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 重 庆 解 放 前 夕 ， 中 共 地

下党组织奉上级指示，全力开展迎接

解放、保护城市的工作。当时，位于

重庆江北区的第二十一兵工厂，是旧

中国最大的轻武器制造工厂，主要生

产轻、重机关枪和迫击炮弹。中共重

庆地下组织负责人卢光特通过第二十

一兵工厂的地下党员赖宗瑜与该厂厂

长俞濯之等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护

厂核心团队，领导工人们严密设防，

为 接 下 来 的 斗 争 作 好 了 组 织 上 的

准备。

随着解放军日益迫近重庆，国民

党反动派加紧实施炸毁兵工厂的罪恶

计划。11 月 28 日，国民党反动军警

强行进入第二十一兵工厂，用枪口和

刺刀对准进出车间的职工，并将大批

装有炸药的木箱堆放在厂内。得知情

况有变，俞濯之立即设法摆脱敌人的

软禁，赶到厂内，叮嘱工人们加强戒

备。工人们立即筑成三重“人墙”，

从厂大门口起，层层守护，绝不允许

匪特进厂接近放置炸药的地区，许多

职 工 家 属 也 主 动 加 入 到 了 护 厂 的

行列。

1949 年 11 月 29 日，国民党当局

给军警特务下达了爆破指令。当夜，

国民党军警特务杀害护厂工人，强行

冲入第二十一兵工厂的石罗汉新发电

所和大板桥火药库引爆炸药，巨大的

爆炸将附近大片民房夷为废墟，群众

被炸死很多人，驻扎在附近的国民党

残兵败将 100 多人和来不及撤走的爆

破队员也全部被炸飞。

得 到 消 息 的 护 厂 工 人 立 即 加 强

了 防 卫 ， 使 敌 人 爆 破 队 无 法 闯 入 。

随着解放军进军重庆的密集炮火声

越 来 越 近 ， 爆 破 队 很 快 便 一 哄 而 散 。

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紧急召开护厂

会议，成立以共产党员为领导的“职

工 护 厂 联 谊 会 ”， 迎 着 冲 天 的 爆 炸

声，活动在厂区各地，防止敌人的进

一步破坏，组织实施灭火防盗救护等

工作。

11 月 30 日 上 午 ， 为 保 护 工 厂 安

全，防止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捣乱破坏，

工人们换穿工作服，继续站岗放哨，使

厂区安全得到了进一步保证。国民党军

警特务又企图将厂中的数艘交通轮凿

沉，船工们与敌人进行了斗争，将交通

轮抛锚于江心，并通宵守护。几天后，

这几艘轮船就成了运载解放军渡江追歼

逃敌的江上飞舸。

厂区虽然完整保存下来，但还到处

堆放着国民党爆破队设置的炸药箱，险

情尚未排除。俞濯之下令从速处理掉这

些隐患。护厂核心团队经过商量认为，

险情必须尽快排除。考虑再三，认为只

有将炸药箱投入嘉陵江中比较稳妥。并

指示由步枪厂主任董黻才牵头组织搬运

炸药。董黻才立即在雨花村召开职工大

会，动员大家将炸药扔进嘉陵江。吴坤

山老师傅听后第一个站了出来说：“我

来搬第一箱。”说罢，他毅然第一个走

向了炸药堆，老工人朱永贵和刘相臣也

随后走进了厂房。

吴师傅走到炸药箱前，抱起一箱重

20 多公斤的炸药箱转过身来，向外走

去。朱永贵、刘相臣等人随后动手。大

家被这几位老师傅勇于牺牲保厂的高尚

情操感动，一齐上前，搬的搬、抬的

抬，不到两个小时，步枪所的 147 箱炸

药全部被清除出厂，放入木船后将木船

推入江心，把炸药箱投入江水中。这一

消息，很快传遍其他厂区，各处工人立

即把 600 多箱炸药全部搬出厂区，沉入

嘉陵江江底。

在厂区的另一些地方，特务们没来

得及埋设炸药，于是就用石块和泥土堆

起了许多突出在地表面的土包，并造谣

说这些是地雷，企图以此恐吓工人不敢

进入。吴坤山得知后立即前往，并主动

上前检查，证明这些土堆里根本没有什

么地雷。

30 日当日，工厂立即着手恢复生

产，迎接解放。

重庆解放前夕

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人的护厂斗争
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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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红色足迹

1950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10 日，解放军

贵州军区剿匪部队东集团指挥部，遵照西

南军区首长的指示和贵州军区领导的统一

部署，发起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大合

围”，经过 20 天的作战，一举消灭盘据在

该地区王福堂部匪帮，有效维护了社会秩

序的稳定。

Z 史海观澜

Z 史事经纬

解放军采取铁壁合围、梳
篦战术，在贵州开展剿匪作战

1949 年 11 月，人民解放军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贵州，迅捷解

放了贵州全境。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

败，在逃离贵州之前，按照其“应变

计划”，培训了一批特务，并向他们

散发大量武器弹药，携带多部电台潜

伏在贵州各地，阴谋“东山再起”。

1950 年 初 ， 解 放 军 主 力 奉 命 入

川、滇作战，贵州反动势力乘机纠集

土匪、溃兵，在全省多处举行武装暴

乱，他们大肆抢劫群众财物，任意杀

人放火，企图夺回已失去的政权。

为巩固新生政权和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1 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主力，在完成

入川、滇作战任务后，派出部队分别

由川、滇回师贵州。根据中共中央、

西南局的部署，在中共贵州省委、省

人 民 政 府 、 贵 州 军 区 领 导 下 ， 从

1950 年春季开始，贵州解放军有领

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为了肃清匪患，贵州省委、省军

区，以解放军第十六军为主，专门集

中一部分机动部队，组成东、西两个

剿匪集团，在军区直接指挥下，采取

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实行“有重点

的重兵清剿”。在军事进剿全面展开

前，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军区连续召

开了多次军事会议，要求参战各部队

“进剿一地，净化一地”，同时要求进

剿部队认真执行“军事清剿，政治攻

势，发动群众”的方针，大力宣传党

的各项政策，发动各地群众，积极投

入到剿匪战斗中来。

3 月 23 日，公安部门组织对贵阳

市实施大搜捕，查获国民党潜伏特务

249 人，摧毁了匪特的指挥机关，切

断了特务、土匪之间的联系，粉碎了

匪特妄图“里应外合，攻陷贵阳”的

迷梦。

解放军在黔东瓮安、余庆、
湄潭地区发起 “铁壁大合围”
战役

解放军剿匪部队以营为单位进行

出击。经过一个多月的追歼、进剿，

到 5 月底，歼灭了土匪的多支有生力

量，并逐渐收复了公路沿线的村镇，

迫使大部分残匪龟缩于各县接合部的

山区。

至此，对土匪实行大规模合围进

剿 的 时 机 已 经 成 熟 。 1950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10 日，贵州军区剿匪部队东

集团指挥部，遵照西南军区首长的指

示精神和贵州军区领导的统一部署，

集中一三六团、一三八团、遵义随

校、一四〇团、一四八团、一五〇团

大部分兵力，组成合围进剿部队，在

黔东瓮安、余庆、湄潭地区发起“铁

壁大合围”战役，其主要目标是全歼

危害最烈、政治影响极坏、又有较好

装备的土匪王福堂部。

土匪头子王福堂原是国民党军的

一个副营长，在淮海战役中曾被解放

军俘获，后乘隙潜逃，逃到贵州，继

续与人民为敌。1949 年 11 月，这家

伙迫于形势，随部队起义。在接受整

训期间，此人本性不改，不久便再次

叛变为匪，被国民党特务封为“三九

二部队野战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

1950 年初，他带着一群土匪、国民

党溃兵、特务，流窜在瓮安、余庆以

北，湄潭以南的袋形地区，杀人放

火，袭击单独行动的地方政府工作人

员及进步群众，气焰极为嚣张。

6 月中旬开始，随着解放军贵州

军区前敌指挥部下达 《作战命令》，

剿匪各部队从四面八方进击瓮、余、

湄地区，完全形成了拉网式大合围的

态势。各部队就地宿营，在凡一切土

匪有可能逃走的地方，都布上了明岗

暗哨。整个合围区域，漫山遍野燃起

火堆、火把，红、白、绿各色信号弹

不时在天空中闪烁。

6 月 22 日拂晓，按照统一部署，

各部队都吹响了冲锋号角，哨子、牛

角、竹筒、军号声、“缴枪不杀”的

口号声响成一片。当解放军一三八团

分 兵 80 余 路 自 东 向 西 拉 网 前 进 时 ，

躲在八龙山上的王福堂部土匪惊慌失

措，稍作抵抗后便慌忙逃走。逃跑途

中，土匪们不断遭到解放军搜剿部队

的围追堵截，死伤惨重，其携带的重

武器也被丢弃在路旁。

王福堂带着匪徒向西北方向一路

狂奔多时，自以为逃出解放军进剿部

队的包围圈时，突然发现西北天空也

升起了解放军的各色信号弹。王福堂自

知不敌，慌忙命令土匪们由大股活动分

散成小股流窜，自己只带 1 个连的亲信

逃走。

军民共筑天罗地网

王福堂在逃窜途中，发现当地到处

都是解放军的进剿部队，于是又慌忙遣

散了大部分亲信，然后和几个随身保镖

取出此前在解放军中接受整训时偷来的

几套军装换上，也吹起哨子、牛角，企

图冒充解放军搜剿部队战士混出哨卡。

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军搜剿部队早有防

范，当他们企图混过哨卡时，被解放军

战士识破，又被击毙、活捉数人。王福

堂只得带着几个残匪回到包围圈内，继

续东躲西藏。

为了抓住匪首王福堂，解放军各路

搜剿部队不分昼夜地在深山密林中穿

行。并根据上级指示，在重点地域驻扎

部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身兼战斗员、工作员、宣传员的

职责，在战斗的间隙中，他们大力向群

众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

众种田、收谷、砍柴、挑水，并迅速帮

助群众组建起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

织，初步把瓮、余、湄 3 县的人民群众

组织起来。

就这样，在整个合围地区，解放军

剿匪部队和人民群众共同形成了天罗地

网。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掀起了群众

性的搜匪、捕匪、劝匪投降的热潮，土

匪们无处遁形，除被击毙、活捉外，大

部分走出藏身地缴枪投降。很快，瓮

安、余庆、湄潭 3 县接合部的土匪基本

肃清。

智擒匪首

在大部队搜剿的同时，解放军还派

出精锐侦察员，组成多支剿匪小分队，

四处搜山、兜捕溃散匪众。他们时而装

扮成农民，时而装扮成商人，有时又装

扮成“土匪”，活动在土匪经常出没的

地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残匪，取得了一

系列胜利。

一天，一四〇团便衣班接到群众举

报后，化装来到中坪，发现一个土匪正

在来回走动着站岗放哨，便衣班派出一

名侦察员主动接近匪哨兵，用当地方言

上前和他搭讪。这个土匪哨兵以为侦察

员是另一股土匪中的一员，放松了警

惕，很快就被侦察员活捉。据被俘土匪

交 代 ， 他 还 有 16 个 同 伙 躲 在 不 远 处 。

小分队命令他带路，很快赶到这伙土匪

的藏身处，将他们一举擒获，经审讯，

小分队从俘虏们口中得知了匪首王福堂

的大致活动范围，并将该情况迅速转告

了其他小分队。

一三八团八连指战员组成的 9 人小

分队了解到匪首王福堂的去向后，立即

化装出发，前往搜索。当小分队来到老

西沟附近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

便立即上前，主动介绍是来寻找王福堂

汇合的土匪。对方信以为真，供认出

“王团长在山岩下陈家住着”。小分队 9

人立即分成 3 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把陈

某家包围起来。

小分队指战员进入陈某家中时，发

现陈某夫妇正在吃午饭。指战员立即盘

问陈某，是否有人在他家“做客”，陈

某夫妇矢口否认。

小 分 队 指 战 员 见 桌 子 上 摆 着 3 个

碗、3 双筷子，且放在桌上的那个碗里

还盛着热气腾腾的半碗饭，于是突然问

道：“你家几口人？”陈回答：“就我们

两口。”

小分队指战员听后，立即对屋内院

外进行仔细搜查，很快在牛棚牛屎堆中

发现了一个人。经体貌特征比对，确认

为匪首王福堂。

至此，历时 20 天的瓮、余、湄铁

壁大合围作战胜利结束。此次战役，解

放军剿匪部队共毙伤、俘虏土匪 3172

人 ， 缴 获 各 类 枪 支 1621 支 ， 机 枪 48

挺、子弹 3.4 万余发、小炮 11 门、炮弹

10 发 ， 追 回 被 土 匪 劫 掠 的 公 粮 20 余

万斤。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瓮、余、湄剿匪作战
李德生

孟庆印于 1945 年 10 月参加人民

解 放 军 。 在 战 斗 中 ， 他 机 智 勇 敢 ，

屡 立 战 功 ——1947 年 2 月 ， 在 三 保

临江战役中，孟庆印和战友一举攻

克 八 九 六 高 地 ， 荣 立 大 功 1 次 ；

1947 年夏季攻势中，孟庆印负伤不

下 火 线 ， 立 下 战 功 ， 荣 升 为 副 排

长 ； 1948 年 9 月 ， 辽 沈 战 役 期 间 ，

孟庆印率全排战士奋勇突破敌城防

工事，占领敌山炮阵地，缴获山炮 2

门，俘敌 35 人，并率队攻破敌核心

阵地大佛寺，战后，孟庆印荣立特

等 功 1 次 ， 被 上 级 授 予 “ 尖 刀 英

雄”光荣称号，所带二排被命名为

“尖刀英雄排”。

解 放 军 四 野 部 队 于 1949 年 9 月

13 日发起了“消灭白匪军，向新中

国献礼”的衡宝战役。孟庆印所在部

队和兄弟部队共同将国民党军白崇禧

残部堵截在杨家桥、铁塘桥一带，并

抢占了杨家桥以北的腊冲山和兴隆山

等制高点。

敌人害怕被歼，于 10 月 9 日集中

5 个团的兵力向二八〇高地阵地发起

疯狂进攻，企图从这里突围。

危急关头，担任团预备队的三连

二排，接到迅速夺回二八〇高地的命

令。在炮火的掩护下，三连副连长和

排长孟庆印带领着二排，冒着敌人的枪

林弹雨发起猛攻，不到 30 分钟，就从

敌军手中夺回高地南端阵地，歼敌一个

班，并连续打退敌人的 4 次反扑。乘守

敌混乱之际，孟庆印指挥全排采取声东

击西的战术，出其不意攻上山头，夺回

了二八〇高地全部阵地。

10 月 10 日 上 午 ， 敌 人 集 中 兵 力 ，

对二八〇高地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孟

庆印和战友们坚守阵地，与敌人展开激

烈的战斗，消灭了大批敌人。战斗中，

解放军阵地上一挺机枪被打坏，敌人乘

机冲进阵地，孟庆印迅速率领一个战斗

组赶了过来，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孟庆

印手端上了刺刀的步枪，率领战士们和

敌人奋勇拼杀，不仅消灭了冲入阵地的

敌人，并把后续敌人一个连的兵力打下

山头，随后又两次打退敌人一个营的进

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就在战斗即将

结束时，孟庆印不幸腹部中弹。他咬紧

牙关，忍住剧痛，以惊人的毅力，将手

中的手榴弹一颗又一颗地投向敌群，直

到倒在血泊之中。

战后，四十军为孟庆印追记一等

功，为二排记集体两次大功，并授予

“孟庆印排”的光荣称号，赠给“攻得

勇猛，守得顽强，兴隆山上再放光芒”

的锦旗一面。

“为第一面五星红旗增光”
谢坤

1947 年冬和 1948 年春，爱国民

主人士赖慧鹏两次秘密赴香港会见李

济深，并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民革） 组织。李济深要赖回到

广 西 后 ，“ 设 法 找 个 有 力 量 的 工 作

做”，“在解放军逼近广西时予以配

合”。赖慧鹏回广西后于 1948 年 8 月

出任国民党广西靖西专区专员兼保安

司令，并积极联络进步人士，进行起

义准备工作。

1949 年 10 月 ， 经 过 一 系 列 准

备，起义条件日益成熟。此时，国民

党当局发现赖慧鹏可能有“异动”，

便派出“督导团”到靖西，威逼赖慧

鹏出兵“进剿”中共游击队，赖慧鹏

对此不予理会；并以保卫邕龙公路为

由，将辖区内国民党顽固派的部队调

走，减轻了对起义的威胁。12 月 5 日

百色解放，国民党黔桂边绥靖区司令

部命令赖慧鹏协助国民党残部逃亡越

南，赖慧鹏以“共军部队布满边境”

为由，阻止了敌人逃往越南的企图。

百色解放后，国民党百色行政专

区督察专员陈汉流带着 100 多人携枪

进入靖西，赖慧鹏立即派部队强令陈

部缴械，并对陈进行了说服工作。陈

听后表示愿意带领部下参加起义。接

着，赖慧鹏又派部队扣押了“督导

团”，为和平起义扫除障碍。

12 日，赖慧鹏召集决定参加起

义的当地军政首脑和进步人士开会。会

议研究决定于 13 日宣布起义。大家决

定 成 立 “ 桂 西 南 和 平 解 放 运 动 委 员

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还就起义

通电、起义宣言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并

在起义宣言上签了字。会后，靖西各机

关、团体、学校的职员、师生和居民，

根据“桂西南和平解放运动委员会”的

通知，纷纷走上街头，把所有反动标语

刷掉，写上新标语“欢迎中国共产党来

解放靖西”“拥护和平解放”。

12 月 13 日上午，在靖西中山公园

广场召开了起义大会，到会各界民众万

余人。大会升起了五星红旗。赖慧鹏主

持大会，宣布靖西专区 （还有百色专署

部分人员和田东县） 自即日起脱离国民

党反动派，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会上，宣读了给中央人民政府

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通电，给民革

中央主席李济深的通电和桂西南和平解

放运动委员会的 《起义宣言》。

起义大会后，赖慧鹏派人与解放

军、游击队联络，汇报靖西和平起义的

情况，同时请求速派部队前往接管。其

间，赖慧鹏等还领导起义部队对企图通

过靖西逃往越南的国民党军进行阻击，

并说服部分国民党官兵起义，接受解放

军改编。

1950 年 1 月，解放军到达靖西，赖

慧鹏率各界列队迎接。

靖西和平起义中的赖慧鹏
秦芸

1948 年 12 月 21 日，中共中央批

准建立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1949

年 1 月 29 日，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召

开庆祝闽粤赣边区纵队的成立大会，

宣布中央军委命令。闽粤赣边区纵队

成立后，在人民群众支援下，立即向

敌人发起进攻，先后解放了粤东潮梅

和闽西南的大片地区，部队发展到 4

万余人。

1949 年 9 月，为迎接人民解放军

南下大军解放广东，闽粤赣边区纵队

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对盘踞在松口、

畲坑的敌人发动攻势。

9 月 21 日晚，边纵参战部队从梅

县白渡急行军到达松口，追敌至丙

村，于 23 日将敌人消灭。

据侦察，畲坑之敌为国民党胡琏

兵团第十八师的一个加强营，此外，

在畲坑附近的水口和径心两地还各

驻有敌人一个营。闽粤赣边区纵队

根 据 这 三 股 敌 军 的 情 况 ， 决 定 了

“三步走”作战计划：第一步，以纵

队 直 属 第 七 团 牵 制 径 心 、 水 口 之

敌，以纵队直属第一团主要兵力在

第一支队第二团的协同下歼灭畲坑

之敌；第二步，由第一支队第二团

牵制并切断水口与径心之敌之间的

联系，以纵队直属第一、第七团歼

灭 径 心 之 敌 ； 第 三 步 ， 纵 队 直 属 第

一、第七团转移兵力协同第一支队第

二团围歼水口之敌。

10 月 1 日晨，边纵直属第一团按计

划从东西两个方向向畲坑南部的石湖咀

之敌发起攻击，一举攻占了敌人在公路

两侧的阵地。石湖咀守敌依托村后高地

继续顽抗，并发动几次反扑，均被击

退。战斗相持至下午 2 时，从径心方向

赶来的援敌进至石湖咀南面的榕树下附

近，遭到纵队直属第一团第三连和第七

团第四连的阻击，被消灭一个排后仓皇

逃走。石湖咀之敌得到援敌赶来的消息

后，也以机枪、榴弹炮掩护再次对边区

纵队进行反扑，企图与援敌汇合。纵队

领导立即命令直属第一团派出第二连抄

敌侧后，经过激战，不仅再次击退了敌

人的反扑，还乘胜尾追逃敌冲入石湖

咀，将守敌歼灭。畲坑守敌不敢抵抗，

丢下阵地和重武器，企图涉水越过梅江

逃命。边纵战士追到江边，击毙了抵抗

的 敌 人 ， 并 将 尚 未 渡 江 的 敌 人 全 部

俘虏。

战斗于下午 6 时结束。此次战斗，

闽粤赣边区纵队共毙、伤、俘敌副营长

以下 150 多人，缴获各种枪炮弹药及大

批军用物资，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为

新中国的成立献礼。

闽粤赣边区纵队以胜利为新中国献礼
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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