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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杨秀峰根据中共
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放弃北平师范大
学教授的优越生活，投笔从戎，深入太
行，建立抗日武装，开辟冀西抗日根据
地。11月初，杨秀峰率领冀西民训处
来到临城县，先后住在石城、赵庄、孟
家庄、魏家庄和驾游等村，组建抗日政
权，建立地方抗日武装。

杨秀峰每次进村时，为了不扰民，
都是提前下马步行。进村后，就和老百
姓一起促膝谈心、拉家常，没有一点官
架子，见到上年纪的群众就以“大爷”

“大娘”相称，并亲切握手点头致意。
遇到有人叫他“长官”，他就回答说：
我可不是什么“长官”，我不是来做官
的，而是来帮着乡亲们做事的。

当年石城、赵庄一带山上有一片
果木林，占地数百亩，种植核桃、板
栗、酸枣、梨树、柿子和山杏等多种
果树，是当地群众多年来的劳动成
果。抗战全面爆发后，这里因茂密葱
郁而成为抗日游击队的天然掩体。杨
秀峰经常带领干部、战士在林中开展
训练和学习，有时一住就是一两个
月。平时，杨秀峰还经常帮助群众修
剪果树、采摘果实。每当乡亲们把果
子送给他时，杨秀峰总是婉言谢绝；
当遇到自己或学员需要水果时，一定
会照价购买。

一次，杨秀峰从住地石城到郝庄参
加抗日模范表彰大会，会上，杨秀峰听
到郝庄村教员赵建“接连办起两所抗日
小学，并亲自编写抗日教材，开展抗日
教学活动”的事迹后很是感动，走下主

席台和赵建热情握手，并当众提议授予赵
建“抗日模范”的称号。会后，杨秀峰又
为披红戴花的赵建牵马游街，还让人购买
了一些产自果木林的核桃、板栗送给赵建
作为奖励。

为了让群众更好地了解共产党人的抗
日救国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杨秀峰接连召开有冀西10余县的爱国士
绅、进步知识分子参加的统战工作会议。
每次会议，杨秀峰都会购买些果木林的特
产招待来宾。

日伪军得知杨秀峰在石城开展抗日活
动的消息后非常惊恐，附近据点的敌人接
连对石城发起“扫荡”。每当得到敌人来
袭的情报，杨秀峰就让村里群众从果木林
向大山深处转移，自己带领游击队利用果
木林的掩护，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敌人
数次“扫荡”毫无战果，反而损兵折将，
最后竟迁怒于果木林，数百名日伪军先是
大肆砍伐，后又纵火焚烧，将数百亩果木
林破坏殆尽。

杨秀峰始终惦记着临城群众和果木
林的事，曾多次委托当地党政领导给临
城群众捎去他的问候，并保证一定为群
众恢复被敌人毁坏的果木林。由于工作
繁忙，直到1963年，杨秀峰的愿望才得
以实现。

当年，在杨秀峰的关怀下，河北省林
学院的百名师生带着优质种、苗奔赴临
城，和县林业局相关人员共赴石城、赵庄
和郝庄等地推广果林栽培新技术。几年
后，郁郁葱葱的果木林重新布满了山坡，
并结出甜美的果实，当地群众亲切地称这
片果木林为“民心林”。

杨秀峰“还愿”
梁银安

1945年6月，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
在河北省向子牙河沿岸及其以东地区，
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取得了节节
胜利。

随着河间县城被八路军克复，日伪
军在该县县境内只剩下沙河桥一个据
点。由于沙河桥位于水陆交通要冲，日
军自1939年开始就在这里建立据点，经
多年经营，在桥东、西两侧共修建了6个
炮楼和“立体化防御体系”，可谓易守
难攻。

6月9日晚，八路军冀中军区河间
支队在民兵的配合下隐蔽进抵沙河桥
附近，对桥东、西两侧的敌人同时发
起进攻。占领外壕后，为避免伤亡，
河间支队改变战术，依托既得阵地对
据点实施围困，并调集神枪手埋伏在
炮楼周围，向企图外出或从射击孔向
外张望的敌人点射，给敌人造成一定
伤亡。

13日，沧县、淮镇等据点的日伪军
拼凑了700余人，出援沙河桥据点。冀中
军区得到情报后，待敌人出发，一面命
令河间支队主动撤出战斗，避免敌人内
外夹击，一面佯攻淮镇南面的交河县
城，以调动敌人的兵力，让他们无暇增
援沙河桥。当敌人奔向交河县城后，冀
中军区集中三十一、三十二团等部队突
然奇袭献县。于是日伪军赶紧兵分两

路，一部分赶往献县增援，在遭到沉重打
击后放弃献县县城逃回淮镇；另一部分赶
往沙河桥据点，途中被冀中军区三十三地
区队击溃。

与此同时，河间支队迅速返回沙河桥
据点，对“静等援兵”的守敌再次实施包
围。三十一团、任河支队和三十三地区队
等部队在完成各自任务后也赶来助战。

为了摧毁敌人炮楼坚固的墙壁，围攻
部队采取了“钻地爆破”战术。在火力掩
护下，战士们开始了坑道作业，用几天时
间挖掘了一条长460米的堑壕，逐渐接近敌
人炮楼。日伪军发觉后多次组织反扑，均
被八路军击退。又经过三天三夜的挖掘，
战士们终于挖出了一条直通敌人最大炮楼
地下的地道。

7月2日傍晚，安放在炮楼地下的几十
公斤炸药被引爆。在巨大的爆炸声中，敌
人最大的炮楼轰然倒塌，附近另一座炮楼
的围墙也被震得裂开了缝隙。八路军乘胜
以“土坦克”开路，直冲到炮楼下，把手
榴弹塞进被震裂的墙缝，很快炸开了大
洞，然后塞进芦苇、劈柴，浇上煤油，里
面的敌人无法抵抗，纷纷缴械投降。其他
炮楼里的敌人见状也无心据守，天黑时拼
死突围。八路军“网开一面”，让敌人全部
安全逃出炮楼后，在途中实施包围，很快
全歼了这股敌人，并缴获敌人丢弃在据点
里的大量武器弹药和40万斤粮食。

八路军“钻地爆破”端炮楼
尹东升

1949年 7月 30日，甘肃镇原县全
境获得解放，人民政权随之建立，镇原
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上级的整
体部署，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肃匪肃
特斗争。

8 月 2 日，中共镇原县委发布了
《反匪、反特斗争计划》，要求全县迅速
动员起来，肃清残余土匪和暗藏的特务
分子。随后，镇原县人民政府迅速领导
开展了清剿反动武装、收缴非法武器、
登记国民党军政宪特残留人员等一系列
工作。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指示，镇原县
警卫队等地方武装在三岔、新城、屯字
区等处增设哨站，配合当地政府开展肃
匪工作，维持社会治安。各工作队一方
面在各交通要道部署武装人员加强盘
查，同时派便衣武装人员进入偏僻地区
侦察，发现顽匪立即通知警卫队加以剿
灭；一方面通过宣传党的政策，群众检
举、亲属规劝等方式，争取散匪早日缴
械投降。在人民武装的有力打击及政治
争取下，仅半个月时间，全县反动武
装、土匪基本得以肃清。

在肃匪斗争的同时，肃特斗争也有
序展开。县游击大队按照县委、县政府
安排，展开了缜密的清查居民户口行

动，使一批伪造身份的潜伏特务“露了
馅”。

1950 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
发，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又猖獗起来。镇原
县委响应中央号召，动员全县各族人民群
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镇原县公安干
警也时刻保持警惕，在普遍发动和依靠群
众的基础上，深入地搜查取证，并展开大
规模搜捕行动，接连侦获了多名潜入镇
原、企图进行反革命颠覆活动的特务分
子，缴获了其携带的武器弹药、金条银元
以及密码本等物品。

为巩固人民政权，镇原县群众也积
极行动起来，自觉投身到肃匪肃特斗
争中，不仅进行侦察、巡逻、放哨及
检查户口等工作，无偿提供剿匪所需
军需补给品，掀起了新的参军热潮，
有力配合了镇原县乃至整个大西北的
剿匪战斗，以实际行动为保卫新生的
人民政权作出了贡献。据统计，为支
援解放军在大西北的剿匪活动，镇原
县青年响应号召，纷纷申请参军，仅 1
个月的时间内就有 1655 人报名，另有
数十名复员军人主动要求重返部队。
经过县武装的训练后，有数百名青年
随解放军大部队开赴前线参加剿匪作
战，很多人因此立功受奖。

解放初期镇原县的肃匪肃特斗争
何等强

红旗高扬鄂豫皖

1927年11月3日，中共黄麻特
委召开会议，决定以湖北省黄安、麻
城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发动武装
起义。14日晨，农民自卫军占领了
县城，随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
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初，工农
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
军，并逐步创建了鄂豫边根据地。7
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
一军第三十一师。1929年5月，中共
鄂东北特委与豫东南特委策划商南起
义。5月6日，在中共当地党组织的
领导下，时属河南省商城县的南部地
区爆发了商南起义 （又称立夏节起
义）并取得全面胜利。9日，各起义
武装陆续集结，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并打退了敌
军多次进攻，初步建立豫东南根据
地。1929年秋，中共安徽临时省委
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起
义。当年12月26日，红三十二师攻
克商城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并
将商城改名为赤城。1930 年 1 月，
六安县委将各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红三
十三师经多次转战，建立起多个革命
政权，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
初步形成。1930年6月，召开鄂豫皖
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
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至此，以大别
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形成。

苏区广大贫苦农民群众获
得土地，掀起参军热潮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制度肇
始于武装起义之始。早在 1927 年 7
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只有开展
土地革命才能“集聚一切革命势
力”。在中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
引下，鄂豫皖苏区结合本地实际，开
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并取得了
显著成效。于是，一场彻底砸烂封建
土地制度的革命风暴，迅猛席卷大别
山区。1929年 6月至1930年春，鄂
豫边、豫东南根据地按照《临时土地
政纲》《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
实 施 细 则》， 掀 起 了 土 地 革 命 热
潮。1930年4月至7月，皖西根据地
按照六安中心县委批转的六安县第六
区 《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森林办
法》，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

工作。很快，在鄂豫皖根据地范围
内，广大穷苦农民群众成为土地的主
人。

苏区广大贫苦农民群众获得了土
地，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取得了农业的
丰收，因而充分认识到只有把自身的
利益和革命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
与红军融为一体才能保住已有的革命
成果。在“保卫红旗，保卫苏区”的
口号鼓舞下，鄂豫皖苏区群众中很快
地掀起了参军热潮。1930 年五六
月，鄂豫皖红军在鄂东作战时，部队
接连三次扩编，仅黄安七里坪檀树岗
招兵站三天内就有 2000多人踊跃报
名参军；1931年，鄂豫皖苏区第二
次反“围剿”胜利后，仅两个月时间
整个苏区就有1万多名农民群众报名
参加了红军。鄂豫皖红军在两年的时
间里，由一个军迅速扩大为4个军，
并拥有了20余万地方武装。

红军公田制度应时而生

为充分调动红军战士的作战积极
性，解决其后顾之忧，鄂豫皖苏区政
府实施了多项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优

抚制度，由于红军指战员大多是来自
农村的贫苦农民，土地是他们的根本
经济来源和生活依靠，因此优待红军
及其家属的分田制度就成为红军优抚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红军战士应
当分得土地、享受土地革命的胜利成
果”很快成为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民的
统一认识和共同心愿。

1931年，鄂豫皖苏区政府根据
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了红军公田制度，让红军战士及
其家属分到了土地。几乎与此同时，
苏区又颁布了《关于怎样分配土地的
宣传材料》和《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通
知第十七号——统计和分配红军公田
等》《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通令第十五
号——为红军公田问题》等文件，并
对分配原则、分配标准及其公田划定
后的耕种管理等作了具体规定。

根据红军公田的分配原则，“红
军、游击队员、不能生产的苏维埃工
作人员及其家属应分得田地”。各乡
苏维埃政府分配土地时应“以乡为单
位，提起一石 （每石约 7 亩——引
者注）至五石不等的土地作为红军公
田。这些公田要按现在没有分田的红
军战士指标分配，其余的随时增加，

随时分配”。红军公田“不要山地，
只要路边的好田”，田块“无论就土
质、阳光和水利条件，在这大山区里
都是上等的公田，分配时，不可以面
积为标准，要以产出为标准”。

根据 《土地政纲实施细则》 和
“土地问答”等相关规定及广大群众
的共同心愿，苏区各乡在土改过程
中，都留下一块上等好田作为“红军
公田”，并做一个石碑或木牌，上面
写“红军公田”几个字，以作为标志
和纪念。据记载，每当竖碑时，农
协、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
团以及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会
场正中放着那块红军公田的石碑，上
面披一块红绸子，在阳光的映照下光
彩夺目。在一片锣鼓声、欢呼声中，
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把红军公田
碑抬到公田旁边竖了起来。“红军公
田碑迎着朝阳，屹立在山下路旁，它
像一个卫士，守卫着千万农民经过斗
争而得来的胜利果实——土地。”

为解决红军公田的耕种问题，鄂
豫皖苏区政府采取了动员群众耕种及
雇人耕种的方法。在《关于怎样分配
土地的宣传材料》中有如下建议：各
地在分配红军公田的同时，“由当地
群众开会讨论代耕法，顶好由代耕人
公举一二人经常负看管责任。”后
来，苏维埃政府直接规定：“红军公
田的耕种，应由乡苏维埃负责召集当
地群众举行会议讨论代耕办法。耕田
的耕具、耕牛、种子，由苏维埃负责
帮助……水道、禾稼、肥料要有专人
负责料理。”

苏区政府多次强调，红军家属的
土地和红军公田要优先耕种，要求

“每个乡苏维埃负责动员农人，将有
余力的牛组织成耕队，有组织地到别
的乡去帮助春耕，首先就要帮红军家
属”；同时又特别提出：“农民只替无
生产能力之红军家属代耕，其余任何
人不代耕。”

关于红军公田的收获产品，最初
苏维埃政府规定“出产代耕人得十分
之三，红军得十分之七，苏维埃负责保
存，由红军自己支配。”随着红军公田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其收获产品的分
配政策也作出相应调整：“红军公田的
出产品已经指明分配了的，除应留少
数借用的耕牛、种子费外，其余完全交
给该红军战士。没有分配的公田出产
品，由当地苏维埃负责，作为救济红军
家属和抚恤伤亡红色战士。”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公田制
度的颁布与实施，对发展壮大红军
队伍、巩固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
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为鼓励白区
群众和白区士兵前来投奔根据地，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通令第十五号
——为红军公田问题》 还特别提
出：“从白军哗变过来的参加红军的
革命士兵和在白区受不过豪绅地主
的压迫而自动前来投身红军的工农
苦力，这些战士当然也应得到好的
土地。”由于有红军公田来保障生
活，越来越多的白区群众和从白军
中哗变过来的士兵投奔苏区，进一
步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省六安市金寨
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公田制度
胡遵远

1946年11月滑县战役后，解放
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以主力向徐州西北地区的国民党
军发起攻势。12月26日，晋冀鲁豫
野战军第三纵队按上级命令，从观
城、范县地区出动，南渡黄河，回师
鲁西南。28日，三纵急行军100余公
里，突然出现在巨野城外围地区，并
开始了攻城的准备工作。

此前，三纵侦察员已在地方武装
的引导下，摸到巨野城外，基本弄清
了敌人的火力装备及工事构筑情况。
据侦察，巨野守敌为国民党暂编第四
纵队张岚峰部第三支队第六团和第五
团一个营以及保安队、“还乡团”“国
民党郓城县流亡政府”等共4200余
人。巨野城城墙高大厚实，城门处筑

有瓮城；城外有一条深3米、宽5米
的护城河。守敌在4处城关均构筑了
坚固的外围工事和碉堡，形成“多
层、纵深、独立防御的火力点”，命
保安队和“还乡团”防守；同时在护
城河外设有两道鹿砦，四座城门外有
五道鹿砦，在城墙上构筑了大批明、
暗堡，组成可左右上下相互交叉射击
的“交织火力网”，又依托城内坚固
的高层建筑物修建了两处可俯瞰全城
的“火力制高点”，将主要兵力分别
布置在城墙和城内各要点。敌人的如
意算盘是：解放军攻城，必将由外向
内逐步推进，守敌则可以借助坚固的
工事组织“层层防御”，即使前面一
层阵地被解放军攻陷，残敌仍可退缩
到后面的阵地继续顽抗，这样便可争
取时间，等待援军的到来。

12月29日夜，三纵陈锡联司令
员和曾绍山副司令员带领攻城部队团
以上干部到前沿视察了地形。根据敌
人防御情况，纵队首长研究决定，在

夺取外围工事和城关时，针对敌人的
“层层防御”采取正面强攻与侧后偷
袭相结合的战术：即以一部兵力从正
面攻击，吸引守敌的注意力，主力则
悄悄绕到守敌侧后，从后向前攻击城
关外围各据点，使城外守敌腹背受
击，得手后再实施攻城。随后，陈锡
联明确了各部的攻城任务：第八旅二
十三团攻南关，二十四团攻西关，二
十二团为第二梯队；第九旅二十五团
攻东关，二十七团攻北关，二十六团
为第二梯队；第七旅为预备队，该旅
第二十团负责监视敌人。

30日 23时，三纵打响了攻击敌
人外围阵地的战斗。在猛烈炮火的掩
护下，三纵担任正面突击任务的部队
经过多次爆破，炸毁了敌人一个又一
个碉堡；而主力迂回敌人侧后，很快
夺取了护城河上的大桥，切断敌人的
退路，并从背后对外围守敌实施打
击，同时开展战场喊话，瓦解敌军。
战至第二天13时，解放军将巨野外

围“多层、纵深、独立防御的火力
点”全部占领，全歼外围守敌。

三纵经过短暂休整，于31日22
时发起攻城战斗。炮兵部队将大炮推
至距城墙100米处射击，将城墙上大
部分敌人火力点摧毁；爆破组在火力
掩护下，对鹿砦等障碍物实施连续爆
破，很快开辟出前进的道路。突击组
随即冲到城下，先向城上敌人集中投
掷手榴弹，然后架起云梯奋勇登城，
仅用了 12 分钟就突破城上敌人的

“交织火力网”并迅速占领了城门
楼。后续部队兵分数路突入城内，打
退了敌人的反扑，向纵深发展。二十
五团绕过敌人层层工事，直扑敌人的
一处“火力制高点”——天主教堂，
很快将其占领，并摧毁了设在附近的
火炮阵地，使守敌失去了火力支援。
二十六团在二十三团的配合下，将敌
人另一处“火力制高点”——梵塔包
围，经过激烈战斗将其攻克。城中残
敌见制高点已被攻克，纷纷向城外逃
窜，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敌二十
五团等部包围、歼灭。

1947年1月1日清晨4时左右，
战斗全部结束。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
军三纵攻克巨野城，歼敌 4200 余
人，缴获山炮、迫击炮各5门以及大
量武器弹药、军用物资。三纵指战员
在打扫战场的一派繁忙景象中迎来了
1947年元旦。

攻巨野，解放军“反其道而行之”
贾晓明

1931 年，鄂豫皖苏区政府根据上
级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
红军公田制度，又颁布了若干文件，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分配原则、分配
标 准 及 其 公 田 划 定 后 的 经 营 管 理 工
作。红军公田制度的实施，有力地推
动了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为
壮大和稳定红军队伍、扩大和巩固苏
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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