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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
拾遗

1948年10月7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
锦州战役。东北人民解
放军第八纵队和兄弟
部队一道，经过数日激
战攻克锦州。10 月 20
日，八纵接到命令：迅
速进至大虎山、台安之
间，堵截国民党军“辽
西兵团”南逃，为野战
军主力全歼该兵团创
造有利条件。八纵在
司令员段苏权的带领
下马不停蹄地投入歼
灭敌人的大会战中，
不 仅 圆 满 完 成 了 任
务，更用英勇的表现
成就了军事史上一段
不朽的传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
中央和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兵工领导
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兵工生产。
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以负责军工
事务的第六科为基础组建了军事工业
部，军工部成立后，立即着手对晋冀
鲁豫根据地各兵工生产进行统一整
合，新建了一批枪械修造所、弹药工
厂和试验所。

1939年10月，军工部三所在山
西省辽县高峪村宣告成立。三所是由
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高峪修械所、一二
九师先遣支队梁沟修械所、杨家庄炸
弹厂、武安县政府修械所等单位合并
而成的，军工部三所又称高峪兵工
厂，保密代号为“高峪工作队”（后
称“水磨上”），成立初期有职工
200多人。

高峪村地处太行山腹地，周围群
山耸峙、沟壑纵横，地势较为隐蔽。整
个村落分前高峪和后高峪两个自然
村，两村相隔100米左右。军工部三所
借用民房作为钳工房、仓库、办公室及

宿舍，还修建了锅炉房、机工房、锻工
房，有蒸汽机及车床10余台。

在军工部的领导下，三所的兵
器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在改进枪炮
性能、研制各种新型武器以及生产
弹药等方面都取得积极成果，迅速
成为八路军一个较大的兵工厂和军
火供给地。

三所成立不久就迅速开始了对各
种枪械、手榴弹、地雷等武器的研
发、制造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试
制，三所于12月17日造出七九步枪
1支，此后开始步枪的批量生产，月
产步枪30至50支。这种步枪的口径
为7.92毫米，枪管长1390毫米，重
量为 4.05 公斤，有效射程为 250 至
350米。1940年9月，根据军工部的
指示，各厂统一生产八一式七九毫米
步马枪，三所停止了五五式、七九步
枪的生产。

1940年10月，在武乡县关家垴
战斗中，由于八路军武器装备落后，
未能全歼被围之敌。战斗结束后，彭
德怀指示组织军工力量，尽快造出
50毫米口径掷弹筒。三所根据军工
部的安排，立即集中技术骨干开始研
制生产。技术人员通过剖析缴获的日
军掷弹筒，掌握了其技术参数；将炮

筒改为滑膛结构并加长炮筒以增加射
程和提高射击精度；增加定时引信以
方便射手选用……

1941 年 1 月 3 日，军工部第一
所和第三所都仿制出50毫米口径掷
弹筒。三所第一批生产了40门掷弹
筒供部队试用。在使用中发现掷弹筒
的钢质螺纹丝杆硬度不够，容易变
弯，调整射程失灵。技术人员通过拆
解、研究新缴获的日式掷弹筒的发火
机构，取消了螺纹丝杆，改为扳机发
火，解决了因丝杆变形而影响调整射
程的问题。后来，三所技术人员再对
掷弹筒的结构实施进一步的改进：在
炮筒下端左右两侧各开了一个椭圆形
排气孔，孔外加了一个带孔的套环用
以转动调整排气孔的大小，从而起到
调整炮筒膛压大小的作用。1941年
4月，这种掷弹筒在黄崖洞兵工厂和
高峪兵工厂投入批量生产，被正式命
名为“五○炮”。到 1941 年上半
年，“五○炮”共生产225门。

为配合“五○炮”的使用，军工
部又组织设计生产掷榴弹。当时设计
的掷榴弹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按日本
炮弹式样仿制的圆柱形无尾翅弹；一
种是按迫击炮弹式样设计的有尾翅
弹。军工部三所生产的掷榴弹全是带

尾翅的，开始只有4个尾翅，后为增强
炮弹的稳定性，三所经研究后改为6个
尾翅。掷榴弹的毛坯由八路军和顺青城
铁厂和武乡县柳沟铁厂供应，三所承担
弹体加工并组装成弹。1941 年 6 月，
掷榴弹首批生产550发，以后逐步上升
到月产两三千发。

三所生产的五○炮和五○炮弹源源
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八路军部
队有了能与日军抗衡的火力。

1942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发
动了“总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八路军
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军工等各项建
设。1942年 2月，军工部三所 （高峪
兵工厂）遭日军进犯，厂房和锅炉全部
被烧毁。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军工部三
所按照上级“缩小规模，分散转移”的
决定，迁至河北省邢台县清泉村，改编
为军工部四所二厂，职工约100余人，
主要生产刺刀、掷榴弹等。该厂在艰苦
的环境里，克服重重困难，加紧生产，
为前线将士提供了重要的武器保障。

1943 年 6 月，二厂在吸收汉阳、
金陵、长春等兵工厂生产的步枪优点的
基础上，设计制造出一款6.5毫米口径
的步枪，为八路军战士增添了一种性能
超群的新武器。

1944年开始，八路军由战略防御
转向战略反攻。9 月，军工部根据指
示，对太行军事工业组织机构进行了一
次大调整，将分散在偏僻山沟的工厂统
一调配，集中扩大，组编为九厂一所，
同时，撤销军工部下属各所的建制，改
为各厂直接受军工部领导。军工部四所
改编为三厂，主要生产七九式步枪和

“五○炮”。

抗战中的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三所
贾晓明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党人从当时
的中心工作出发，根据不同的教育对
象确立不同的教育内容，选择不同的
教育方法，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干部、
红军官兵和当地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思想政治工作。

1929年12月 29日，《中国共产党
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率先明确了加强红军思想政治教育的
18 种具体方法。这 18 种具体方法做
到了突出重点与覆盖全部相结合、单
位学习与纵向交叉相结合、学习教育
与工作实践相结合，为中央苏区广泛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全方位
系统性的借鉴。

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开展方式逐渐凸显出科学
性和实效性。1933 年 6 月 8 日，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
委员部对于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提
出四种新的方式。一是“在工作中训
练”，把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与开展日常
工作结合起来；二是“在斗争中训
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延伸到斗
争一线；三是“用行政纪律来教育”，

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严肃性；四
是“开办短期的培训班”，扩大系统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范围。

除此之外，中央苏区党政军各级组
织还注重激发人民智慧，创造一切有利
条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方
式。一是把读书识字与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结合起来。中央苏区各级各地广泛创
办俱乐部、列宁室、阅览室、书报阅览
所、文化展览室、工人学校、补习学
校、平民学校、读报组、读书班、读报
班等学习平台，培养流动教员利用画
报、标语、传单、红报、宣言、告群众
书、壁报、小册子、墙报等便捷高效的
方式，最大限度最广范围地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二是把文娱活动与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结合起来。组织精干力量，发动
人民编唱新戏新曲，开展戏剧运动，组
建工农剧社，尤其是利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街头剧、儿童剧等方式扩大思想政治
教育的成果和影响。这些举措极大地提
高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水平，
密切了党群关系，造就了大批革命干部
人才，增强了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领导
力，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中央苏区推进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有办法

朱一华

1949年9月，解放军四野部队在二
野部队的配合下，发起衡宝战役。解放
军分成中、西、东三路，从茶陵、湘
乡、常德向邵阳、衡阳之间的国民党军
白崇禧集团主力实施包抄作战。从9月
13日起，以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
挥的三十八、三十九军组成的西路军主
力沿常德至芷江公路南进，至 10月 5
日解放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怀
化、芷江、黔阳、会同等地。鉴于武冈
位于雪峰山脉与南岭山脉之间，是通往
广西和贵州的重要通道，为堵击退却的
白崇禧集团，三十九军派一一七师、一
五二师等部挥师武冈，并要求他们在
10日12时前务必拿下该城。

10 月 8 日，一五二师赶到武冈城
外，一面对武冈城内的守敌实施包
围，一面阻击武冈城南的敌军增援部
队。10 月 9 日 8 时，一一七师主力在
击溃了敌人四个团的抵抗后，赶到武
冈城郊，与一五二师会合。经过两天
的战斗，解放军打退了国民党军的 6
次进攻，粉碎了敌人增援武冈的企图。

通过勘察，解放军发现武冈城有
一道高 5 米、底宽 10 米、顶宽 2 米的
石砌城墙，城墙内还铺有一层厚厚的
黄土，以增加其抗炮火强度，城墙上
火力点密集且相当隐蔽，城内设有大
小炮台和巷战工事，可谓易守难攻，
但城北距城墙 500 米左右有一片起伏
地，站在上面可以俯视武冈城，起伏
地与城墙之间没有障碍物，坡缓势
平，且是黄土地，便于挖交通壕接近

城墙。经两个师的首长研究决定，由
一一七师三四九团担任主攻任务，由
城东北角突破，向城东半部发展进
攻。一五二师四五五团由城西北角突
破，向城西半部发展进攻，其他各部
负责阻止城内敌人突围和阻击城外敌
人援兵的任务。

10月10日拂晓，攻城部队经过连
夜挖掘，将交通壕挖到了城墙下，各
级指挥所和战士们进入指定位置。

8 时 40 分，解放军的大炮开始轰
鸣，敌人城内的炮兵阵地和城墙上的
碉堡被一一摧毁。9时 10分，攻城部
队的火力组、爆破组、架梯组、突击
组在强劲的冲锋号伴随下，高举红
旗，奋勇登城，很快控制了东北角一
段城墙，打退了两侧敌人的反扑。三
四九团后续主力部队紧跟突击部队冲
入城内，向纵深发展，并组织火力沿
城墙内侧向西北角展开，对负隅顽抗
的敌人进行猛烈打击，接应西门外的
四五五团主力进城。随后，解放军在
城内兵分数路，清理城内残敌。在缴
枪不杀的呐喊声中，国民党军纷纷缴
械投降。一部分敌人套上老百姓的衣
服，甚至穿上女人衣服，从南门逃出
城外，企图蒙混过关，均被早已等候
在那里的解放军战士识破并活捉。

至 9 时 40 分，战斗基本结束。此
战，解放军歼敌 300 余人，俘敌 2400
余人，缴获山炮 8 门，迫击炮 12 门，
轻重机枪46挺，长短枪1900余支，汽
车5辆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解放军勇夺武冈城
杲学军

1928 年 9 月，中共平浏游击队和
红五军二大队在平江北风洞合编为第
二纵队，由黄公略任纵队长、张启龙
任党代表。下设五、六两个大队，李
实行任五大队大队长，吴芝任党代
表。从 1928 年 11 月到 1929 年 2 月，
李实行在黄公略的指挥下，带领部队
多次出战，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特
别是 1929年 4月，他接任黄公略的第
二纵队长职务后，更是连战皆捷，给
敌以重创。

为了不断扩大苏区，把战争引向
国民党统治区域，这年 9 月，李实行
率领二纵队千余人离开苏区，经萍乡
进入宜春西部，将部队分散到南岸、
久集、鱼龙、庚溪、安溪、水江、快
荣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
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战斗中，他
特别注重部队的纪律，经常用“军无
纪律必败，人无命脉必死”两句话教
育部队，要求部队严格守纪，与人民
同甘共苦，对人民秋毫无犯。经过 5
个月的工作，这些地区的党组织迅速
恢复，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宜春县
工农武装第六大队也宣告成立。

1930 年 2 月 5 日，李实行率领第
二 纵 队 进 入 宜 春 ， 驻 天 台 山 鱼 龙
乡，并迅速向周边地区开展工作。
当红五军二纵队进入宜春后，国民
党上栗保安大队窜入宜春，妄图阻
止红军向萍北地区发展。李实行得

到 情 报 后 ， 决 定 消 灭 这 股 反 动 武
装。他率部先在上角冲给进犯之敌
以迎头痛击，缴获步枪 30 余支，重
机枪两挺，又在赤仙桥再次给保安
大队以重创；随后决定乘胜追击，
直捣上栗保安大队的老巢。

2 月 20 日夜，李实行带领第二纵
队从梓木出发，沿途会合了赶来支援
的宜春六大队和慈化、桐木、小洞的
赤卫队，于第二天拂晓到达上栗镇
外。上栗是萍乡北部的一个集镇，一
条小河从镇子中间流过。敌人保安大
队三个中队共 300 多人集中住在老北
街东部的万寿宫。李实行命令各部进
入预定位置，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敌
人。随着一声令下，红军向敌人发起
了进攻，一时间杀声惊天动地。敌人
由于两次被红军击破，担心红军夜间
来袭，于是夜间加强了戒备，根本没
想到红军会在白天来攻打老巢。在一
片“红军来了”的惊叫声中，敌人强
打精神仓促应战。随着敌人据守的院
落被红军逐一击破，敌军纷纷沿着河
边向小街逃窜，发现去路被红军部队
堵住。于是他们又调头往大街上跑，
又被红军拦截。敌兵见陷入四面重
围，纷纷弃枪四散逃命。红军战士乘
胜追击，击毙了作恶多端的国民党上
栗保安大队长和大部分负隅顽抗的敌
人，还抓了70多个俘虏，缴获长短枪
近百支，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李实行三打敌人保安队
吴昌荣

大虎山英勇阻击

23 日 18 时，八纵接到“东总”
电令，要他们立即“赶到大虎山以东
断敌退路”。几乎与此同时，十纵三
十师分别派人赶至八纵司令部联系，
请求八纵出兵阻止敌人从大虎山南侧
偷袭十纵的企图。段苏权和纵队其他
首长研究后决定，立即派二十二师开
赴大虎山西南布防，同时占领大虎山
以南蛇山子一带，阻止敌人进犯，保
护十纵翼侧安全，纵队直属队及机关
随二十三、二十四师东进，绕道进至
大虎山东北之大兴庄一带，伺机歼灭
敌人。

二十二师接到段苏权命令后，
迅速进至四台子、五台子、羊圈
子、庞家窝棚一线，并立即派出六
十六团布置在腰万屯子一带，又派
六十五团赶至蛇山子附近构筑阵
地。但就在各部刚刚赶到大虎山南
侧时，时任国民党军辽西兵团司令
的廖耀湘便命令其手下的“王牌部
队”新一军和新六军对黑山、大虎
山发起疯狂的进攻；并派其新六军
于 25 日 7 时向解放军八纵二十二师
六十五团阵地进行攻击，企图从大
虎山南侧对十纵进行“迂回夹击”。
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支援下，连续向
我六十五团阵地发起进攻。我六十
五团发扬不怕牺牲、誓与阵地共存
亡、敢于刺刀见红的革命精神与敌
人激战 12 小时，打退了敌人 18 次
冲锋，将敌人牢牢压制在阵地前。

二十二师胜利地完成了阻击敌
人、保障十纵右翼安全的任务，与兄
弟部队共同粉碎了廖耀湘抢占黑山、
大虎山以建立屏障、掩护南撤营口的
企图。战后，纵队授予六十五团一连

“刺刀见红”锦旗，一连一排获得
“英雄排”称号。

六间房成功阻敌逃路

25 日，八纵又接到“东总”电
令，命令他们“全力向台安东北之东
西海子猛力侧击敌人”。

段苏权接到命令后，立即命令二
十四师经高山子、孟家窝棚，于当日
下午进至后回子窝棚、雷城子、茨榆
坨一带；二十三师进至六间房地区，
截断敌人辽西兵团通向营口的退路。

行动开始之前，段苏权认为八纵
这时在战役部署上属于外圈包围，敌
我态势不明，情况复杂，要准备随时与
敌遭遇，并在运动中歼灭之。同时，他
觉得在战机稍纵即逝、形势瞬息万变
的遭遇战中，部队能否站得稳、顶得住
将关系到战役全局。所以，他特向部队
发出了几项命令：第一、行动要迅速，
要以最快的行军速度到达指定地点，
遇小股敌人不恋战；第二、干部指挥要
果断，要首先截断敌人，坚决顶住，不
让敌逃走；第三、对已突围出去的敌人
可以不管，留给后续部队收拾；第四、
各级机关、直属部队，人人都要做好随
时参战准备。

由于段苏权有令在先，二十三师在
前进途中与南撤之敌遭遇后，立即指挥
部队在六间房、杨家窝棚等地截住敌人
一阵猛打，“很快便把敌人打乱了”。慌
乱中，敌人的一个通信营长竟带着几个
士兵误入解放军六十七团阵地，被解放
军俘虏。二十三师从这个俘虏的口供及
他们携带的文件和作战地图中得到了
当面之敌是郑庭笈指挥的国民党四十
九军一〇五师部及直属部队和敌新三
军、七十一军正尾随其后企图经高平、
盘山向营口逃窜的重要情报。

二十三师一面向段苏权报告，一
面组织部队在六间房阻击敌人突围。
见先头部队前进受阻，廖耀湘随即命
令主力相继展开，试图在炮火支援

下，通过猛烈地冲锋尽快打开南逃之
路。但在六十七团的顽强阻击下，一
个兵团的敌人始终无法前行一步。战
斗进入胶着状态，双方对战场上的每
一寸土地都进行反复争夺，阵地形成
了敌我犬牙交错之势。这时，作为预
备队的解放军六十九团也加入了战斗
并前出至十七户地区，直接增强了我
方的防守能力。战至黄昏，二十三师
将敌人截成了两段，但自身也完全处
在优势敌人的包围中。

八纵在六间房成功阻断了廖耀湘
兵团主力南逃营口的去路，为全歼这
股敌人于辽西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康屯筑起铜墙铁壁

从八纵的电报中得知敌人的动态
后，“东总”立即向包括八纵在内的
纵队及所属各师通报了这一重要势
态，指出敌人已开始向台安方向退
却，并命令各纵队迅速前进，共同歼
灭廖耀湘部。

接到“东总”的电报时，段苏权已经
是“三宵未能成眠”。但为了切断敌人退
往台安之路，他不顾疲劳率领部队在寒
冷的夜里一路疾奔并于拂晓前到达九
间房、桓调、双庙子、兴隆岗子一带设
防。二十二师在发现有股敌人正向东撤
退后立即进行追击。当日中午1点左右
六十四团在贺家窝棚与敌人1个团遭
遇并立即展开战斗。二十二师其他各部
闻讯后纷纷赶来对敌进行包围，最后在
下午5时半对敌人发起猛攻，一举歼灭
了这股敌人。通过审讯俘虏得知这股敌
人是被二十三师在六间房截断的国民
党四十九军一〇五师的先头部队。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参战纵队的
前后夹击下，廖耀湘设在黑山以东胡
家窝棚的兵团指挥机关以及新六军、
新三军、七十一军的指挥机关均被打
乱。廖耀湘成了“光杆司令”，完全

无法联系到其他部队。直至黄昏，廖耀
湘跑到新二十二师师部，与四十九军、
新三军联络上后才知道南逃营口的计划
已彻底破产，无奈之下只好命令尚能接
受指挥的部队逃往沈阳。

当夜，八纵于晚8点和凌晨1点两
次接到东总“迅速拦击向沈阳撤退之
敌”的电令。段苏权立即组织部队兵分
两路由桓调、双庙子地区沿绕阳河、柳
河之间北上进行大胆穿插，对敌进行堵
截、捕歼。这时，敌我双方建制都已打
乱，敌人四处胡窜乱跑，而解放军则听
到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赶。

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二营进到黄花岗
子地区后，遭到了由康屯方向逃窜过来
的国民党军新二十二师的袭击。该营五
连的两个排在副教导员高玉福指挥下对
敌进行顽强阻击，截断了敌人的去路。不
久，二十四师立即将七十团、七十一团全
部调上去对敌进行围歼。与此同时，二十
三师六十九团和六十八团1个营听到枪
声后飞速赶来抢占了康屯东半部。敌人
害怕被包围，便集中了80多门火炮向解
放军阵地轰击，又将部队全线压上，企图
夺取康屯东半部，打开一个突围缺口。解
放军六十九、六十八团部队紧紧守住阵
地，和敌人展开激战，战斗持续到晚22
时歼灭了美械装备的国民党新二十二师
主力3000余人，彻底封锁了敌人逃向沈
阳的去路，为八纵会同友邻部队全歼廖
耀湘部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司令员当连长

在敌我混战中，八纵直属机关与向
东突围的国民党新二十二师一部在前尖
岗子遭遇。虽说当时段苏权率领的八纵
直属机关只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但大
家临危不乱。段苏权沉着冷静地命令警
卫连向逃敌发起攻击，同时率领纵队直
属干部和后勤人员一起冲向前去杀伤了
不少敌人。在和听到枪声赶过来的解放
军七纵部队会合后，段苏权指挥部队发
起冲锋，很快结束战斗，俘敌师参谋处长
以下600余人。残敌向东突围，又在卧牛
岗子以东、后尖岗子以西地区遭到了八
纵六十五团的迎头痛击，800余人全部
被歼。战后，罗荣桓见到段苏权后幽默地
说：“苏权同志，你在前尖岗子还当了一
下子‘连长’，打得很勇敢嘛!”

28日拂晓辽西会战胜利结束。八
纵歼敌万余人，圆满完成了外线迂回，
阻敌南撤、东逃的任务，为东北人民解
放军全歼廖耀湘部提供了有力保障。

辽西会战后，八纵于10月29日奉
命“东渡辽河向营口增援”。段苏权立
即赶至辽河边，组织安排渡河。此时辽
河水已深至2丈余。段苏权命令部队先
将两个板式舟桥并在一起架设浮桥，终
于使全纵队于31日黄昏渡过辽河一路
向营口急行军300余公里，沿途消灭了
不少逃窜的敌人。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
央军委统一全军部队番号的规定，八纵
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随
即踏上了新的征程。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
文化与历史研究会）

段苏权率八纵参加辽西战役
舟进

辽沈战役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向敌人发起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