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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日军开始实施所谓
“囚笼政策”，在华北重要交通线两侧
新建了不少据点，企图以此对根据地
进行封锁、分割，以实现其由“点”
到“面”的占领计划。为粉碎日军的
企图，八路军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广泛
的交通破击战，打破敌人对根据地实
行的“囚笼政策”。

当时，位于太行山山区的邯郸、长
治是日军进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两
个据点。而邯（郸）长（治）公路横跨晋
冀两省，穿越太行山区，既是日军的重
要补给线，也是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
据地分割、包围的封锁线。切断邯长
公路，既可打击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
又可使邯郸、长治的日伪军处境孤立，
陷入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

1939年12月，八路军第一二九
师主力、一一五师一部和晋冀豫军区
部队，发起邯长公路破击战。12月8
日，八路军先以地方自卫队、游击小
组对邯长线之日伪军进行不间断的袭
扰，以转移日军的注意力，掩护主力
集结。从12月14日起，一一五师三
四四旅第六八八团、第六八九团和第
一二九师特务团开始向潞城、赵店
镇、黎城、停河铺、东阳关、响堂铺

等日军据点展开袭击，并破坏交通
线；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切断黎城至
涉县间的公路，并猛烈攻击响堂铺、
涉县日军据点。12月22日上午，一
二九师特务团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
装，在下桂花、麦仓方向钳制黎城日
军，主力则兵分两路向赵店镇迂回；
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第六八八团各
以一部兵力，兵分三路，经东岭沟袭
击赵店镇，击溃守敌500余人，并于
当晚10时攻克该镇。12月23日，一
二九师特务团主力兵分两路，向黎城
袭击；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以一部兵
力袭击七里店，并乘胜收复东阳关。
同日下午，八路军集中优势兵力猛攻
黎城，守军900余人被迫弃城东窜。
12月24日，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及
三四四旅一部等袭击涉县，先遣支队
一部攻击涉县城东北的井店，经彻夜
激战，于 25 日晨攻克这两个据点，
并相继收复涉县城、响堂铺及开店
镇。在八路军的大力破击下，26日
邯长公路完全中断。

此次破击战，八路军及地方武装
共攻克涉县、黎城、响堂铺、井店等
日军据点 23 处，歼灭日伪军 700 余
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八路军发起邯长公路破击战
赵荫棠

红校模型室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制订了
一系列的条例、布告和决议案，宣传
和发动广大军民搜集和保护文物。2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中革
军委内设的总政治部（后为中国工农
红军总政治部）以及所属工农红军学
校，承担了编纂红军战史和死难烈士
传略，收集其遗文遗物以为纪念、教
育等任务。

工农红军学校除内设出版科，编
印了许多政治、军事和革命理论书籍
外，还特设红军学校模型室建设委员
会，建立模型室。从模型室建委会征
求各种模型启事的内容看，它已初具
博物馆性质与规模。该启事公开刊登
在《红色中华》上，内称：红军学校
模型室为克服物质困难，拟制造并搜
集军事政治文化上所需要的一切模
型，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或
军事委员会）、各红军部队、各革命
团体等帮助收集各种模型图表等，赠
送给红军学校。

红军学校模型室于 1933 年 4 月
30日举行开幕典礼。室内有模型及
图表600余件，其中以军事类的为最
多，也最吸引人。开幕前一周，以校
长叶剑英和模型室建委会名义，在
《红色中华》上刊登启事称，模型室
开幕之日，为各代表及红校各部队参
观期；5月1日为各机关、各团体及
各地工农武装参观期。参观证可向红
校政治部索取。模型室吸引了大批苏
区军民前往参观，开幕当日就有
4000余人入场，次日更是高达 7000
余人。

苏区中央图书馆

早在苏区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和
苏区的各级政府就已经认识到苏区图
书馆的重要性。1932 年 4 月 20 日，
毛泽东率领红军攻下闽南重镇漳州，
从漳州图书馆和龙溪中学等处收集到
一大批图书。中央教育部便用这些图
书在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叶坪建立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也称苏
区中央图书馆）。

苏区中央图书馆成立后，为进一

步扩大藏书规模，曾号召团体或个人向
馆里赠书。1932年11月7日的《红色
中华》刊登的该馆启事中，将9、10两
个月收到赠书的情况作了通报。

1932 年 11 月 22 日 的 《红 色 中
华》刊登的该馆启事，除告以“为着充
分给革命工作的参考需要，和给予提高
革命同志的文化水平起见，极力扩充内
容材料，增加革命图书”，向“诸位同
志及革命团体”继续征求赠书外，新增
了“尚有特别优良图书将出售者，可通
知本馆，在可能条件下采购，亦所欢
迎”的内容。

苏区中央图书馆为充分发挥馆藏图
书的作用，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并
且择要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以求
得读者的理解与支持。如1932年9月6
日的《红色中华》登载了该馆“新订阅
书借书规则”：（一）借期——团体或个
人，都限定两星期归还（有特殊原因，
本限期内陈明理由、得许可后，可以续
借，但最多不得超过4个星期）。（二）
手续——①除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外，其
余来借阅的各团体个人，都须凭所属机
关证明书；②在本馆登记簿上填写清楚
后，方得出借；③借出、交还都须经本
馆管理员之手，不得自行取放；④写信

来借的，须附足邮资，并有机关证明，
方得出借。此外，还规定了每次至多借
阅的册数。

中央革命博物馆

1933年 5月 25日，中央教育部代
部长徐特立签发的《中央革命博物馆征
集陈列品启事》，在《红色中华》同年
6月 29日的第 2、3版中缝登载。启事
称：中央教育部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
暂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开始请各机
关、各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下列
各种物品，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征集物品的名称，由于报纸影印件字迹
不全而无法全部展示，可知的有：

关 于 革 命 的 文 件 （1933 年 以 前
的）：甲. 标语 （贴在壁上的标语，或
标语稿本）；乙. 各种决议案、指示
等；丙.传单、画报、杂志、报纸及政
治简报等；丁.关于革命的印刷品或抄
本；戊.统计图表。

关于革命的各种物品。
反动的文件 （敌人进攻的计划书、

反动传单、反革命政治派别的各种文件
和供词）。

私人的物品：革命领袖的，烈士

的，反革命领袖的。
1934 年 1 月 13 日的 《红色中华》

第3版发表了阮山所写的《教育人民委
员部献给二苏大会的礼物——筹备中央
革命博物馆》一文，该文称：中央教育
部在积极地搜集各种各式有关革命历史
意义与提高革命群众热忱的材料，准备
在瑞金东郊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馆，作为
献给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称“二苏大”） 的礼物。陈列内
容，暂时约分10类：（一）世界革命领
袖照片及其事迹；（二）中国土地革命
历史的变迁；（三）中华全国苏区发展
形势图；（四）牺牲烈士的遗像及其光
荣事迹；（五）牺牲烈士纪念品；（六）
红军和地方武装胜利品；（七）机关部
队革命团体的纪念品；（八）红军机关
和地方武装所发明的与自制的军用品；
（九）苏区各地的特产品；（十）苏维埃
文化。

1934年 1月中旬，中央革命博物
馆建成并开馆。在瑞金的机关、团体、
学校、合作社及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
附近群众纷纷前往参观，好评如潮。

红军烈士纪念塔

红军烈士纪念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褒扬先烈、永远纪
念历年来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
指战员，根据中央人民委员会1933年
7月11日第45次会议决定兴建的。

7月15日，“二苏大”准备委员会
由主任梁柏台署名，发布建立红军烈士
纪念塔的启事。中央苏区军民迅速掀起
了为纪念塔募捐、向“二苏大”献礼的
热潮。瑞金的红军指战员和工农群众纷
纷行动起来，除了捐款捐物，还参加建
塔义务劳动。

红军烈士纪念塔的设计工作，由时
任中革军委总参二局（情报局）副局长的
钱壮飞担任。擅长书法和绘画的他，不
仅设计了纪念塔，还设计了围绕纪念塔
的一组纪念建筑，它们是：纪念牺牲于中
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红三军军
长黄公略的公略亭；纪念在第四次反“围
剿”战争中献身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
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的博生堡；以及红
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红军烈士
纪念塔等烈士纪念建筑物，于1934年
1月底竣工。粉饰一新的红军烈士纪念
塔矗立在宽阔平坦的红军广场中央，炮
弹造型的塔身宛如一柱擎天，宣扬着红
军战士和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塔身上镶嵌的七块青石板上，“红军烈
士纪念塔”的铭文金光闪闪；密如繁星
的鹅卵石，犹如万千工农子弟集于一
体；一块块厚重的红麻条石垒砌的五角
星基座，寓意红军背靠赤色中国强大无
比；环绕塔基各面嵌入的 10 块石碑，
有9块镌刻着领导人题词，另有一块是
建塔标志碑，记录着工程指挥者梁柏
台、工程设计者钱壮飞，以及兴工日、
落成日。塔前草坪上，用白色鹅卵石铺
就一行大字：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1934年 2月 2日，“二苏大”结束
的次日，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红军广场
举行了隆重的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
典礼。

（作者系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办原
副主任）

中央苏区文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曹春荣

1948 年底，为配合淮海战役，
牵制苏中南线敌人北调，1948年11
月上旬，解放军苏北军区以第一、九
军分区六个主力团组建长江纵队，在
泰州境内展开攻势作战。

12月29日，长江纵队发起 （泰
兴）城黄（桥）线攻势。长江纵队此
战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佯攻黄桥，伺
机歼灭泰兴的来援之敌。

12月31日夜，长江纵队两个团
佯攻黄桥。敌人慌忙派出两路援军，
采取“东西对进”战术，向黄桥驰
援。敌西路援军二三〇师在副师长的
带领下，于1月1日从泰兴出援。这
股敌人于当天中午走到官沟、姚家
埭、司马墩、失迷一线时，遭到预先
设伏的解放军长江纵队三个团的全面
出击。随着进攻信号的发出，解放军
火力网、点的各种火器同时发射，各
营各连按规定的线路，向敌人发起冲
击。长江纵队战士一面冲锋，一面
向敌人投出手包炸药。敌人猝不及
防，顿时乱了阵脚，无法实施有效
指挥，重兵器未及发挥作用，山炮
才打一发即被解放军缴获。一些敌
人听到解放军“缴枪不杀”的喊

声，乖乖地放下武器，并按照解放
军的命令，站到道路右边。还有不
少敌人四散逃命。长江纵队领导命
令战士暂时不要缴获武器，穷追猛
打溃散之敌，不给敌人组织抵抗的
时间。长江纵队各参战部队立即出
动，尾追逃敌，并很快合围。敌人
见逃跑无望，只好举手投降。部分
敌人逃进公路旁的村子，企图躲进
群众的院落、房屋继续顽抗。他们
逃到村里，却发现附近群众早已用
木条把门窗紧紧钉死，随着解放军
追击部队的到来，逃进村中的敌人
无处躲避，只得举手投降。

由于参战各部队紧密协同，仅用
27分钟，就全歼了来援之敌，连预
备队都没有投入战斗。

1949 年 1 月 1 日中午，城黄线
战役胜利结束后，由于长江纵队在沿
途的有力阻击，敌东路援军于1日深
夜才抵达黄桥。2日凌晨，黄桥敌人
向西进发，企图救援二三〇师，途中
得知该部已被歼灭，吓得慌忙退回黄
桥。3日凌晨，黄桥守敌弃城逃走，
至此，在解放战争中几经争夺的重镇
黄桥，终于重返人民怀抱。

解放军长江纵队歼敌城黄线
常红

从1944年春开始，在中共山东
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和
部署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各部队连续
发动攻势作战，以歼灭大股伪军和拔
除深入抗日根据地的敌人据点为主要
目标。

1944年3月3日至5日，八路军
鲁南军区五团按照上级部署，在沂河
支队的配合下，奉命对盘踞在兰陵东
北部坊前、新庄的汉奸李子瀛部展开
攻击。

李子瀛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刁
顽险诈，善于投机钻营，抗战初期他
借机扩充武装实力，拉起了六七百人
的队伍，号称“国民抗敌自卫团”，
自 封 为 团 长 ， 与 抗 日 军 民 为 敌 。
1940年5月，李子瀛制造了骇人听闻
的“横山惨案”，车志远、陈桂馨、
王一鳌、孙锡九、蒋作孚5名兰陵抗
日志士惨遭杀害。1941年，他又配
合国民党顽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
袭击，使根据地党政机关和部队后勤

遭到破坏。1942年，在日军对抗日根
据地频繁扫荡的时候，他又指使部下
李友德投敌，与日伪军勾结，多次对
鲁南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袭
扰，屠杀抗日干部及军属。后来，李
又率部投降日军，当了汉奸。1943年4
月，顽军一四二师进犯抱犊崮山区抗
日根据地时，李子瀛率部配合，占领
抗日根据地的西马山、上村、云涧峪
等村庄，对群众大肆进行抢掠活动，
杀害抗日家属，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同年8月，顽军一四二师被击溃之后，
李子瀛失去了靠山，返回沈家坊前
村、新庄一带，强迫民众在沈家坊前
村构筑工事，同时与日伪密谋勾结，
妄图依靠日伪势力长期在这一带据守。

3 月 2 日晨，中共鲁南区党委书
记、鲁南军区政委王麓水来到五团驻
地，传达了军区关于消灭伪军李子瀛
部的决定，并和五团团长贾耀祥、政
委王六生仔细研究了李子瀛部的情况。

3日天黑后，王麓水和贾耀祥、王

六生率五团从东白山出发，沿泇河西
岸向南急进，沂河支队同时向横山附
近的南桥进发。约4小时后，五团赶到
横山东北的新庄和西岗子。入村后，
只捉到李子瀛的两个留守人员。经审
问，得知李子瀛已于当晚躲到横山西
北的松林里。五团部队赶到松林后，
发现李子瀛逃走了。第二天拂晓，据
侦察员报告：李子瀛率部逃到沈家坊
前和赵家坊前。沈家坊前是个不大的
村寨，筑有4米高的砖围墙，寨墙四角
有炮楼。围墙外为开阔地带，易守难
攻。李子瀛带领主力伪军躲入此寨。
赵家坊前在沈家坊前以东，相距仅500
米，是个土围子，李子瀛派部分伪军
驻扎于此。王六生向王麓水汇报了情
况后，当即命令一大队包围沈家坊
前，二、三大队先攻克赵家坊前，再
一起围歼沈家坊前之敌，四大队作为
预备队待命。

正当五团兵力按部署开始行动
时，赵家坊前的伪军发现了八路军，

于是慌忙逃进了沈家坊前。二大队随
即追至沈家坊前以东，占领了围墙外
东北角的十多间民房，做好了攻坚准
备。一、三大队分别在沈家坊前东南
和西南方向，利用民房作依托，待命
行动。李子瀛预感到情况不妙，遂命
两股敌人试探着向外突围。一股伪军
约六七十人妄图从西门逃出，被五团
伏击并击溃。另一股伪军从南门突
围，也被伏击部队消灭。李子瀛见突
围无望，只好命令伪军全部登上寨墙
防守，企图阻止五团接近围寨。下午3
时，一、三大队对围墙进行佯攻，掩
护二大队实施爆破。爆破组很快地将
围墙炸开了3米宽的缺口，炮楼也被炸
塌。突击队员随后从缺口处冲进围
子，东围墙上的守敌见大势已去，被
迫投降。一、三大队乘机利用扶梯突
入围墙，大部分敌人缴枪投降，少数
敌人妄图向西南溃逃。八路军乘胜追
击，在西南角一所房子门口将化装成
农民、准备趁乱逃走的李子瀛生擒。
这次战斗，毙敌100多人，俘敌700余
人，缴获平射炮1门，机枪18挺，步
枪、手枪数百支，弹药及军需物资一
批。

几天后，根据地兰陵县政府在南
桥召开万人大会，将李子瀛公审处
决。伪军李子瀛部被消灭后，盘踞在
赵镈、兰陵县内的汉奸、土顽武装迅
速土崩瓦解。

鲁南军区五团勇擒汉奸李子瀛
贾晓明

1931 年，中央苏区以瑞金
为中心建立起了红色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
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在进行
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政权建
设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文博事业建设。其间，党和苏
维埃政府广泛搜集和保护革命
文物，并为此兴建了红军学校
模型室、苏区中央图书馆、中
央革命博物馆、红军烈士纪念
塔等一系列建筑，为红色文博
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1944年秋，新四军四师挥师淮北
津浦铁路西，不断取得胜利，恢复、扩
大了路西抗日根据地。从 1945 年 2
月开始，驻宿县、徐州的日伪军不甘心
失败，集结兵力向津浦铁路西抗日根
据地进犯，新四军第四师等部奋起反
击，战至4月16日，连续打退日伪军
的多次进犯，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
俘虏日伪军1000余人。但是，盘踞在
宿县西南的伪军第十五师 5000余人
继续向淮北津浦路以西的敌后抗日根
据地进犯，企图截断新四军涡北与淮
南、津浦路东地区的联系。因此，新四
军第四师决心于5月下旬发起宿南战
役，围歼伪军第十五师。

5月21日，宿南战役正式打响。
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十一旅开始北
撤，就在日伪军麻痹大意之际，北撤
部队突然掉头，三十一团迅速向驻在
任家集据点的伪十五师特务三团发起
进攻。当晚11时，部队借着夜色的
掩护，迅速占领周围民房，寻找最佳
战斗位置。根据战斗部署，三十一团
一连担任主攻，负责摧毁敌炮楼、火
力点，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

22 日拂晓 5 时许，一连发起攻
击，仅仅用时10分钟，就越过深四
五米的外壕，与敌人展开激战。突
然，炮楼内一挺机枪喷出猛烈的火
舌，这是伪团长带领伪军龟缩在里
面，一面负隅顽抗、一面等待援兵。

当时新四军部队装备较差，仅有的
“土造平射炮”难以摧毁这样坚固的
工事。

敌人的炮楼又高又大，墙壁厚
实，爆破组连续发起多次尝试，也无
法炸开炮楼。不久，爆破所需的炸药
用尽，这时，连队司号员王连生主动
要求从侧翼攻击敌人炮楼。征得连长
同意后，王连生在机枪掩护下，带着
20多枚手榴弹，与几个战士一起悄
悄向炮楼匍匐前进。就在快接近炮楼
时，敌人的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
炸，王连生的腿被弹片炸伤，他强忍
剧痛，继续前进。进至距炮楼十米
时，炮楼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为掩
护王连生等，全连战士同时开枪，压
制敌人火力，王连生借机架梯爬上炮
楼楼顶，倒吊着身体，把手榴弹连续
投进枪眼内，消灭了炮楼三层的敌
人，并向残敌喊话，见伪军仍拒不投
降，王连生又拿出一颗手榴弹，准确
掷入炮楼二层的枪眼，伪团长惊慌失
措，立即率100多人缴械投降。

7时左右，战斗结束，三十一团
将伪十五师特务三团全歼。8 时左
右，伪军向任集增援，九旅一部和三
十一团一部出击打援，将敌人全部
消灭。

战后，新四军第四师授予一连
“攻坚英雄连”荣誉称号，授予王连
生“二等战斗英雄”称号。

新四军力克任集
吴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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