子，抬时前边先起，落时后边先落；

一路上要保证步伐协调、平稳前进；

上坡路前边要低，下坡路后边要低，

保持平衡，以减少伤员的痛苦。在转

运伤员途中，时刻观察伤员的情况，

担架队员宁肯自己挨冻，把自己的衣

服给伤员盖上；自己舍不得花的钱，

拿出来给伤员买鸡蛋、纸烟和水果；

用自己的碗给伤员接排泄物。虽然工

作 辛 苦 ， 但 每 个 担 架 队 员 情 绪 都 很

高。战役结束后，北镇全县担架队员

立功者 384 人。

确保道路通畅和粮草供给

解 放 军 攻 打 锦 州 期 间 ， 北 镇 县

各 区 、 村 动 员 群 众 在 党 组 织 和 政 府

的 带 领 下 ， 积 极 抢 修 桥 梁 、 修 补 道

路 。 沈 阳 通 往 锦 州 的 大 小 桥 梁 ， 因

多 年 失 修 ， 影 响 解 放 军 部 队 行 军 和

物 资 的 运 输 。 北 镇 三 区 和 五 区 政 府

立即组织 700 多人，抢修沟帮子西大

桥 和 与 黑 山 县 交 界 的 羊 肠 河 大 桥 ，

仅 用 一 夜 时 间 便 完 成 了 抢 修 ， 保 证

了 子 弟 兵 的 顺 利 进 军 和 军 需 的 及 时

供 应 。 解 放 军 进 军 锦 州 时 ， 需 经 过

东 沙 河 子 一 个 水 沟 和 沟 帮 子 的 西

河 ， 但 这 里 的 原 有 桥 梁 被 国 民 党 军

队 破 坏 。 东 沙 河 子 原 有 小 木 桥 需 要

加 宽 加 固 ； 西 河 需 要 重 新 搭 建 临 时

便 桥 ， 要 求 能 承 担 25 吨 重 的 坦 克 通

过 。 得 到 消 息 后 ， 附 近 群 众 立 即 赶

来 ， 昼 夜 紧 张 施 工 ， 没 有 木 料 ， 大

家 便 把 家 存 的 房 梁 、 檩 子 和 门 板 拿

来 解 决 急 需 ， 最 终 按 时 完 成 了 任

务 ， 保 证 了 子 弟 兵 的 胜 利 进 军 。 据

统 计 ， 辽 沈 战 役 期 间 ， 北 镇 县 出 动

民 工 1520 人 ， 修 补 桥 37 座 。 此 外 ，

北 镇 县 干 部 群 众 还 出 动 6000 多 人 ，

昼 夜 不 停 地 开 山 搬 石 ， 铺 道 填 坑 ，

抢修北镇至周边的道路 275 里，保障

了各条主要道路均可顺利通车。

当 时 ， 北 镇 刚 刚 解 放 ， 群 众 的

粮 食 也 较 为 紧 张 。 但 大 家 心 里 都 十

分 清 楚 ： 翻 身 解 放 是 靠 人 民 子 弟 兵

浴 血 奋 战 获 得 的 。 要 想 过 上 好 日

子 ， 必 须 要 靠 子 弟 兵 来 保 卫 。 所 以

群 众 宁 可 自 己 不 吃 ， 也 把 粮 食 献 给

子 弟 兵 。 每 次 筹 粮 ， 都 按 时 完 成 。

为 了 保 证 部 队 粮 食 供 应 ， 北 镇 各 村

屯 24000 多 名 民 工 参 加 了 碾 米 工 作 ，

保 障 了 石 碾 子 昼 夜 运 转 。 有 的 地 方

石 碾 子 不 足 ， 群 众 便 组 织 起 来 ， 用

小 缸 捣 米 ， 有 的 村 子 一 夜 捣 高 粱

20000 多斤。当时，解放军炮兵部队

急 需 牲 畜 饲 草 ， 群 众 便 冒 着 枪 林 弹

雨 到 村 外 收 集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整

个 战 役 期 间 ， 北 镇 全 县 支 战 的 粮 食

就达 2816000 多斤，饲草 6164000 斤。

此 外 ， 各 村 群 众 都 做 好 了 准

备 。 只 要 有 解 放 军 部 队 到 村 ， 群 众

便 按 照 事 前 分 工 ， 立 即 烧 水 、 做

饭 、 洗 衣 服 ， 并 搭 盖 了 临 时 席 棚 ，

使 战 士 到 达 后 可 以 吃 到 热 饭 ， 喝 上

开 水 ， 洗 脚 和 休 息 。 针 对 有 的 战 士

由 于 各 种 原 因 掉 队 的 情 况 ， 北 镇 群

众 组 织 了 多 个 收 容 小 组 ，主动给行军

的部队送信、带路。

精心护理、照料伤员

辽沈战役期间，解放军后勤人员

在北镇设置了多座临时兵站医院，北

镇群众也纷纷行动起来，自发在各个

村屯设置了临时病房、家庭护理点和

家庭包扎所，并在道路上设立了接待

点和伙房，参加兵站服务的长期民工

达 2727 人。

在兵站工作的解放军战士受到驻

地群众的热情接待，群众主动承担起

兵站工作人员的粮草供应，并为他们

提供住处。医生、护士忙不过来的时

候，村里的妇女就克服种种困难前往

帮 忙 。 伤 员 在 兵 站 医 院 里 进 行 治 疗

后，会被群众立即接到家里休养。各

家各户把伤员当成自己的亲人，不分

白天黑夜地精心护理。其间，群众为

伤员烧水、洗绷带、洗衣服和缝补衣

裳；对于受重伤的战士，则煎药、喂

水、喂饭、擦洗、搀扶走路，甚至给

伤员接屎接尿。前方战场上送来的伤

病员，经过各村时，当地村政府、妇

女会带着慰问品前去慰问。据当时北

镇 7 个区的不完全统计，送去慰问军

队的有猪 904 头，猪肉 29852 斤，大米

36672 斤 ， 白 面 8800 斤 ， 鸡 1145 只 ，

鸡 蛋 18405 斤 ， 花 生 14360 斤 ， 粉 条

8460 斤，各种蔬菜 872250 斤，梨 4550

斤 ， 山 楂 520 斤 ， 牛 肉 150 斤 ， 军 鞋

33382 双 ， 棉 花 1000 斤 ， 木 柴 20 万

斤，小米 2400 斤，土豆 510 斤，香烟

20 条，现款 258 万元 （折人民币 3500

元），还有羊肉等物资。罗罗堡村妇联

主 任 张 桂 琴 组 织 了 36 名 妇 女 服 务 队

员，逐户走访慰问，给伤病员烧水、

烧炕、拆洗被褥和洗血衣以及药布、

绷带；还组织演唱小组，挨家逐户给

伤 病 员 演 唱 革 命 歌 曲 ， 用 革 命 的 热

情，鼓励伤员战胜伤病，早日康复，

重返前线。

踊跃参军，协助作战

在辽沈战役中，北镇全县青壮年

踊跃参军参战。全县有 305 名青年参

加了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有 1225 名青

年参加了地方武装部队 （县大队）。在

参军出现了很多父送子、妻送郎、兄

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场面。第五区的

青年金玉鹤年仅 15 岁，身体又小又单

薄，不符合参军条件，但是他多次找

到区领导，迫切要求参军。最后经领

导批准参加了区中队当战士。此外，

这个区的女青年佟小峰、沈桂芝是全

县第一批参加解放军的女战士，随军

上前线并参加了战斗。盘蛇村的一次

参军动员会上就有 32 名青壮年报名参

军，徐家村有 25 名青年参加了解放军

的主力部队……

辽沈战役开始，北镇县武装支队

配合主力部队参加了解放锦州和黑山

阻击战的战斗。具体任务是：监视和

阻击锦、沈方面国民党军的进犯，在

大凌河东岸监视锦州之敌时，国民党

军一个团的兵力向我军阵地进攻，被

我中队打退，俘虏敌人 50 多人，并缴

获了部分枪支和畜力大车，有力配合

了主力作战。

北镇群众在党组织的率领下，地

方武装和民兵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拥军

优属行动，在秋收时深入到困难较多

的村帮助军烈属进行秋收，并开展慰

问活动。解放军各地驻军也组织战士

帮助贫雇农耕种，干锄草等农活，并

演出文艺节目，进一步推动了军民关

系的发展。

在辽沈战役中，北镇县人民群众

除踊跃支前外，还组成武装民兵，协

助解放军完成了多项任务。据统计，

战役期间，北镇县地方武装县大队共

有 2401 人；自卫团 6395 人；各村儿童团

共 12425 人。这些地方武装根据上级指

示，分散在各个村头道口，盘查被解放

军击溃后逃散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将。整

个战役前后，全县地方武装共查获国民

党官兵 7000 余人，均送交解放军主力

部队处理。特别是“黑山阻击战”结束

后，国民党第九兵团被解放军击溃后，

大批敌人化装向西逃跑，北镇县地方武

装和民兵严格盘查，抓住了大批企图蒙

混过关的敌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高级

将领廖耀湘，被中安堡村农会武装民兵

连长赵成瑞识破并擒获），并缴获了大

批武器、装备。

（作者单位：辽宁省北镇市民政局）

辽沈战役期间北镇人民的支前工作
谢 坤

抗战进入 1940 年后，我国东南沿

海各主要港口已基本被日军攻占，宁波

港是中国少数仍未沦陷的对外联络通

道之一。1940 年夏，日军第五舰队命令

海军陆战队第三联队在浙江沿海登陆，

企图以小股兵力突破中国军队海岸防

线，自镇海侧翼登陆进攻宁波。1940年 7

月初起，镇海口外日舰活动日趋频繁。

当时，一九四师师长陈德法率部防

守镇海。为抗击日军登陆，陈德法命令

部队一九四师所部第一一二六团于甬

江北岸展开，第一一二五团于甬江南岸

展开，第一一二七团为预备队。在前线

展开的三个团以镇海要塞为中心，以两

前一后进行防御部署，并构筑钢筋水泥

的机枪掩体作为阵地主干。

7 月 16 日拂晓，日军集中各式船舰

14 艘炮轰镇海要塞，要塞炮兵以仅有的

旧型重炮猛烈还击，于天亮后击退日

舰。不久，日机 12架分批向要塞投弹 80

余枚，日舰则在得到补充后继续炮击要

塞，使要塞防御设施受到严重损坏。

7 月 17 日凌晨 2 时，镇海口外日军

海军陆战队 500 余人在炮火掩护下，乘

装甲汽艇在齐毛贝村后老鼠山登陆，在

遭 到 第 一 一 二 七 团 的 集 中 扫 射 后 退

却。不久，日军增添兵力，再次开始登

陆，突破一一二七团阵地。下午 5 时，

日军 400 余人在后海塘、招宝山、紫竹

林和大道头登陆，一九四师守军竭力抵

抗，因伤亡过重，镇海县城陷于敌手。

陈德法命令所部死守阻敌。当时，

战局的重点是戚家山制高点，双方以此

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陈德法亲率特务连到前线督战。

他一面命令第一一二五团渡江赶往青

崎前线，堵住甬江防线上的缺口，第一

一二六团恢复戚家山阵地，一面向后

方告警。

得到镇海方面的报告后，第十六

师急由上虞驰援镇海，与日军激战于

戚家山。陈德法得到消息，立即准备

组织力量全面反攻。

7 月 18 日凌晨，第一一二六团接

替第十六师猛攻戚家山。该团以第一

营正面冲锋，第二营与第三营两翼包

抄，强攻山头敌人阵地。日军居高临

下顽抗，并呼叫飞机助战，其海上军

舰也开炮支援，战斗异常激烈。战至

11 时，日军发起突袭，第一一二六团

被迫撤退。陈德法师长得报后，亲自

到戚家山前线整顿部队，并命第一一

二六团乘夜攻山。

当晚，第一一二六团轻装摸上戚

家山，冲入日军阵地，与敌人展开白

刃战。由于日军军舰在夜里无法分辨

目标，不敢开炮，戚家山上的敌人很

快被第一一二六团击溃，中国军队克

复戚家山。随即，中国军队自戚家山

向两翼进攻，经过激战，恢复了周边

的七八个山头。

20 日 21 时，陈德法指挥一九四师

向占领镇海县城的日军发起攻势。日

军为夺回戚家山，于 21 日晨派出七八

百人发起强攻，双方展开了戚家山争

夺战。自上午 8 时至下午 4 时，中国军

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

21 日午后，一九四师官兵冒着日

军的凶猛火力，在掷出密集的手榴弹

后冲入敌人阵地进行刺刀肉搏，将日

军打退，恢复了阵地。陈德法认为：

镇海三面环海，退潮时岸边为汽艇无

法靠泊的沙滩，于是算准退潮时对镇

海发动主力攻势。日军抵敌不住，弃

城而逃。一九四师奋勇追击，逃向海

滨的日军残部因无船可登再遭重创，

在沙滩上遗尸累累。

残敌逃至古营垒中固守待援，陈

德法下令部队发起攻击。战至下午 4

时 ， 日 军 不 支 ， 放 弃 阵 地 逃 往 金 鸡

山，一九四师官兵则继续追击，不给

敌人喘息之机。战至夜 8 时，日舰向

一九四师疯狂炮击，企图掩护日军残

部 撤 退 。 一 九 四 师 冒 着 弹 雨 奋 勇 前

进，继续追歼逃敌。当晚 11 时 30 分，

一九四师攻克港口，歼灭了未及退走

的日军部队。22 日凌晨 2 时 30 分，第

一一二七团克复宏远台，第一一二五

团克复镇海县城，3 时，一九四师克

复戚远炮台。

镇 海 反 登 陆 战 ， 中 国 军 队 共 击

毙 日 军 近 400 人 ，击伤约 600 人，并

击落日机一架。此战，是抗战时期我

军在浙东沿海地区所取得的一次重大

胜 利 ， 被 后 世 誉 为 “ 浙 东 的 台 儿 庄

战役”。

抗战时期的镇海反登陆战
赵荫棠

1934 年 10 月 16 日 ， 中 央 红 军 开

始战略转移。21 日，中央红军主力部

队成功突破了国民党设置在安远、信

丰的第一道封锁线后，经江西崇义，

迅 速 向 湖 南 汝 城 、 广 东 城 口 方 向 挺

进。蒋介石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组

成 第 二 道 封 锁 线 ， 企 图 阻 止 红 军 西

进。红军随即在湖南汝城与国民党军

展开激战。

湖南汝城县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

省的第一站，10 月 29 日，中央红军长征

进入汝城。在此后的 16 天里，红军经过

汝城境内的 18 个乡（墟）205 个村，行程

130 余千米，历经大小战斗 20 余次，摧

毁敌碉堡 100 余座，毙敌千余。

11月，红军大部队刚通过延寿，国

民党军分别从广东城口、江西大余出

发，衔尾追击红军；驻汝城的敌人也派

其一部赶来。11 月 11 日，国民党军进

至延寿简家桥、中洞、九如、桑坪一

带，企图对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第三十

四师进行夹击。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

团三十四师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发生

激战。此时，红军后勤部队正前进于延

寿至岭秀、盈洞 20 余里长的山间小道

上，情况非常危急。为掩护后勤部队安

全通过山间小道，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

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当天，由

汝城赶来的敌人也渡过延寿河，企图从

下杨铜田抄小路向红军发起偷袭，遭到

红军的英勇反击，战斗极为激烈。从傍

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各路敌军连续发

起进攻，均被红军奋勇击退。

12 日，敌军在得到增援后，向红

军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为掩护后勤

部队安全通过，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

堂带领战士抢占了下杨村后面的维堆

山和狮形岭，并在能够俯控延寿江的

青石寨制高点进行阻击。

敌人为夺取制高点，组织重兵对

守卫青石寨的红军发起进攻。敌人依

仗火力优势曾一度夺占了青石寨制高

点，并在青石寨山顶构筑了阵地，用

机 枪 向 正 在 涉 水 过 江 的 红 军 疯 狂 扫

射 。 危 急 时 刻 ， 只 见 董 振 堂 怒 吼 一

声：“跟我来！”便手端机枪，率先向

山头冲去，战士们紧跟其后，迎弹而

上，终于奋勇杀出一条血路，再一次

夺回了青石寨制高点。此后，红五军

团指战员和敌人展开血战，终于掩护

后勤部队全部通过。13 日黄昏，掩护

任务完成后，董振堂带领战士们且战

且退，最终成功摆脱敌人的追击，到

文明乡和大部队会合。

红五军团延寿浴血阻敌
朱诗慧

1939 年 9 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

力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会

合，创建了以天宝山为中心的鲁南抗

日根据地。至年底，鲁南抗日根据地

打通了同滨海、鲁中、湖西、鲁西各

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鲁南军民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坚持与日伪军作战，多次

粉碎了日伪军企图控制山东东南沿海

的企图。

1943 年，日伪对鲁南抗日根据地

连续实施“蚕食扫荡”，遭到鲁南军民

的迎头痛击。正当鲁南军民和日伪激

战之际，国民党顽军第九十二军突然

向 鲁 南 抗 日 根 据 地 进 犯 。 8 月 中 旬 ，

其前锋一四二师，会同土匪刘黑七部

向天宝山区杀来。

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

委王麓水和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等在分

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决定在顽军

的 必 经 之 路 —— 费 南 县 松 林 一 带 设

伏，狠狠打击顽军的嚣张气焰。

此时，鲁南军区能够调动的部队

只有 3 个连 500 多人。鉴于双方兵力悬

殊，军区领导决定采取“打蛇打七寸战

术”——“出其不意，掐头去尾，集中兵

力打敌师部，捣毁它的指挥机关。”

8 月 13 日晨，天降大雨，能见度

很低。鲁南军区伏击部队在王麓水、

张光中指挥下，秘密进入了松林以东

的 山 坡 阵 地 ， 埋 伏 在 沟 壑 和 青 纱 帐

里，耐心等候顽军的到来。

上午 9 时许，敌人的先头部队出

现 ， 络 绎 不 绝 地 从 伏 击 圈 里 冒 雨 穿

过。中午时分，随着雨越下越大，顽

军一四二师师部全部进入伏击圈。随

着张光中一声令下，战士们拉响了地

雷，接着用机枪和手榴弹向顽军发起

猛烈打击。战斗打响后，顽军被大雨

遮蔽了视线，根本不知道八路军只有

500 人的兵力，一时间被打得“人马

杂沓，乱作一团”。

这时，埋伏在阵地上的部分战士

突然冲出，将顽军队伍从中间“拦腰

斩断”。敌人各部之间失去联系，更加

混乱不堪，不久便失去了抵抗能力，

官兵各自逃命。伏击圈外的敌人因不

明虚实，也不愿冒险前来解围。激战 1

个多小时，顽军一四二师师部大部被

歼或被擒，只得弃下重武器向四开山

方向溃逃。

当日黄昏，鲁南根据地的地方武

装相继赶到，向逃窜敌人发起追击，

击伤顽军正、副师长，并再次重创顽

军。此后，八路军鲁南部队在兄弟部

队的协同下，继续向顽军一四二师发

起进攻。在八路军的打击下，顽军一

四二师仅余残兵 800 人，不久便狼狈

逃出鲁南。

松林伏击战：八路军“打蛇打七寸”
刘思琪

1927 年 6 月底，中共江西省委派曾

天宇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万安县开

展革命斗争。

在此前后，万安县的 11名共产党人

和进步青年被国民党抓获，关押在遂川监

狱。7月 26日，中共遂川党组织负责人陈

正人得知国民党政府将于8月1日杀害这

11名同志。立即把消息告诉了万安党组

织，并随即带领 30多名遂川农民自卫军

指战员来到万安罗塘，找到曾天宇，共同

商议对策。曾天宇等人立即派出两名侦察

员前往遂川县城先行侦察，并叮嘱他们：

28日一早务必返回报告，党组织将根据侦

察到的情况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两名侦察员按照组织安排，化装成

百姓进入遂川县城，顺利掌握了有关情

况，并立即返回，向党组织汇报。

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曾天宇等

人经过研究，决定万安、遂川两县的革命

力量联合突袭遂川县城，营救被关押的

革命同志。

1927 年 7月 28日下午，在罗塘至善

小学的草坪上，曾天宇和陈正人向参加

营救行动的80多名农民自卫军战士进行

了战前动员。当晚，在夜幕的掩护下，80

多人的武装队伍从罗塘出发，翻山越岭，

于 29日拂晓前到达遂川城外，悄悄埋伏

在遂川北门的山脚下。

按照既定部署，部分农民自卫军战

士秘密来到遂川县城东门、西门外，准备

在战斗打响时发起佯攻，吸引敌人的火

力；农民自卫军主力在敌人集中力量防

守东、西两门时集中攻打北门；事先潜入

县城的侦察员则在城内接应。

黎明前，埋伏在东门和西门的战士

向城头开枪。睡梦中的敌人听到枪声，

慌忙爬起，在头目的指挥下，分成两队

向东、西门赶去。城内准备接应的侦察

员见敌人已被调动，立即拿出准备好的

汽油和茅草，点燃了县衙大门。前往守

城的敌人见状，只得分出部分人退回县

衙救火。

与此同时，埋伏在北门外的农民自

卫军战士看见火光后，立即向北门发起

进攻。接着，几名侦察员也赶到北门，从

背后向守城敌人发起攻击，当场击毙了

防守北门的敌人头目。守敌见状，纷纷

丢下武器，向城内逃走。侦察员遂打开

北门，迎接城外战士入城。

进城后，曾天宇一面命令部分战士

向东西两门的敌人发起猛攻，一面率领

部分战士直奔监狱。曾天宇乘胜指挥战

士们劈开牢门，救出了被关押在监狱中

的 30多名党员、干部以及近百名革命群

众。

天亮后，附近敌人开始向遂川县

城反扑。而此时，曾天宇早已率领农

民自卫军战士，掩护被解救的干部群

众，携带缴获的战利品，走在了返回

万安的路上。

曾天宇率农军奇袭遂川城
郭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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