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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在革命战争中多次负伤，
积劳成疾，1940年患重病后，仍坚
持随军指挥作战。1947年 1月，组
织上安排徐海东转移到老解放区——
莱东县思格庄治病休养。

徐海东进村后的第二天，就向村
干部打听村中烈军工属的生活状
况。当得知烈军工属的土地都安排
专人代耕后，他满意地说：“烈军工
属就如我们的亲属，尤其是烈属，
他们的亲人为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
捐躯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应该
好好地照顾他们。”

为了给徐海东提供一个相对安静
的环境，警卫战士和村干部主动劝说
当地群众路过时，不要大声说笑，赶
牲口经过时，不要吆喝牲口和响鞭
子；又劝说炉匠打铁时，尽量压低铁
锤声。乡亲们也都乐于听从。徐海东
发觉自己的住所周边突然变得安静
了，立即明白“这是警卫同志干
的”，就对警卫同志说：我听到群众
的愉快歌声和有节奏感的劳动响声，
感觉既踏实又高兴，希望大家不要光
顾我的病，今后办事情要多为群众着
想。说罢让警卫战士向群众表示感
谢，并告诉大家“一切照旧”。

徐海东进驻村子不久，就到春节
了。腊月二十九这天，深知当地习俗
的徐海东立即安排警卫连出发，分别
到群众家里帮助清扫庭院、挑水劈
柴。第二天上午，徐海东又安排战士
们去帮助群众贴对联，给烈军工属挂

“光荣灯”。正月初一，徐海东让警卫
连挨家挨户给群众拜年；又让警卫连

准备节目，在正月初一、初二、初三的
晚上举办军民联欢会，和群众同庆佳
节，共叙鱼水深情。

徐海东警卫连的战士大多数是南方
人，初到胶东解放区，对这里群众的生
活习惯有些不适应。徐海东就言传身
教，让警卫连战士尽快适应当地的生
活。正月里，村里提供的主食主要是粗
谷饼子。有的同志说“既粗糙又牙
碜”。徐海东听到后，就教育大家说：

“这些粗谷饼子是本地群众的节日饭和
客饭，是给家中上山干重活的男劳力吃
的。我们今天能吃上这样的饭，已是地
方上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办得到的事了。
我们要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与他们同
甘共苦。”接着就带头吃粗谷饼子，一
边吃一边说：“吃粗谷饼子就得像我这
样，嚼一口饼子，喝一口水，咕咚一声
向下咽。”“我们要在全国各地与敌人作
战，既要学会行军打仗，又要学会在各
种条件下食用不同的食物。我们有这两
套本领，就能够无往而不胜。”战士们
在徐海东的带领下，很快掌握了吃粗谷
饼子的“技巧”。

群众又送了些花生、芋头给徐海东
和战士。徐海东见战士们光吃花生不
吃芋头，就招呼大家吃芋头，说这是
本地特产，很好吃。谁知话音刚落，
一名战士问：“首长，这东西怎么做好
吃?”其实，徐海东也是第一次见当地
的芋头，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他
就笑着回答说：“行军作战我是内行，
论种庄稼我可就不如乡亲们了。走到
哪儿学到哪儿，这问题你们还是去请
教乡亲们吧。”

徐海东在莱阳过春节
王小梅

1945 年 4 月下旬，新四军六师
十八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一分区副
司令员）刘飞得到地下党组织送来的
情报：盘踞在江苏省宝应县县城的伪
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在日军的

“护送”（实为监视）下，从公路和河
道水陆并进，前往兴化南面的周庄驻
防，途中将经过高邮以东的三垛镇、
河口村等地。不久，苏中军区司令部
通信科技术侦察台的同志，也截获、
破译了敌人的密码电报，进一步确认
了该股敌人的行动时间、路线、使用
交通工具数量等情报。

刘飞和第一军分区领导商议后，
决定坚决消灭这股敌人。苏中军区首
长得到刘飞等的报告后立即批准了作
战计划，并集中十八旅五十二团，十
八旅旅部兼一分区特务营，三分区特
务团，高邮、宝应、江都等独立团等
部队参战，由刘飞统一指挥。

战前，刘飞亲自对敌人将要通过
的公路、河道、村镇进行了缜密的侦

察，最后把伏击战场设定在三垛镇至
河口村之间、北澄子河北岸新庄到野
徐庄一线约3.5公里的狭长地带。这
里村庄多，河汊纵横，便于隐蔽；同
时，这一地区的公路与河道平行，公
路、河岸两侧几乎没有树木遮挡；受
暴雨影响，河水猛涨，导致水面几乎
漫上了公路。因此不论敌人在公路上
行走或乘汽艇在河上行驶，设伏部队
均可清晰观察其动向。

选定伏击战战场后，刘飞随即召
集参战各部指挥员开会，将各参战部
队组成河南、河北两个纵队，分别部
署在公路以北和北澄子河南岸，又在
包围圈外的三垛镇以东和河口村以西
地区也部署了部队，负责阻击三垛、
河口据点日伪军的增援，堵住敌人。

4月27日拂晓前，所有参战部队秘
密进入阵地。为了迷惑敌人，一批新四
军战士化装成群众，或在沿途的商店里

“营业”，或进入田野间干农活，或驾船
在河上通行，等候敌人的到来。

28日午后2时，刘飞接到侦察员报
告：日伪军约 2000 人从三垛镇出发，
分水陆两路向东行进，已经通过了新
庄。由于敌人怕遭到伏击，特意摆了

“一字长蛇阵”，各部队之间间隔拉得很
大。为了让敌人“聚在一起进口袋”，
新四军事先在伏击圈外的公路上挖开一
个5米宽的沟，并将河水引进沟内。敌
人先头部队被沟所阻，只得向河中的敌
人要了几只小船，拉到沟上搭浮桥。其
间，后面的敌人也陆续到了，乱哄哄拥
挤在一处。3时左右，敌人改“一字长
蛇阵”为四路纵队的密集队形，渡过浮
桥继续前进，很快进入了新四军的伏
击圈。

随着刘飞一声令下，信号弹腾空而
起，埋伏的新四军各部同时开火。日伪
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顿时乱作一团。
河上的3艘汽艇，很快被击毁两艘，堵
住了河道，后面满载辎重的20余艘木
船挤在河里动弹不得。船上的敌人纷纷
跳水，被南岸的新四军一阵扫射，死伤

殆尽。河里的20多条木船，连同上面
满载的辎重装备，还有伪团长搜刮来的
几百两黄金，全被新四军缴获。

公路上的敌人无地形可以利用，重
武器在新四军密集的射击下也无法架
设，很快被分割成三段，伤亡惨重。战
斗中，新四军也迅速展开了政治攻势，
高呼“新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口
号。不久，包括团长在内的伪军纷纷举
枪投降。

一个半小时后，公路伏击战就基本
结束，日军一个中队裹挟着伪军一个营
拼死退入新庄负隅顽抗，遭到新四军的
团团包围。这时，刘飞也率领南岸的部
队渡河投入围歼新庄残敌的战斗，组织
所有火炮集中向敌人轰击。新四军战士
们在炮火的掩护下，冲入村中，和敌人
展开白刃战，很快将残敌压缩至村南一
块狭小的空间里。下午 6 时，战斗结
束，新庄残敌除 30 多人乘天黑逃窜
外，均被歼灭。三垛镇、河口村据点的
伪军赶来增援，被打援部队击溃。

此次战斗，歼灭日伪军共计 1800
多人 （其中击毙日军 240 多人、伪军
600多人，俘日军7人、伪军团长以下
近千人），缴获曲射炮两门、掷弹筒及
小炮 12 门、轻重机枪 19 挺、步枪
1120支、短枪48支，电台3部及大批
弹药、军需物资。

新四军军部获悉三垛河口伏击战的
重大胜利后，特别颁布嘉奖令，表彰参
战的全体指战员。

三垛河口伏击战
贾晓明

1940 年 8 月，百团大战第一阶
段战斗打响。19日，八路军一二九
师三八六旅十六团接到了夺取芦家庄
火车站的任务。

芦家庄火车站位于山西省寿阳县
芦家庄村，是日军在正太铁路上的重
要站点之一。据侦察员报告，火车站
位于芦家庄村东，站内除了仓库、兵
站外，在四周筑有7个碉堡，外围还
有4道铁丝网和壕沟；村南有一条东
西流向的小河，正值雨季，河水湍
急；守敌是日军一个中队，有曲射
炮、重机枪、掷弹筒等武器。

团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一个连
牵制冀家垴据点之敌，一个连牵制榆
次、长凝之敌；两个连配合寿阳（路
南）县抗日自卫队、工兵部队破坏铁
路；集中5个连的主力采取夜袭战术
消灭芦家庄火车站内的守敌。全团按
上级规定的时间，于20时发起战斗。

8月 20日 19时左右，团长谢家
庆率十六团指战员秘密赶到芦家庄外
围，沿着河流和山谷，紧紧把敌人包
围起来。突击队员有的进至敌人碉堡
外几十米处，有的匍匐至敌人铁丝网
下，开始拆除铁丝网的作业。当拆除
第四道铁丝网时，声音惊动了敌人哨
兵，谢家庆当即命令强攻，原定于
20时开始的战斗提前打响。

战斗打响后，十六团两个连抢渡

小河，迅速占领了芦家庄，并立即由西
向东攻击车站、兵站守敌。不久，另3
个连也炸毁了前进道路上的5个碉堡，
由东向西朝车站发起攻击。两支部队合
力猛打，车站里的守敌根本没有预料到
八路军会发起如此大规模的攻势，仓皇
应战，很快便放弃车站，向外突围逃
窜，遭到伏击后，又慌忙向其他方向突
围，结果又被八路军打了回来，只得退
守兵站仓库继续顽抗。谢家庆立即指挥
战士们找到缴获的日军燃烧弹，用曲射炮
弹对准仓库打了过去，仓库中弹起火，里
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残部再次拼命突
围，窜入旁边学校一间坚固的教室中顽
抗。十六团战士们爬上房顶，掀开屋顶向
里面投入手榴弹，很快将里面的敌人全部
歼灭。几乎与此同时，向榆次方向游击牵
制敌人的两个连，配合工兵将芦家庄至榆
次段的铁路桥梁全部炸毁。

此次战斗，十六团击毙敌人80余
人，俘虏3人，缴获步枪53支，轻机枪
两挺及曲射炮等重武器。战斗结束后，
十六团指战员把缴获敌人的手雷捆在芦
家庄铁路桥的桥墩上，炸毁了铁路桥。
在随后的几天里，十六团留部分部队会
合地方武装、民兵和当地群众一起拆铁
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线杆……将
芦家庄火车站东西十里以内铁路桥梁，
完全破坏，有效地阻止了阳泉、榆次、
太谷之敌东援。

谢家庆率部夜袭芦家庄火车站
佟雪辉

1938 年 7 月，广州成立了“广
州各界纪念八一三献金运动筹备委员
会”。中共广东党组织做了实际的组
织发动工作。

经过前期运作后，广州市政当局
分别在六二三路、西濠口、中央公园
前、文昌路、大南路、永汉路警察分
局前、河南海幢警察分局前等处搭起
献金台。8月13日当日，各机关团体
代表及普通市民相继解囊捐献，当日
捐款便已达到50万元。当晚还举行了
10万人的反日献金大游行。游行群众
高呼“保卫大广东”“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的口号，全程行进了两个多小
时，受到沿途市民的热烈欢迎。

西濠口是当年广州的闹市区，车
水马龙，极为繁华。8月 15日，八
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广
州分馆在西濠口举行联合献金大会，
廖承志作了即席讲话，宣传了中国共
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介绍了八路
军、新四军在前线所取得的辉煌战
绩，并号召共产党员带头献金。活动
开始后，两个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及
共产党员带头捐款，不少人多次献
金，现场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国共合作万
岁”等口号，场面极为热烈。

广州各界群众把工资、积蓄、金

银饰品捐献出来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形
成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中外的有组织
和领导的群众性募捐运动。有着“中国
的马可波罗”之称的旅行家张尚仁，尽
数献出多枚各国人士赠送的金银纪念
章，并说道：“我将纪念章献出，也就
是表示献出了我的一切，献出了中国青
年的精神，希望大家能将一切财力、精
力都献给祖国，也献出赤诚爱国之
心。”擦鞋童吴威定小朋友，献金逾百
次，每次几毫甚至1元；年仅12岁的
陈曼章，每天自备鲜花、水果上街叫
卖，将其所得全部投入献金箱；邓满是
位老工人，已年过花甲，硬是将平生积
攒下的50元全部献出；老人何黎氏将
自己的结婚纪念金币捐出……

侨居广州的外国友人也积极响应献
金运动，活动当天，到六二三路献金台
献金者多达数十人。一位来自印度的国
际友人在捐献后说道：“我只能贡献一
点儿力量，来帮助我们自卫的兄弟。”

截止到 8月 19日，广州全市共收
到献金捐款100余万元。广州群众积极
开展抗日宣传，参加“肃奸除霸活
动”，慰劳抗日将士和伤兵，组织人员
参加战时运输和救护工作，组织战地服
务团赴前线慰问……此后，献金运动迅
速在广东全省展开，为广东乃至华南地
区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广州的八一三献金救亡运动
李臣

秘密转移民主人士
为解放区运输物资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发
布“五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
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
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
计。当时，聚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
上只有乘坐海轮一途。由于香港与东
北解放区存在海上贸易关系，组织上
决定把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交给
香港华润公司。

此前，香港华润公司曾租用苏联
籍、挪威籍船舶，分四批次完成了
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
化名人及爱国华侨的秘密转移。在此
期间，租船工作主要由王兆勋负责，
熟悉华北航道的刘双恩则以普通海员
身份协助外籍船长航行。北上民主人
士不断增加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
意，随着形势日益严峻，香港华润公
司决定启用自己的船舶转移人员。经
报中央批准，香港华润公司成立一家
名为“华夏企业有限公司”的子公
司，开始了自营远洋船队的尝试。经
华夏公司总经理王兆勋推荐，刘双恩
的组织关系转到香港华润公司，担任
副经理，参与筹备和组织海外运输公
司和船队的工作。

在刘双恩主持下，华夏公司依靠
组织上提供的资金，购买了一艘
3500 吨英国二手轮船，并委托船厂
改造成“客货轮”。与此同时，刘双
恩秘密往返于上海、福建、香港之
间，招聘航海人才。由于他曾经担任
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的教官，并领
导过学生运动，颇有人脉，不久就邀
请到思想进步、航海知识丰富的34
名航海专业人士 （其中16名为中共
地下党员）加入华夏公司，其中包括
集美高水的校长、持有甲级船长证书
的刘松志（共产党员）。1949年4月
底，购置的轮船改造完成，取名“东
方”号，由刘双恩担任第一任船长。
由于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该船挂
巴拿马国旗。5月，“东方”轮办理

好各种手续后正式运营，“东方”轮
的首航，恰逢第五批民主人士北上。
航行期间，刘双恩不断调整船速，利
用夜幕的掩护，“东方”轮全船熄
灯，全速前进，所有人一夜无眠，连
厨工都被派去瞭望，在拂晓时分船舶
终于安全通过台湾海峡，突破了最危
险的封锁区。数日后，船抵大连港，
顺利完成了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此
后，“东方”轮继续执行护送在香港
的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北上前往解放
区的任务，为保证新政协的如期召开
作出了贡献。

“东方”轮不断往返于香港和大
连、天津港，把解放区的农产品运往
香港销售，并将香港采购到的原材
料，支前物资如：药品、渡江战役急
需的救生圈等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
区，还向刚刚解放的海南岛送去5万
吨泰国进口大米，保证了新政权的平
稳过渡。

参与策动海辽轮起义

在中共香港工委和华润公司的领
导下，刘双恩在香港广泛与海员联
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参
加革命。1945年刘双恩在重庆海关
测量船上结识了方枕流，多次送他进
步书籍。1948年，方枕流已经是海
辽轮的船长，刘双恩经常与他交流对
时局的看法，有一次曾试探方枕流是
否愿意到解放区工作，方枕流表示愿
意。1949 年 5 月，海辽轮航行到上

海，国民党招商局通知全体船员准备去
台湾，“何去何从对方枕流来说已迫在
眉睫”。6月，海辽轮运货到香港，刘
双恩与方枕流彻夜长谈，方枕流遂决定
起义，还和刘双恩探讨了直接驾船驶往
大连解放区的计划。第二天，刘双恩又
与方枕流会面，具体研究了电报密码、
大连港口的呼号波长、航海线路。随
后，方枕流马上赶回广州，召集海辽轮
上的十几位骨干船员开会，做好了起义
的组织准备。刘双恩向领导汇报了海辽
轮起义的准备情况，又和王兆勋出面在
香港九龙南国酒家为方枕流饯行。刘双
恩又在尖沙咀码头附近看着海辽轮驶出
码头，并用手电筒打灯语话别，祝他们

“航途平安”。1949年9月中旬，海辽轮
成功起义，安全抵达大连。

海辽轮起义后，香港海运界革命力
量迅速发展，不久，国民党“中央航空
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及其所属的
40 余架飞机、4000 余员工通电起义；
停泊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和锚地的“海
康”轮等 13 艘轮船同时拉响了汽笛，
700多名船员宣布起义。在这些起义酝
酿过程中，刘双恩均有参与。他曾将方
枕流的亲笔信交给“两航”和招商局负
责人士，对动员起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
作用。

为粉碎帝国主义海上封锁、
禁运不遗余力

华夏公司初创时期，使用党的经费
购买“东方”轮和“奥弥陀”轮，以后

则是“掌握行业规律，灵活运作资本，
以船养船，滚动发展”。由于刘双恩等
人的努力，华夏公司迅速壮大，新中国
成立初期，公司已建成包括“港星”

“碧蓝普”“梦狄莎”“梦狄娜”“莫瑞
拉”号在内的7艘轮船船队（后4艘为
万吨轮船），迅速打入国际航运市场，
其航运足迹已经遍布亚洲、欧洲和美
洲。在刘双恩带领下，华夏公司成员虚
心向专家学习，很快掌握业务技能，并
精通多国外语。1950年3月起，刘双恩
又兼任新国兰船务公司经理，仍属华润
公司。其间，刘双恩等曾想方设法购买
各国的旧舰艇，拆卸发动机、零件回
国，用于组装人民海军的战舰。这些战
舰在解放万山群岛和海南岛战役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派舰队
进入台湾海峡，封锁中国沿海，还联合
一些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对华禁
运”。为粉碎海上封锁、禁运，刘双恩
等人领导华夏公司在多条战线上开展了
不屈的斗争。刘双恩经过深思熟虑，提
出“和社会主义国家合资创办海运公
司”的建议，得到组织上的认可。
1951年10月，中国波兰轮船股份有限
公司率先成立，华夏公司所属的3艘万
吨级轮船作为中方的投资转入合资公
司，悬挂波兰国旗，由波兰人担任船
长，船员基本上由华夏公司的干部担
任。为此，公司所属船名也进行了相应
改动。中波公司的经营很快取得了成
功。此外，华夏公司还开办了租船业
务，其中包括租用英国的“东风”号和

“西风”号等货轮进行海上运输。通过
这些办法，华夏公司积极团结海外运输
界的同仁，一步步打开缺口，为祖国成
功运回了很多紧缺的战略物资。

在反帝国主义禁运的斗争中，刘
双恩还敏锐地注意到，当时我国海轮
使用的珠江大铲航道有两个致命缺
点：第一是吃水只有13呎，不能进出
大型船只，还受潮汐影响，滞港时间
延长，浪费外汇；第二是沿珠江东岸
行驶，驶出大铲岛即进入香港海域，
一旦英国政府追随美国，港英当局就
会封锁香港水域。为此，刘双恩等人
在呈请组织批准后，派刘辛南乘船多
次进行实地勘察，并积极搜集了相关
数据，最后发现了一条新的航道 （垃
圾尾航道），这条航道吃水28呎。经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广州港务局
组织力量清除水雷和障碍物，建立航
行标志，于1950年冬季启用。1951年
5 月，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实施所谓

“对华战略总禁运”，航道的作用立即
显现出来，在粉碎“禁运”斗争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刘双恩鉴于湛江港具有重要
的地理位置，可以建设为中国西南、华
南地区货物水运进出口的主要通道。于
是派刘辛南等前往勘察，对湛江港周边
的水文特征、区域环境、气候条件等数
据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把“建议开发湛
江港”的请示上报。1953年，政务院
决定在湛江建设一个新的商港并同时兴
建黎湛铁路。

（作者单位：中国商务出版社）

刘双恩：

新中国海运事业的先驱者
刘功宜

1946年12月，刘双恩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7年10月，任中共
(闽中)厦门工委书记。新中国成
立前夕，他奉命转香港工作，筹
组海轮运送大量物资和大批民主
人士到北方解放区港口，并参与
策 划 指 导 了 海 辽 轮 、 招 商 局 、

“两航”等起义，圆满完成了组
织上交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
后，刘双恩调北京工作，为新中
国远洋、外贸运输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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