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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2 月 29

日，解放军华野三十

四旅主力会同淮南支

队，采取“攻坚、打援

并举”的战术，不仅消

灭了天长县铜城镇守

敌、解放了该镇，更对

来援之敌实施歼灭性

打击，取得了一场酣

畅淋漓的胜利。

1944年10月，中共鄂豫边区
委改称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委，并
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
第 五 师 师 部 兼 军 区 领 导 机 关 。
1945年，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
利，新四军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
军民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中共鄂
豫皖湘赣边区委抓住这一有利时
机，领导各地抗日武装、民兵基干
队及广大人民群众与主力部队紧密
配合，大胆深入敌后袭击日伪军。

1945 年 3 月，日军从襄西地
区抽调大批兵力进犯襄阳、宜城地
区，造成当阳淯溪、河溶直到宜昌
一线的防务更加空虚。鄂豫皖湘赣
军区第三军分区首长和襄西中心县
委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
派三十三团迅速进入荆北山区，向
各地日伪军的孤立据点发起频繁进
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日伪受到频频打击，又苦于兵
力不足，便将各小股驻军合并起
来，躲到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据点
里。对此，三十三团也采取应对措
施，集中优势兵力对这些龟缩在坚
固据点里的敌人实施打击。

1945 年 5 月的一天，三十三
团副团长许猛率领5个连从荆南路
西的许家新场出发，一夜行军 80
多里，秘密赶到沙洋附近的三家
店，并迅速包围了该地的敌人据
点。三家店地处要冲，是敌人部队
在襄西地区过往的宿营地。为了长
期固守三家店，日伪在地势险要的

南街口王家大湾四周修筑了许多土炮
楼、地堡及散兵坑、交通壕，而且还
在村庄外筑起土围子，在主要路口设
下障碍和岗哨。

第二天清晨，埋伏在王家大湾
外围的二连战士抓获了 1 名外出买
菜的伪军士兵。根据俘虏供述，据
点内部分敌人外出“扫荡”，留守的
只有 200 多名伪军。团首长得到报
告后，当即决定实行强攻。上午 8
时许，三十三团发起进攻。据点内
的伪军凭借其坚固工事，拼命顽
抗。团首长见伪军拒不投降，便决
定集中所有轻重机枪，对王家大湾
的敌人阵地实行重点突破。战至下
午 1 时许，王家大湾四周的土炮楼
均被摧毁，但龟缩在地堡内的伪军
却仍然负隅顽抗。二连一排战士随
即组织突击队，冲过密集的火力
网，用集束手榴弹逐一炸毁了地堡
群。王家大湾的伪军见地堡都被炸
毁，便离开据点向南面洼地的大堰
塘逃窜，企图利用堰堤继续顽抗，
三十三团随即追击，消灭了部分敌
人。下午 2 时许，顽抗的伪军死伤
惨重，企图丢下伤员突围，遭到新
四军的迎头痛击，被迫退回堰堤。
在新四军的政治攻势下，残敌纷纷
放下武器，举起白旗投降。

此次战斗，三十三团共毙伤伪军
大队长以下官兵 76人，俘虏 136余
人，缴获长短枪 100 多支、机枪 4
挺、子弹3000余发，取得了全歼伪
军一个大队的胜利。

新四军拔除三家店“坚固据点”
徐轶

两支劲旅在淮南会师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
上已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在苏北
则以重点“驻剿”与机动“清剿”相结
合，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总
体战”，以图巩固江北防线。对此，中
共华中工委领导苏北和江淮军民，开展
反“扫荡”、反“清剿”斗争，并多次
发动军事攻势，很快解放了大片地区，
使敌人的江北防线岌岌可危。

在战略反攻节节胜利的形式下，
194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的
指示，中共华中工委决定在淮宝县（今
江苏金湖县）建立淮南区党委、淮南军
区（由十二纵队兼）；区党委书记曹荻
秋兼任军区政委、副书记李世农兼任军
区副政委，陈庆先任军区司令员（华野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杨光池任政治部
主任；同时决定派陈庆光率领第三十四
旅主力进入淮南，加快收复淮南根据地
的进程。

2月24日，陈庆光率领第三十四旅
旅部及一〇一、一〇二两个团奉命从苏
北渡过三河进入淮南，会同先期到达的
一〇〇团和淮南支队，决定发起解放铜
城镇的战斗。

兵分两路

铜城是天长北部重镇，地形十分险
要，也是交通枢纽，是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抗战期间是新四军二师的老根据地
——1940 年 4 月上旬，新四军江北部
队开辟了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天长县
抗日民主政府在铜城建立。1946 年 7
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淮南解放区，民主
政府暂时北撤。1948年时，该镇是国
民党军控制高宝、天长各县的中心据
点，镇内驻有天长县保安大队的5个中
队，加上还乡团、区乡自卫队共1000
余人。得到解放军兵临铜城的消息后，
为了负隅顽抗，敌人特调来国民党县保
安大队副大队长邹鑫龙“坐镇指挥”。
邹鑫龙在抗战开始不久就投降了日军，
是个铁杆汉奸。抗战胜利后，他带着伪
军部队接受国民党的“招安”，国民党
挑起全面内战后，他又成了“反共急先
锋”，协助国民党军在淮南地区大肆屠
杀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双手沾满了根
据地人民的鲜血。

邹鑫龙来到铜城后，感到以保安大
队5个中队的兵力无法与解放军对抗，

为了垂死挣扎，就把从高邮、宝应两县
逃进铜城的部分国民党地方部队残部全
都召集起来编入保安大队，又纠集了东
阳、马坝、银涂、大通等5个区署和还
乡团，组成“反共联防队”前来“协
防”，并得到“一旦受到攻击，天长县
国民党守军会立即赶来支援”的承诺。
随后，他又请来国民党军“防守专
家”，按其指点，强迫当地群众在铜城
四周修筑工事、战壕，挖深、挖宽护城
河，并在围墙四周修筑了大批明、暗碉
堡，在镇中心构筑起一座高大、坚固的
核心碉堡。经过一阵“精心布置”后，
邹鑫龙对自己的“成果”颇为得意，宣
称“铜城高枕无忧，不惧土八路来攻”。

为了尽快消灭邹鑫龙和铜城守敌，
2月29日上午，在摸清铜城敌军兵力部
署情况下，陈庆先和淮南支队司令员杨
效椿在黎城详细研究指定了作战方案，
并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的
具体任务。

当日晚，解放军兵分两路——淮南
军区司令员陈庆先、三十四旅旅长廖成
美、副旅长林维光率领一〇一、一〇二
两个团，从淮宝县出发，夜渡三河，埋
伏在铜城与天长之间的杨村、北星墩一
线，等候伏击天长来援之敌。淮南支队
在杨效椿的率领下，与一〇〇团分别从
天高县的黎城、金沟区（今属金湖县）
出发，秘密赶赴铜城外围预定地点，把
铜城镇团团包围起来。

对守敌采取“分片承包”

3月1日凌晨，随着两发信号弹腾
空而起，冲锋号从四面八方响起，一〇
〇团与淮南支队迅速向外围守敌发起进
攻。消灭了外围守敌后，一〇〇团与淮
南支队于黎明前接连攻破四门，并分兵
向既定目标杀去——一〇〇团从西北方
向向敌人的核心大碉堡发起进攻，负责
解决敌保安大队部和一、二、三中队；

淮南支队二营从正北方进攻，负责歼灭
敌保安四中队和“联防队”一部分；淮
南支队三营从东南发起进攻，负责歼灭
民教馆、王大昌四合大院内的保安五中
队和联防队部以及区署、还乡团。

三十四旅山炮连配属给一〇〇团指
挥。冲进铜城镇后，山炮连将火炮拉进
镇内，瞄准核心大碉堡一处精准轰击。
几炮过后，大碉堡间内部升起浓烟，又
是几炮过后，碉堡一层围墙轰隆一声倒
塌了下去，碉堡内顿时鬼哭狼嚎，乱成
一团。各地敌人没了大碉堡上机枪的掩
护，只能各自为战。此时突然天降大
雾，遮住了敌人的视线，淮南支队利用
这一有利时机发起快速进攻。解放军各
部立即冲入镇内，向各自负责的敌人工
事开火，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三营九连一鼓作气冲到普济桥头，
正准备跃过桥头，不料桥东头敌人的平
地暗堡里突然伸出两挺机枪，向解放军
扫射，冲在前面的6名九连战士不幸中
弹牺牲。二排长见状，立即命令集中火
力压制并封锁住敌人暗堡枪眼，三排四
班组成突击队，不顾河水冰冷刺骨，奋
不顾身冲过河，利用敌人射击死角爬到
暗堡顶上，将手榴弹塞进暗堡枪眼，只
听一声巨响，暗堡内敌人机枪顿时变成
了哑巴。堡内敌人嗷嗷乱叫，三排战士
立即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暗
堡里没被炸死的敌人赶紧将一挺没被炸
坏的机枪从枪眼里扔了出来，举起白旗
投降。

根据俘虏的口供，敌指挥部就隐藏
在民教馆或王大昌四合院里，那里地势
高，周围有深水沟，并筑有暗堡工事。
三排长让俘虏带路直插民教馆附近，到
达预定地点后，立即率领战士们展开土
工作业，挖墙打洞。大约半个小时，部
队悄悄从侧翼进至民教馆和王大昌四合
大院外围。就在民教馆附近小巷口，又
抓住一个敌通信兵，得知保安5中队和
3个区出所、还乡团在院里，围墙上四

面对外都有枪眼，但两个院子的结合部由
于院墙高大、坚固，只有几个敌人防守。
三营长遂命令一、三排长各安排一个班爆
破两个大院结合部的围墙，其余人员集中
火力掩护，准备冲进大院。只听一声巨
响，院墙倒塌，战士们乘着烟雾冲进大
院，邹鑫龙和“联防队”长高照书还想举
枪顽抗，被一名战士用轻机枪击毙。经过
短暂的白刃战，敌人保安队、“联防队”
280多人被消灭。与此同时，淮南支队二
营攻下都天庙，毙俘保安4中队和一个区
署、还乡团共170多人；一〇〇团攻下核
心碉堡，毙俘保安大队和一、二、三中队
及一个区署、还乡团共500多人。

攻坚、打援双“丰收”

攻克铜城战斗于 1948 年 3 月 1 日上
午10时胜利结束。据统计，全歼铜城守
敌5个保安中队及地方武装990多人，其
中击毙国民党天长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邹
鑫龙、“联防队”队长高照书、保安一中
队队长梁全安、三中队队长王观五等共
300多人，生俘680多人；缴获迫击炮1
门、机枪34挺、步枪近千支，缴获一大
批弹药和物资。

驻守天长的敌交警第七总队得到铜城
发生战斗的消息后，派出两个大队增援妄
图给铜城之敌解围，这股敌人刚进入天长
与铜城之间的杨村、北星墩，就遭到早已
做好埋伏准备的华野三十四旅一〇一团、
一〇二团的迎头痛击。敌人两个大队被
打得溃不成军，被毙伤 350 多人，残敌
在勉强抵抗后，沿着来路仓皇回逃，三
十四旅乘胜追击，缴获机枪10挺、步枪
300余支。

铜城战斗结束后，华野三十四旅和淮
南支队乘胜对津浦路东国民党地方武装和
还乡团等进行清剿，夺取古城、竹镇、老
子山等地，摧毁大部分国民党基层政权，
为彻底解放淮南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江苏省金湖县政协）

1948年夏，中共中
央军委指示解放军华东野
战军山东兵团出击津浦铁
路中段，由北向南逐步
歼灭泰安至临城各点守

敌，进逼徐州，打通与鲁西南的联系，从
战略上配合华野西线兵团的夏季作战。

5月29日晚，山东兵团各部队对津
浦铁路中段各要点发起攻势，至6月20
日，先后攻占泰安、大汶口、曲阜、邹
县等地，控制了兖州南北150千米的铁
路线。第七纵队、鲁中军区部队包围兖
州，至6月25日扫清外围并攻占四关。

兖州为津浦铁路中段战略要点。控
制该城，南可威胁徐州，北可攻击济
南。该城城郭坚固，筑有半永久性防御
工事，城西开阔，东依泗河，驻有国民
党军第十“绥靖”区司令部、整编第十
二师及保安团队共12个团2.8万余人。
国民党军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为解兖州
之围，令整编二十五师沿津浦铁路北
援，该师先头部队于28日进抵滕县以

北界河地区。山东兵团当即调第九、第
十三纵队由济南附近南移打援；令第七
纵队撤围兖州，准备协同第九纵、十三
纵打援。与此同时，被华东野战军西线
兵团围困在豫东睢县、杞县地区的国民
党军区寿年兵团求援甚急，国民党军统
帅部遂命整编二十五师改援豫东战场。

山东兵团鉴于兖州国民党军处境孤
立，迅速集中主力及地方武装共45个
团的兵力再次包围了兖州，中共地方党
组织动员周边17个县153万多群众直
接参与了支前工作，有力保障了前线的
后勤供应。

7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赋予山东
兵团“以全力攻歼兖州守敌和争取歼灭
济南援敌，以完成扫清津浦线之敌”的
任务。同日，山东兵团首长做出战略部
署——以七纵并指挥十三纵队及鲁中军
区部队负责攻城；以九纵集结于兖州以
北、以鲁南军区部队位于兖州以南准备
分别阻击济南和徐州援敌；以渤海纵队
位于济南以东牵制济南国民党军；各攻

城部队在 7 月 11 日前，完成攻城准
备，待命攻击。

接到兵团攻城命令后，七纵队与十
三纵队首长相互联系，共同研究制定了
作战方案：集中3个师（七纵队第二十
师及十三纵队第三十七、三十八师）从
老西门及其南北实行并肩突击，打进城
内，“四处分割，各个击敌”；以3个师
（十三纵队第三十九师、七纵第十九师
和鲁中军区部队）分别从东南北三面围
城，堵住突围之国民党军。

经过数日的战斗，攻城部队逐步攻
克了琉璃厂、豆腐店、旧关等兖州的外
围据点，并连续打退城内守敌的反扑，
步步进逼至兖州城下。随后，攻城部队
指挥员率队实地观察、研究作战方案，
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攻城手段
及组织指挥问题。攻城部队战士们用三
天三夜的时间，将纵横交错的交通壕网
一直挖到护城河前。

12日17时，攻城部队以两发榴弹
炮为信号，发起全面总攻。各部先以各

种火炮进行火力准备，压制守军火力，摧
毁老西门、新西门城墙及纵深工事；并用
山炮抵近射击，打开突破口，摧毁了敌人
设在城内制高点兴隆塔上的炮兵观察所；
爆破组在炮火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摧毁
了敌人的碉堡和障碍物，开辟前进道路；
突击队员涉水越壕、架起云梯奋勇登城。
至 20时 50分，解放军已多路突破城垣，
并击退敌人的反扑，巩固突破口，同时迅
速向纵深发展。

13日上午 8时，解放军攻城部队各
师全部进入城内，控制了城内西半部，继
续对守敌进行穿插分割。中午，各路部队
全线进击，将敌人压缩到城东。

下午2时许，敌守军指挥官李玉堂见
解放军已经打到了核心工事，只身化装潜
逃，残敌失去指挥，顿时大乱，纷纷逃出
东门。解放军十三纵三十九师等部队早已
进占泗水河东岸，构成了对兖州城东的包
围。当大股逃敌窜至官庄堡时，遭到解放
军的迎头痛击，兖州部队追兵乘胜从两翼
发起攻击，配合阻击部队歼敌一部。另有
两股逃敌，一部窜至粉店、牛厂、西郭家
村一带，另一部窜到刘家楼一带，分别被
解放军一一七团和一一六团三营包围歼
灭。至下午7时，战斗宣告结束。

当兖州再度被围时，济南国民党军整
编九十六军4个旅于7月1日南援，其先
头部队 13 日渡过汶河进至太平镇地区
时，得悉兖州已失，慌忙北逃。至 18
日，第九纵队追歼万余敌人。

山东兵团解放兖州之战
贾晓明

1965年8月5日，人民解放军
南海舰队接到报告：国民党海军巡
防第二舰队大型猎潜舰“剑门”号
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由台湾左
营港隐蔽出航，于当日傍晚驶至福
建省东山岛东南兄弟屿海域，企图
在东山岛海域进行袭扰。南海舰队
指挥员立即向总参谋部上报了“放
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的
作战方案，得到上级批准。于是，
汕头水警区护卫艇41大队护卫艇
4艘、快艇11大队鱼雷艇6艘组成
突击编队，于当日21时起航，驶
往预定歼敌海区。

8月6日1时42分，护卫艇群
发现目标，随即展开战斗队形，冒
着密集的炮火向敌舰接近。当看清
敌舰桅杆时，指挥员一声令下，各
艇一面射击压制敌舰炮火，一面将
两艘敌舰从中分割包围。“章江”
号被我4艘护卫艇紧紧咬住，无法
摆脱，不久便中弹起火。敌舰一面
慌忙逃窜，一面向我军快艇还击，
我 611 号艇在勇猛追击时被“章
江”号击中，3部主机被打坏，前
舱进水，仍坚持战斗。轮机兵麦贤
得头部被弹片击中，由于头部失血
过多，眼睛不能视物，但他仍以惊
人的毅力顽强坚守在主机旁边，凭
着自身练就的熟练技能，排除了舰
艇机械的故障，保证轮机的正常运

转。敌舰“章江”号逃窜两个小时，
始终无法摆托我海军艇队的追击，被
打得失去作战能力，起火爆炸，于3
时 33分沉没于东山岛东南约24.7海
里处。

击沉“章江”号后，我海军编队
于3时43分集中力量对“剑门”号实
施攻击。各艇集中火力猛烈射击，

“剑门”号很快中弹起火。5 时 20
分，解放军编队快艇第二梯队在高速
护卫舰的掩护下，接敌并连续施放鱼
雷，“剑门”号随即沉没。在两艘敌
舰全部沉没后，有部分落水的国民党
士兵在海上漂浮求救，解放军随即展
开救援工作，打捞落水的国民党士
兵。不久，敌机飞来，我军战机及时
赶到战场上空，将敌机驱离战场。

此次海战，人民海军“以小搏大”，
击沉国民党海军猎潜舰2艘，击毙国
民党海军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以下
170余人，生俘“剑门”舰舰长王蕴山
以下34人，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辉煌
战绩。此次战斗不仅对台湾国民党海
军造成沉重打击，更使海峡两岸海军
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令嘉奖参战
部队，授予麦贤得“战斗英雄”称号；授
予611护卫艇、119鱼雷艇“海上英雄
艇”“英雄快艇”荣誉称号。毛泽东、
周恩来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击沉敌舰
的海军舰艇部队代表。

南海舰队“以小搏大”
吴小龙

1942 年戴安澜将军在缅甸壮
烈殉国后，其灵柩于8月底运抵广
西全州。以什么样的方式纪念戴安
澜？杜聿明提出“创办一座职校来
纪念”，得到戴安澜的同乡、好友
徐庭瑶的支持。杜聿明遂正式提议
成立“安澜纪念学校”，经徐庭
瑶、李济深、杜聿明等成立的董事
会协商，学校以戴安澜牺牲日 （5
月 26日） 为校庆日。杜聿明还特
地把当时在广西建设厅工作的戴安
澜的堂弟戴子庄找来负责筹备工
作，并任命其为“安澜纪念学校”
校长。

戴子庄到任后日夜与徐庭瑶
等研究办学方案，计划先设小
学、普通中学部、工职部，日后
再扩充到“新科大校”。但是，对
于“安澜纪念学校”的学校名
称，当时的广西省教育厅不敢核
定，后来在国民党教育部的“建
议”下，改为私立安澜高级工业
职业学校，此校名经徐庭瑶召开
董事会讨论后同意。

该校在办学之初，资金缺乏，
徐庭瑶为此煞费苦心，四处奔波，
凭借自己的威望周旋于官绅之间，
接受各方捐助。与此同时，戴安澜
将军的夫人王荷馨女士为支持办
学，将抚恤金 20 万元法币拿出

来，作为办学、周转费用。学校从
1943年2月开始着手，到6月底筹措
近200万元法币，建设了6幢平房校
舍，实习工厂的机械设备及模拟汽车
大部分是由国民党陆军机械化学校和
第五军以极低价格代为制作的。学校
图书馆中的一部分书籍，是戴安澜将
军生前藏书，约2000多册。

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
创办得到各方的支持。为充实基金
和设备，杜聿明还在云南创办过一
所近千亩的“安澜纪念农林场”，并
在董事会上提出“以厂养校”的办
法。1943 年 8 月，学校开设了机
械、土木、汽车三科，开始对外招
生。徐庭瑶、杜聿明等主持了学校
的开学典礼。

然而，正当学校办得蒸蒸日上、
声势日大时，日军攻入广西，戴安澜
移葬于贵阳花溪河畔的葫芦坡，学校
奉命向贵州方向疏散。遗憾的是由于
时间紧迫，学校不少设备物资得不到
转移而损失。

抗战胜利后，戴安澜将军灵柩于
1947年运回安徽芜湖安葬，第二年
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也迁至芜
湖复校。

新中国成立后，安澜高级工业职
业学校工科及机器设备并入电校（即
现在安徽工程大学）。

战火中创办的“安澜纪念学校”
张卫强

攻克铜城：解放军攻坚打援双“丰收”
姜瑞荣

战斗中的解放军华野部队战斗中的解放军华野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