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
告解放。12月 29日，解放军先
遣部队乘车进入成都市区。市
民们争先恐后地赶来迎接，并
争相询问“那个手提两把菜刀
的贺龙在哪里？”解放军战士告
诉市民：“贺龙司令员明天进
城。”于是，成都市民忙碌起
来，纷纷写标语、扎彩灯、学
新歌……并兴奋地度过了一个
不眠之夜。12月 30日，大家早
早走上街头，准备一睹人民子
弟兵入城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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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干智助游击队
王贞勤

赶制五星红旗

1949年 11月底，在川西邛崃山脉
下大邑县境一家农舍内，中共川西边地
下党领导下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的指
挥员们从广播中收听到发自北京的消
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全旗为红
色，五星为黄色，杆套为白色，五星位
置在旗之左上角，全旗长宽为三与二之
比(如长三尺，则宽为二尺)。以全旗四
分之一地位，大星居该地位之偏左，四
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国旗作法：
一、五星位置确定法：以全旗四等分之
一的左角长方块……第二第四两星在左
十二格右三格，上四格下四格之间。
二、五星大小确定法……”

收听广播完毕，游击队员们心情格
外激动，他们立即找布料制作五星红
旗，还立即印刷了一期《火炬报》，上
面详细记录了五星红旗的制作方法。

随后，游击队领导人李维实等秘密
进入成都，把载有五星红旗图样和制作
说明的《火炬报》交给川康边人民游击
纵队留蓉工作部负责人吕振修等。留蓉
工作部迅速行动起来，委派地下党员余
如南到暑袜街“旗帜衣帽军装社”找到
有内部关系的理事，组织人员赶制
5000面五星红旗。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在成都
的另一组织——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
员会(临工委)，也得到了五星红旗的制作
方法，并开始了紧张的画样制作。

“临工委”负责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
已经被“临工委”策反的国民党“成都
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乔曾希在市
内物色人选制作五星红旗。乔曾希接到
任务后，立刻找到进步青年傅学勤，并
进行了推荐。

在乔曾希的安排下，“临工委”负
责人胡春浦见到了傅学勤，将五星红旗
的样式和制作说明交给了他。在“民众
自卫队”证章的掩护下，傅学勤携带图
样飞奔至姨夫刘敦厚设在暑袜北二街
的“泰来祥”旗帜商店。刘敦厚听后
马上答应，决定成批制作，并立即安
排傅学勤到楼上设计制作旗样。傅学
勤一个人整日吃住都在楼上，开始设
计五星红旗的样式。晚上，刘敦厚和
六七个本店店员、邻居朋友共同完成
这一任务。他们的制作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用黄漆把五星喷在红布上；另
一种是用黄布剪成五星后，再用缝纫
机把五星缝在红布上，为了两面都现
出黄五星，再把五星背面的红布剪
去。在大家的努力下，“泰来祥”库存

的红布很快用完，上街采购却发现红
布“异常难买”。大家来不及细想，就
拿白布染成红布继续制作。经过数夜
奋战，“泰来祥”旗帜商店终于在成都
解放前夕制作出5000余面五星红旗。

12月 30日清晨，成都市民高举五
星红旗，走上街头。此外，各家各户的
房檐下还挂满了红灯笼，门上、墙上张
贴着“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欢
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消
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等彩纸标
语。欢庆的人流穿梭往来，挤满大街
小巷。因怕战祸而关门的商店，早已
布置一新，全部开门营业。总府街、
春熙路一带许多书摊一大早就开始出
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
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 等著作，
市民们争相购买。

盛大的入城式

上午8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部
队的领导人贺龙等人和中共成都市地下
党组织领导、市民代表欢聚一堂，共商
入城式具体事宜。

9时整，随着贺龙的一声令下，入
城式在震天的军乐声、口号声、鞭炮锣
鼓声中隆重开始。中共川西边临委会留
蓉工作部的地下工作者为前导，高举着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画像，走在队
伍的前列。此外，前往参加欢迎仪式的
起义将领、中共成都地下工作者及民主
人士，也分乘7辆吉普车陪同解放军一起
向市区进发。解放军将领所乘的13辆吉
普车和小轿车随后跟进。当天，贺龙穿
着和解放军战士同样的棉军装，外披一
件皮大衣，乘车进入成都，一路上向着
欢呼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眉宇间透露
出胜利的喜悦。

“看清楚了吗，那个就是贺龙!”一
些起义将领向身边的市民介绍说。

突然有个人大声喊道：“怎么没有
看到他手中的两把菜刀?哎，怪了！他
手中怎么是一把榔头?”市民们随着此
人的喊声好奇地望去——这才发现，原
来此人眼神不好，竟把贺龙手里的大烟
斗看成了榔头。

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
部队，是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兵团(1949
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该部由第一
野战军划归第二野战军建制)第六十军。
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成都市郊区经过几
天的休整准备后，人人容光焕发，在入城
式总指挥张祖谅军长的带领下，迈着矫
健的步伐昂首阔步向成都市区开进。

成都市民看到：解放军入城队伍中
的仪仗队高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紧随
其后的是20面红旗组成的方队。红旗
方队之后是13辆大卡车：第一辆车上
高悬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第二辆
车上载的是军乐队，高奏威武雄壮的革
命乐曲；第三辆车上载的是锣鼓队，欢
庆的锣鼓声震天动地；接着是上书“庆
祝四川解放”“庆祝成都解放”的黄字
大红旗和许多面五星红旗。在随后的彩
车上，英姿勃勃的解放军指战员高举八
一军旗，高呼欢庆胜利的口号，演唱着
激昂的革命歌曲。随后是各兵种方队：
装甲兵团、重炮兵团、步兵团、车队、
马队、后勤部队、轻便队……入城队伍
长达4公里，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先头
部队已进入市区驻地，后面的部队还未
动身。

一片欢乐的海洋

30多万成都市民等候在近10公里
的入城式线路两侧，夹道欢迎解放军指
战员。

簸箕街口左边人行道上，已宣布起
义的原成都市市长冷寅东和七八位市里
名绅站在欢迎人群的前面，满脸笑容，

眼噙泪花，手执五星红旗向着入城的解
放军欢呼致意。

在玉带桥东口一带聚集着数百名女
工组成的欢迎队伍，齐声高唱女大学生
昨晚刚到厂中教的《解放歌》。行进中
的解放军听到歌声，顿时也合唱起来。
有人唱起了《黄河大合唱》，一声“张
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立
即传来解放军的回唱声。霎时间玉带桥
附近顿时群情振奋，歌声连成一片。

春熙路一带是城中商店聚集繁华的
地方，各商店的门灯、檐灯，都换成了
红色，上面贴着黄色五角星，好似一面
面五星红旗在微风中飘荡，与满街飘扬
的五星红旗和彩旗交映生辉，一片浓厚
的节日气氛。四川大学师生、协进中学
师生等乘坐精心布置的彩色欢迎专车，
尽情欢呼唱歌，翩翩起舞。解放军入城
部队的宣传车被欢迎的群众围得水泄不
通，许多学生和青年递上了日记本、手
帕，让战士们签名。

解放军的“轻便队”走过来了，这
些年龄较大的解放军指战员，身穿青色
短棉衣棉裤，腰插两支系有红绸的手
枪，意气风发地行进在市区大道上。欢
迎群众高喊：“老游击!武工队！”军民
一齐唱起了《游击队之歌》。

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起义师
生的欢迎队伍甚为壮观——3000 余人
分乘50辆大卡车排列在街道两旁，参
加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盛会。他们高唱
刚刚学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
行进中的解放军呐喊助威。

整个入城式用时 4 个多小时。入
夜，各种军民联欢晚会在成都市区各影
剧院、公园、茶馆、街头举行，欢快悠
扬的歌声此起彼伏，直到东方又铺满朝
霞才逐渐散去。虽然大多数市民和解放
军是第一次见面，但双方气氛融洽，整
座城市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作者系解放军某部军史部研究员）

解放军在成都举行盛大入城式
陈 宇

1949年9月5日，解放军一野部队解
放西宁，随后又进驻湟中、大通、湟源等
县城。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马
步芳集团残部纷纷放下武器，表示愿意
投诚。9月10日，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第
一团部分指战员经过三天两夜的追赶，

“用两条腿追垮了敌人骑兵的四条腿”，
将马步芳的骑兵第八旅旅长马英及其部
下包围。在一团指战员强大的军事和政
治攻势下，马英仅仅抵抗了一个多小时
就宣布投降。

解放军受降后，对国民党军低级军
官和士兵就地发给路费予以遣散，同时
将马英等校级以上军官送往西宁解放
军官训练处集中学习。学习期间，解放军
对马英等的管理相当宽松，甚至让他们
回家居住。但投降只不过是马英的“缓兵
之计”。不久，解放军驻青海的一野部分

主力部队奉命调入新疆等地执行任务，
马英得到消息后，以“回家居住”为名逃
离西宁，召集躲藏在山里为匪的旧部，在
青海大通、门源等地公然挑起武装叛乱。

12 月 5 日拂晓，马英率匪众数千
人，包围了桥头镇、大通县城等地，并疯
狂发动攻击。当时，驻守桥头的是解放
军一军三师骑兵营营部和两个骑兵连；
驻守大通的是第三师第九团(团部和二
营两个连)，敌我力量悬殊。

中共大通县委得到马英发动叛乱
的消息后临危不乱，一面组织军民积极
准备守城，一面紧急联络西宁，汇报情
况。12月 5日，第一军军部接到匪情报
告后，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迅速主
持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首先派三师师
长兴中率领七团两个营赶往桥头和大
通增援，以解两地之围。傍晚，军部又命
令二师六团一营由副团长张祖台率领，
炮兵团的一个营由该团副团长阎廷明
率领，从西宁迅速赶往桥头镇，负责巩
固桥头据点，确保西宁经桥头到大通、
门源交通道路的安全。

此时，马英正命令上千匪徒对驻
硖门的解放军四连展开围攻。面对来
势汹汹的马英土匪，四连战士沉着应
战，九团团政委余金龙率领驻大通县
城部分战士及时赶到，把四连接回了
县城。马英继而指挥匪徒进攻县城，
城内解放军奋起抵抗，群众纷纷组织
起来协助守城。在解放军指战员、政
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并肩
奋战下，5 日当晚一个匪徒也未能爬
上城墙。

与此同时，桥头镇的战斗也在激烈
进行。该镇位于西宁市西北35公里，是
一个只有200余户人家的小镇，但地形
险要，且有 3 条公路分别通往西宁、门
源、大通。匪首马英深知该镇的重要，因
此亲率匪徒发起攻击，攻打解放军三师
骑兵营(缺第二连)。匪众占据了桥头
南、北山高地，居高临下向解放军射击。
解放军战士架起机枪仰射，与敌人隔河
对峙。6 日，解放军七团和六团增援部
队陆续赶到，和守军内外夹击，击毙土
匪300余人，俘虏500余人，残匪保护着

马英仓皇逃走。
当日下午，六团两个营及炮兵营继

续向大通增援。张祖台奉命指挥一个营
协同骑兵营留守桥头，以防马英匪众再
次反扑。不久，解放军增援部队抵达大
通县城，围城叛匪遭到沉重打击后顷刻
瓦解。

马英连遭败绩后，于 11 日黄昏派
部分匪徒袭击距桥头 10公里的煤窑沟
煤矿，企图切断西宁市的燃料供应。解
放军桥头守军闻讯后立刻分兵赴援，
于 13 日凌晨两点赶到煤窑沟，全歼该
股敌人。

马英以为解放军分兵救援煤窑沟，
桥头必定空虚，于是在 12 日下午亲率
600 余匪众到达桥头南山阵地，命部下
攻山数次，却被解放军守军击退。第二
天，解放军一军二师骑兵营赶到，配合
桥头部队将马英叛匪彻底击溃。追击
中，一名骑兵营战士连发两枪，击毙一
个狼狈逃窜的土匪。检查尸体后，从其
身上搜出一块重四两九钱的金砖和一
个水晶石私章，上面刻着“马英”二字。
第二天，解放军从军官训练处调来一名
原马步芳部队军官，经他辨认，证实被
击毙者正是匪首马英。消息传出后，大
通各族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4日，大通县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
此次剿匪战斗的捷报。随后，解放军于21
日出发，分路进剿门源土匪，次日收复门
源县城，匪众叛乱被迅速平息。

解放军迅速平息悍匪叛乱
贾晓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吕正
操率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加入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被任命为八路军
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吕
正操率部驰骋冀中平原，积极展开敌后
战争，书写了平原抗战中的传奇历史。

1940年初，日军在临城县平汉铁
路以西修筑了一条南北封锁沟，并在
胶泥沟村建立了据点和炮楼，驻扎有
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和一个
警察所，还有便衣汉奸、密探等。据点
里的日伪军经常外出对附近的村庄烧
杀抢掠，群众恨之入骨，迫切希望八路
军除此祸患。

这年10月中旬，吕正操领导的冀
中警备旅从冀南开往太行山区，经过临
城时，听取了临城抗日县政府、独立营
和保家民团的敌情汇报。为消除敌人对
临城西北部的威胁，保护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吕正操决定，立即拔掉这
个据点。

在县独立营和保家民团的配合下，
吕正操率警备旅一连除掉了胶泥沟据
点日军布置在各村的汉奸密探，严密封
锁消息，并化装前往炮楼附近观察敌
情，还找到经常为敌人据点搬运物品的
老乡了解情况。经调查，吕正操得知，协
助日军驻守的伪军中，除排长死心塌地
跟随日军外，其他伪军多为被抓的“壮
丁”，经常受到日军欺压，于是心生一计
——他派警备旅侦察连长携带“慰劳

品”前往据点，称是替生病的汉奸前来
报告情况。敌人盘问了半天，发现没有
破绽，便让侦察连长进了据点。侦察连
长进入后送上礼物，又说要请伪军排长
到村里“玩上几天”。伪军排长信以为
真，就带着几个伪军跟随侦察班长出了
炮楼，向村里走来。这伙伪军行至半路，
被八路军埋伏人员全数抓获。

按照吕正操的部署，侦察连长除将
伪军排长交地方审判外，对被俘的伪军
进行了说服教育，在成功将他们策反后
立即释放。

当夜，吕正操率领部队秘密接近敌
人据点，迅速实施包围。不久，被策反的
伪军从里面打开坚固的大门，几十名手
持短枪和手榴弹的八路军战士悄悄进
入据点，直扑日军营房。里面的日军根
本没有防备，武器全都“整齐”地放在一
旁，见八路军犹如天降，只得投降。另一
个房间的日军军官企图顽抗，被当场击
毙。与此同时，伪军也在劝说下放下武
器。战斗很快结束，战士们在一把火烧
掉了这个敌人据点后，押着俘虏、扛着
战利品迅速撤离。

吕正操带领冀中警备旅战士奇袭
端掉胶泥沟炮楼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临
城各地，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还为
这次战斗编写了一首顺口溜：
冀中名将吕正操，途经临城逞英豪；
带领战士除汉奸，打击日寇端碉堡；
军民合力震敌胆，太行山上红旗飘！

1943年初，日军对襄南发动了大
规模进攻。2月，襄南沦陷，国民党守
军或逃或降，有的溃散为匪。襄南群众
苦不堪言，日夜盼望新四军收复失地。

3月下旬至6月中旬，新四军五师
十五旅部队奉命陆续挺进襄南。经过
连续作战，不仅消灭了大批敌人，更瓦
解、俘虏、收编伪军和土匪4000余人，
很快打开了局面。7月，十五旅四十五
团挺进至洪湖地区，当地群众奔走相
告，热烈欢迎子弟兵的到来。

日伪军得到情报后，企图趁新四
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扫荡”，将新四
军赶出洪湖地区。中共襄河地委派到
监（利）沔（阳）地区指导工作的陈秀山
同中共监沔县委书记李秉范以及四十
五团负责人研究后，决定采取“兵分两
路，避实击虚”的战术，在运动战中伺
机打击前来“扫荡”的敌人。具体办
法是：四十五团副团长曹玉清和李秉
范率四十五团三营和“团直”为一路，
向洪湖北岸的渔村彭家墩、张家坊一
带转进；团参谋长青雄虎率四十五团
二营为另一路，向洪湖中间的全墩、中
墩转进。

四十五团三营和“团直”到达张家
坊后，立即得到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
工作者送来的情报：新堤据点的伪军王
一鸣部在日军的督促下，将于一两天内
出动，乘船进入洪湖“扫荡”新四军，而
沔阳方向的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将不会
参与此次行动。针对敌人的动向，四十

五团立即调整了部署，集中力量打击新
堤据点的敌人。

9月5日晚，青雄虎率二营到达中
墩，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伪军王一鸣部
驻守在这里的先遣排，将这股敌人全
部俘虏。经审讯，青雄虎得知王一鸣部
主力将于6日一早配合日军进至张家
坊。青雄虎立即派人前往张家坊给曹
玉清、李秉范送信，同时布置部队迅速
修筑工事，设伏拒敌。为诱敌深入，青
雄虎特别命令部分战士换上伪军军
装，站在中墩“显眼”的地方，手拿日本
旗，“恭候”敌人的到来。

6日上午8时许，日伪军乘坐大小
渔船300条驶向中墩，见前方挂有日
本旗，还有“伪军”招手示意，便大摇大
摆地鱼贯而入。日伪军的船驶到张家
坊，进入新四军四十五团的伏击圈。指
挥员一声令下，新四军战士从两岸一
齐开火，顿时将敌人打得乱作一团、纷
纷落水。不一时，敌人就被毙伤350多
人，船只纷纷起火。残敌跳水逃命，被
新四军沿河“下网捕捞”，包括日军“政
务指导官”和伪军中队长在内的60多
人成了俘虏，走在最后的王一鸣和少
数卫士急忙调转船头逃走。这一仗，四
十五团大获全胜，缴获长短枪200多
支、轻机枪10挺以及一批军用物资。

张家坊战斗是新四军进入洪湖后
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声威大振，
洪湖周边大小据点的日伪军很长一段
时间都不敢出来活动。

1947年 5月的一天上午，驻扎在
鲁西南鄄城县的国民党整编六十八师
三五六团团长张公干接到一份紧急命
令，要他火速带部队前去“围剿”正在
箕山集整训的共产党地方武装鄄城县
大队，并且要他在接到命令起直到任
务结束也“不许任何人离队”。

其实，张公干是一名潜伏在国
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多年
来他不仅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重
要情报，还保护了我方的不少干部
同志，因此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此
前不久，他曾接到指令，要他带兵
去距离鄄城西南不远的一个小村抓
捕共产党干部。他随即以去厕所为
借口外出，将这一情报悄悄告诉了
地下党联络员、团部传令兵范毅。
由于范毅及时将情报火速传递了出
去，敌人扑了一个空。

张公干心中十分清楚：看来敌人
不仅已经有所察觉，而且已经在自己
身边安插了监视者。为了稳住团部其
他人，张公干一面不动声色地集合部
队，一面紧张思考着对策。

三五六团出了鄄城，往箕山集方
向进发。在距离箕山集还有5公里的
时候，张公干令部队停止前进，把连排
军官集合在一起进行“战前动员”：“弟
兄们，消灭了游击队，我请你们吃顿
饭。不过……”张公干话锋一转，继续
说道：“大家拼命归拼命，也要注意点
枪子儿！我这个团就这两千来人，你们

要是给我打没了，我还当谁的团长去？
咱们丑话说到前头，谁的部队打少了
打没了，谁的连排长也就不用干了！”

有几个连排长本来为了立功请
赏，还很“踊跃”，也没考虑过士兵的死
活，现在听团长这么一说，顿时心里都

“犯嘀咕”了。队伍随后继续前进，却走
得越来越慢，尤其担任先锋的几个排，
更是磨蹭着不肯快走。张公干便命令
团部的几个副官、参谋全部靠前“督
军”。这些副官、参谋怕中埋伏，就依仗
权势，硬是走在队伍正中间，惹得不少
士兵破口大骂。

队伍好不容易走到距离箕山集还
有两三公里的地方，前方传来了枪声。
张公干命令队伍停下。不久，前方报告
说：好像有共产党埋伏，所以开枪。张
公干心中暗笑。

箕山集终于到了，张公干命所部
官兵把全村搜了个“底朝天”，也没有
抓到一个共产党。有的官兵逼问老百
姓把游击队藏到哪里去了？老百姓回
答说：“你们离着好几里远就枪炮齐
鸣，人家早转移了！”

1947年9月13日，张公干根据党
组织的指示，在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并
控制住几个国民党死硬分子后，带领
全团官兵宣布起义，鄄城也随之解放。

后来，张公干先后担任解放军师
长、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新
乡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64年离休，
2003年在新乡逝世，享年95岁。

吕正操妙计除据点
梁银安

新四军张家坊设伏诱敌
孟 玮

解放军队伍进入成都市内繁华街道解放军队伍进入成都市内繁华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