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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西北青年救

国 联 合 会 （ 简 称 “ 西 青

救”） 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

下 党 的 青 年 运 动 的 领 导 机

关，团结全国广大青年投身

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取得

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1938年2月1日，八路军一二九
师东进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政委
李菁玉带领下，到达南宫苏村镇。为
迅速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壮大党
的力量，培养党的县、区领导干部，开
创冀南抗日根据地，东进纵队一到苏
村镇就同冀南特委联合开办了党员
训练班。

党员训练班由特委组织部长周
东光负责，到2月5日，学员已达
二三十名，之后学员陆续报到。王
蕴瑞具体管理学员工作。学员多是
南宫、巨鹿、威县、广宗、清河、
枣强、冀县、新河、宁晋、临城、
内丘、沙河等县、区党组织负责人
和党员骨干。学习内容有党的基础
知识、冀南游击战争、冀南党的历
史及如何尽快恢复建立地方党组织
等。学习方法是集中上课与自学党
内文件相结合，东进纵队和冀南特
委领导同志李菁玉、陈再道、马国
瑞等亲自给学员作报告、上课，陈
再道讲平原、山区游击战争，马国
瑞讲冀南党的历史，李菁玉讲党的
作风问题。

2月8日，东进纵队由苏村进驻
南宫县城，训练班也随同迁往南宫
旧县政府继续开办。不久，又搬到了
南宫中学。2月中旬，党员训练班共
办两期，培训党员80多名。两期党员
训练班的开办，在冀南冀西产生了
极大的政治影响。邢台各县前来参
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和参加培训的
党员、干部络绎不绝，冀南的抗日气

氛益加浓厚。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东进

纵队在党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开办了
冀南抗日军政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
是陈再道，教育长王蕴瑞，民运科长
刘铁之，冀南抗日军政学校实为党员
训练班的继续，但比训练班规模大而
正规。

学校学员多是思想进步、要求抗日
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党员也有非党群
众，学校的教学计划每周制订一次，安
排上课日程。学员培训主要由东进纵队
和冀南特委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课后
组织小组学习讨论，作报告的领导同志
有宋任穷、陈再道、李菁玉、胥光义、刘
铁之、刘北斗等，李菁玉讲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马国瑞、刘铁之讲抗日救国的
政策和群众运动，刘北斗讲唯物论，王
蕴瑞讲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从延安来
的教员王禄同志负责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

学校的各项活动都是按部队要求
进行的。尽管学校的生活比较艰苦，但
学员们的情绪非常高涨，学校课余生活
也搞得生动、活泼，唱歌、体育活动、做
游戏为主要活动形式。

冀南抗日军政学校共办二期，第
一期政治和军事两个队，学员100多
人；第二期分四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
三个区队，100余名学员，两期学员共
计600多名。这些学员和党员培训班的
学员，在组织和领导冀南冀西各县抗
日游击队和抗日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东进纵队创办冀南抗日军政学校
王耘星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隆重成立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
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把陕甘宁根据地
划分为两省三特区，共青团中央(当时
叫少共中央局)即相应建立了少共陕北
省委、少共陕甘省委、少共关中特委、少
共三边特委和少共神府特委，后来又成
立了少共陕甘宁省委。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明确把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基本策略和任务，
会后又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
抗日救亡运动，很快使国内的形势发生
了重大变化。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呼声日益高涨，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发展
的形势下，为了促使共青团更加适应这
一新形势的发展要求，1936 年 11 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保安召开，对共青团
的改造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做出了
《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团中央按照党
中央的《决定》精神，在根据地实施了共
青团改造工作。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相继
建立了各级青救会。

1937年 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
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
席大会的代表有300多人，代表青救会
20多万会员。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
国联合会，作为西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
的领导机关，并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联
合会成立之前，西北青救会为全国各地
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大
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
动决议》和《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等
文件，确定西北青救会的宗旨是“团结
西北和全国青年，建立不分阶级、党派、
民族、信仰的青年统一战线”，其中心任
务是“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而
奋斗”。12 月，“西青救”将会址移驻陕
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后，又组建了陕甘宁
特区青年临时救国会，以继续加强对陕
甘宁特区青年救亡运动的领导。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5月，中
共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
青委)，以加强中央对青年运动的领导。
10月2日至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青
年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成立
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10月 10
日至11月21日，“西青救”在延安召开
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西青救”新
的领导成员。为了加强各地青年团体在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团结和统一，大会成
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这
样，“西青救”、中华青联办事处和中央
青委三个机构合署办公、一套班子，形
成了以中央青委为核心的全国青年运
动的领导机关。

创办青训班，为抗日培养军事骨干

为加强青年干部的培养，1937 年
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青救”在陕
西三原斗口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农
场创办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青训班的
创建和发展十分关心。1937 年 12 月，
毛泽东在得知青训班缺少教员后，立即
指示中央有关方面在干部力量和经济
方面给予支持，中央组织部从抗大、中
央党校等地方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前
往青训班，大大增强了青训班的教学力
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青训班敞开大
门，充分利用西安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
线区域、能够广泛接触各地大批要求抗
战的青年这一优势，不仅大批接收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爱国青年，还在
《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了招生简章。
1938 年初，青训班校址迁往安吴堡。
1939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为安吴青训
班两周年纪念题词，朱德接受邀请担任
安吴青训班名誉主任，周恩来、林伯渠、
董必武、谢觉哉、彭德怀、贺龙等中央党
政军领导人，都给予了安吴青训班很高
的评价和亲切的关怀。

青训班的校训是：坚定刻苦,勇敢
活泼,民主团结,虚心切实；宗旨是：在最
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军事
政治知识；开设的课程有抗战基本理论
（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和军事课程（操场动作、武器使用、
步兵技术、游击战术）；学习期限半个月
至三个月，学员除上课外，着重自学，参
加野营训练、下乡宣传、组织民众抗战
等实践活动。

由于经费和物资短缺，青训班学员
的学习、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晴天都是
席地而坐、露天上课，宿舍用草帘作门
窗、草席打地铺而卧。没有文具纸张，他
们就买来染衣服的颜料自制红、蓝墨
水，制作沙盘代替纸张。他们还到嵯峨
山、淳化县亮马台开荒种地，办起了青

年农场，实行生产自给。尽管条件简陋，
但学员们学习热情非常高涨。他们还成
立演出剧团，深入到乡村演出，宣传抗
战；创办了刊物《“西青救”与青训班》，
介绍青训班的办班过程和经验。

1940年4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
愈加严重的形势下，青训班奉令撤回延
安。安吴青训班从创办到撤离共两年半
时间，办了14期，培训1.2万多名学员。
为前线、敌后根据地、爱国青年团体乃
至友军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被誉为

“青运史上的丰碑，抗日青年的熔炉”。

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活动

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西青救”发
挥各级青救会组织在战时宣传、教育中
的作用，广泛、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
传活动——他们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西安分队部等联合创办旬刊《青年战
线》，介绍青年运动，讨论青年生活发生
的各种问题，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因而很快成为“鼓
舞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号角”。
1939年 4月，“西青救”在延安出版《中
国青年》杂志，指导全国青年运动，交流
救亡经验，还编印各种通俗书籍和小册
子，扩大抗战宣传，并成立抗战剧团，创
作排练《亡国恨》《打回老家去》等抗战
剧目，同时派成员深入到陕西、甘肃、河
南等省的工厂、农村、学校、部队演出，
还创办各种识字班、识字牌、夜校、墙
报、读报组、训练班、救亡室、歌咏队，结
合文化普及教育传播救亡思想和党的
政策，受到各地军民的欢迎。

此外，“西青救”还积极动员广大青
年踊跃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
——在 1939 年以前，共动员 8000 多人
参加主力部队；1941年，为响应中共西
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在边区各级青
救会的动员和干部带头下，广大青年踊
跃报名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为
了积极配合抗战，陕甘宁边区青救会组
织少年成立少先队，组织青壮年参加青

年自卫军，组织青年自卫军和少年先锋队
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侦查搜集敌情、破坏
敌人交通、协助我军医疗等活动，配合并
服务于战事，保卫边区，为抗战的胜利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

积极参与边区经济建设、文化
教育普及工作

为打破日伪顽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
封锁，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
难”的方针，边区的大生产运动随即轰轰
烈烈地开展起来。1940年 12月 2日，“西
青救”响应号召，召开了各县青救会经济
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边区青救会经济部，
县、区青教会设经济科，统一组织和领导
青年参加边区的经济建设，并邀请八路军
总司令朱德、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建设厅厅
长高自立担任边区青年经济顾问。“西青
救”将创建青年农场作为青年投入经济建
设的中心工作，在延安等11个直属县试
建青年农场取得成功后，又成立了青年合
作社、青年变工队、青年运输队，在陕甘宁
边区农场中普遍推广。

此外，“西青救”还协助边区政府创办
青年钢铁厂、青年纺织厂、青年造纸厂，开
办青年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工人，积极钻
研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制造生活用品。

在积极参与边区政府推进经济建设
的同时，“西青救”协助边区党组织和各级
政府开展国民教育和群众文化活动，提高
广大青少年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同时
积极协助政府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确保前
线战士无后顾之忧。各级青救会发动成员
帮助抗属代耕、播种，帮助他们在麦收和
秋收中抢收农作物。在“西青救”的协助
下，边区政府的拥军优属活动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果。

1945年 5月 3日，“西青救”在延安组
织召开了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成立大会，“西青救”并入解放区青年联合
会。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
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

1947 年 9 月 ， 为
落实中共中央《解放战
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
内解放军作战，东北民
主联军首长决定发起秋

季攻势。9月10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
队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于14日到达干
沟地区。

此时，八纵已歼灭了国民党暂五十
师，接着又将国民党暂二十二师两个团
歼灭于杨家杖子。国民党军急调四十九
军直属队和七十九师、一〇五师万余人
向杨家杖子进攻，企图恢复锦承路，结
果又被八纵包围、阻击于杨家杖子。敌
人为救援被围部队，又慌忙从锦西、兴
城抽调了7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杨家
杖子进攻。

九纵首长把阻击援敌的任务交给了
二十六师，令该师于22日拂晓前，进
至蜂蜜沟、五岭山、孙家沟一带，在热

河独立团的配合下，阻击敌人。接到任
务后，二十六师师长萧全夫在师党委会
上指出：“这次阻击战，不仅关系到八
纵围歼战的胜利，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秋
季攻势的大局。虽然时间紧任务急，我
们要舍得在关键时刻使用和磨炼部队，
培养部队连续作战的作风。”

会后，萧全夫立即亲率部队出发，
经3个昼夜的冒雨急行军，长驱300余
里，比纵队规定时间提前一天到达指定
地点。

五岭山位于锦西至杨家杖子公路南
侧，东距锦西10千米，西至杨家杖子
16千米，山高势险，可以控制周围高
地和锦西援敌的必经公路。21日，萧
全夫查看地形后，决定把主要兵力集中
于五岭山和蜂蜜沟地区，七十六团扼守
五岭山阵地；七十七团负责孙家沟、北
蜂蜜沟及其东北一线阵地; 热河独立
团置于七十七团的左翼；师警卫营第二
连占领 331高地，为师右翼;七十八团

配置在任家沟、柞木林子一带作为师预
备队，准备随时出击。当晚，二十六师
各团迅速进入预定阵地。

七十六团到达五岭山后，一营立即
连夜冒雨奋勇攀向主峰。22 日拂晓，
一营抢占了五岭山主峰和 397.0 高地
后，又派二连抢占前沿323.1高地。当
二连刚刚登上山顶，发现国民党军的先
头部队也已爬到半山腰。二连当即占领
有利地形，乘敌不备，向敌人突然开
火，将其击退。

22日7时，国民党军两个团趁大雾
弥漫，分多路连续向解放军阵地两翼发
起攻击。敌人先以重炮轰击，又出动了
装甲车掩护步兵发起集团冲锋。解放军
坚守部队顽强阻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
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因敌众我
寡，激战至正午，前沿阵地相继失守，
五岭山主阵地处于三面受敌之中。危急
时刻，萧全夫调集两个营投入战斗，很
快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解除了敌人对五

岭山阵地右翼的威胁。当夜21时，二十
六师从各级预备队中组织三个营的兵力，
利用夜暗条件，从全线进行反击。经过激
烈战斗，战至23时，各团丢失的阵地终
于全部夺回，恢复了原防御态势。

23日8时，敌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再
次向解放军阵地疯狂轰炸、炮击，半小时
后，兵分三路向五岭山阵地大举进攻。坚
守阵地的解放军指战员顽强抗击，毙伤敌
200余人，牢牢守住了阵地。同时，七十
七团和七十八团也击退了正面之敌，歼敌
百余人。10 时 30 分，敌人拼凑了近 3
个团的兵力发起全线攻击，兴城之敌也前
来助攻，解放军顽强抗击，反复与敌争
夺，连续打退敌 14次冲锋。战至正午，
小五岭阵地被敌人攻陷。正当敌人向大五
岭山主峰反复冲击的时候，萧全夫一面命
令七十六团主力向敌左翼出击，牵制和威
胁正面进攻五岭山之敌，一面迅速组织五
个营兵力向进攻五岭山之敌发起反击。经
4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将敌人打退，再
次夺回失守阵地。敌人连遭解放军严重打
击，又听说被围于杨家杖子的敌四十九军
已经覆灭，遂于黄昏后向兴城、锦西
溃退。

此战，二十六师粉碎了国民党军7个
团的进攻，歼敌千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
弹药，有力保障了友军全歼杨家杖子之敌
的胜利。战后，九纵首长对二十六师英勇
顽强的阻击，给予高度赞扬。

萧全夫率部阻敌五岭山
贾晓明

1930 年 12 月，红一方面军总
前委特务队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村
扩编为特务大队，由总前委秘书
长古柏直接领导，下辖 3 个队，共
计300多人，吴烈被任命为队长之
一。不久，原大队长何金云调任赣
东独立团团长，大队长一职由吴
烈接任。

12月下旬，中央苏区第一次反
“围剿”决战在即，毛泽东、朱德亲临
江西永丰县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指
挥红军攻歼国民党军张辉瓒师。吴
烈带领特务大队在指挥所周围担负
警戒任务，保护朱毛首长安全。敌人
虽败局已定，但困兽犹斗，突然向黄
竹岭扑来。吴烈带领特务大队主力
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顽强阻击，同时
以一部护送朱毛首长转移。因出色
完成警卫首长安全任务，总前委表
扬特务大队：行动迅速，作战勇猛，
打得好，过得硬。

1931年4月，国民党军向中央
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围
剿”。5月14日，红军总司令部电台
截获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
明码电报，得知该师和第47师1个
旅于15日从富田向东固进击的情
报。毛泽东、朱德遂决定集中兵力，
消灭这股国民党军于运动中。红军
立即在敌人必经之路九寸岭和观音
崖间设伏歼敌，红军总司令部指挥
所设在白云山上。

16日拂晓，吴烈率特务大队保卫
总部首长机关由东固敖上村出发，向
白云山指挥所疾进。特务大队在前面
开进，毛泽东斜背一把油纸伞，朱德身
背斗笠、腰挂望远镜走在后面。

当日上午，公秉藩师踏入红军的
伏击圈。占据了九寸岭、观音崖等有利
地形的红军，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将敌
人打得溃不成军。

战斗中，吴烈率特务大队保护总
部首长机关路过一座小桥时，与公秉
藩部的一部遭遇。吴烈命令警卫战士
迅速抢占制高点，做好战斗准备，同时
劝说毛泽东等总部首长向白云山转
移。当敌人距离特务大队只有30多米
时，吴烈一声令下，警卫战士一齐开
火，冲锋枪、步枪猛烈射击，一颗颗手
榴弹在敌群中开花。

国民党军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
就倒下一大片。吴烈带领警卫战士护
卫毛泽东等首长且战且退向指挥所转
移。敌人见红军部队不多，又随后追
来。吴烈命令特务大队占领一座小山
头，顽强阻击敌人。敌军集中火力向山
头射击，又用迫击炮轰击，爆炸声震耳
欲聋，形势十分严峻。吴烈见子弹所剩
无几，便命令战士们扔掉背包，枪上刺
刀，准备展开肉搏战。危急时刻，红三
军一部赶到，从敌人背后发起进攻。见
敌人纷纷溃退，吴烈立即率领战士们
冲向敌人，和兄弟部队前后夹击，一举
将追击敌人全歼。

吴烈率部激战白云山
吴昌荣

1949年 11 月初，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执行命
令，从湖南进入贵州，分路迅速挺
进。国民党贵州当局慌忙派出6个
连布防于鹅翅膀，以阻止解放军的
前进。

鹅翅膀是进入黔东的一处天然
隘口，由两座800米左右的高山组
成，两山犹如天鹅飞起时展开的双
翅，故得名鹅翅膀。该地山势陡险，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军指挥
官将其指挥所设于刘家庄，用其所
属的 4 个连设防于螺丝桥两端高
地，2个连设防于鹅翅膀周围高地，
依山构筑防御工事，构置起强大的
火力网，并在相见河的桥梁上布下
炸药，准备在鹅翅膀隘口被解放军
攻克时炸毁桥梁，阻挡解放军西进。
此外，鹅翅膀附近还驻有国民党军
3个营，准备随时支援鹅翅膀防线
的国民党军。

11月8日，解放军第五兵团十
六军四十六师攻占镇远县城，所部
一三八团二营奉命于当日下午冒雨
向鹅翅膀进军。考虑到鹅翅膀山势
险峻，若从正面强攻，不但会增大伤
亡，而且在敌人难以支撑时，就会将
鹅翅膀桥梁破坏，会造成解放军大
部队的重武器和辎重分队进军迟
滞，因此该营在进军途中，便制定出
正面进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
术。到达鹅翅膀后，一三八团一面派
五连在当地群众领路下，翻山越岭
深入敌后，执行迂回穿插任务；一面
把机枪连布置在距离鹅翅膀不远的

对面小山头上，迫击炮布置在公路的
一个转弯处，准备在迂回包抄分队打
响战斗时发起进攻，对敌人实施前后
夹击。

当晚，五连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
冒雨前进，先从镇雄关村子西北侧向
北，沿着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经过3个
多小时的艰难行军，前进到鹅翅膀东北
约两公里处的山寨——梅子山，而后折
向西行，翻过一座高山后，再沿险峻的
陡坡，下滑进相见河谷。涉过相见河，秘
密地绕到控制鹅翅膀隘口后面约1.5千
米处的刘家庄临近敌人的一个哨所附
近，并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做梦也
没想到解放军会从天而降，一下子被赶
出了阵地。随后，五连部分战士直插刘
家庄敌指挥所，到村子后侧歼敌军1个
炮兵连，活捉敌连长，缴获2门迫击炮；
一部分战士迅速冲到鹅翅膀占领制高
点，攻入敌工事。敌人指挥官慌忙丢下
部队化装逃走。正在鹅翅膀前线抵抗解
放军正面进攻的守敌前后受攻，顿时陷
入一片混乱，全线崩溃，未及逃跑的60
余人缴枪当了俘虏。整个战斗于11月9
日拂晓前结束，解放军部队一举突破鹅
翅膀隘口，歼敌1个连，缴获了大批枪
支弹药。

在得知鹅翅膀防线被解放军突破
的消息后，国民党七四七团的3个营
慌忙扔下大批弹药、给养向西逃窜。解
放军一路追击，乘胜夺取了相见河上
的桥梁。当日下午2时，人民解放军顺
利解放施秉县城，整个黔东的敌人顿
时溃散，解放军向贵阳进军的大门被
彻底打开。

解放军智取鹅翅膀
徐轶

抗战时期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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