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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南洋
华侨就组织起“南洋华侨救济祖国筹
赈总会”，捐物捐钱，支援祖国抗
战。1939年，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
海上交通，滇缅公路成了中国唯一的
国际“运输大动脉”。当时，艰险的
公路缺少车辆，更缺少驾驶和修理车
辆的技术人员和机械工人。当知道祖
国急需汽车和驾、修人员时，爱国华
侨纷纷捐献汽车，并组成南洋华侨机
工回国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战。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9批
先后陆续到达昆明，受到国内同胞的
热烈欢迎。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华侨
机工便被编入隶属于西南运输处的第
一、第二两个华侨先锋运输大队，每
个大队约500人。其他2000余人则混
编入西南运输处已编定的19个运输
大队之中。精通汽车修理技术的机
工，被分配到沿途的主要车站及各地
汽车大修厂修车。

滇缅公路是南洋华侨机工的主战
场，抢运军需物资是他们的主要任务。
他们驾车前往缅甸腊戍装载军用物资，
经畹町入境，全程1000多公里，每运
一次单程就需要七八天时间。每名南侨
机工驾驶员开一辆车，车上配备一名卫
兵负责保护。南侨机工驾驶员虽然大多
技术高超，但由于天气、路况很差，常
常使驾车的机工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面对重重困难，广大南洋华侨机工毫无
怨言，在险恶的条件下，义无反顾地投
身于抗战运输。在他们的努力下，滇缅
公路上军用物资的运入量，每天都保持
在300吨以上。

为了切断滇缅公路，日本利诱、
胁迫英国政府于 1940 年 7 月签订

“日英协定”，封闭滇缅公路缅甸境内
路段。7 月 16 日，华侨机工得知

“日英协定”后，日夜兼程将堆放在
缅甸腊戍的军用物资抢运到我国畹
町。许多机工两天两夜人不离车、车
不停驶，在畹町至腊戍之间往返达百
次以上。经过机工们的努力，境外军
用物资终于在 7 月 18 日前抢运完
毕。在中国的强烈反对和国际反法西
斯人民的压力下，英国政府于1940
年10月18日重新开放滇缅公路。

不久，日军开始出动飞机轰炸滇
缅公路。华侨机工在赶运物资时，不
仅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要
和敌人的飞机斗勇斗智。他们驾驶汽
车，在盘旋的山间公路上躲避敌机的
攻击，许多南侨机工，因遭到日机的
轰炸而英勇牺牲。

从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5 月，
他们与国内的机工们一起，运送中国
远征军入缅作战，抢运45万吨军用
物资入境，并在西南运输战线上抢修
了上千辆的军用、民用车辆……
1942 年 5 月，日军入侵滇西。华侨
机工们与抗日军民一道，同敌人进行
了殊死的搏斗。1945年 1月，中国
远征军同驻印盟军会师于缅甸芒友，
滇西抗战取得完全胜利，南洋华侨机
工又随着中国军队的推进投入了紧张
的运输工作。

据统计，回国参加抗战的南洋华
侨机工共3200多人，其中1000多人
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壮烈捐躯。

华侨机工战斗在滇缅公路
赵荫棠

挺进盘山

1940 年 1 月 1 日，中共冀东区
党分委在河北遵化县葛 （阁） 老湾
村召开会议。根据会议决议，包
森、李子光等率部队开辟盘山抗日
根据地，并以盘山为依托，开辟蓟
(县)平(谷)密(云)地区。

1940年2月，包森根据葛老湾会
议决定，带领游击队伍和一批地方干
部从遵化南部向盘山进发，黎明前到
达了与蓟县隔河相望的田各庄。驻蓟
县日军闻讯赶来堵截，日军飞机也前
来助战。包森临危不乱，指挥部队占
据有利地形，进行战斗。战至黄昏时
分，包森见时机已到，立即率部突
围，乘着夜色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
蓟县境内。在向盘山进军途中，包森
得到敌人在前进道路上设伏的消息
后，指挥部队向南大张旗鼓地进入敌
占区。待敌人主力撤兵追击后，又率
部迅速转向东北，继续向盘山挺进，
一举突破了敌人的堵截，胜利抵达盘
山，与当地游击队会师。

包森到达盘山后，在中共蓟县
党组织领导人李子光密切配合下，
整顿了在盘山活动的游击队，继而
全力进行剿匪，很快稳定了盘山一
带的社会秩序，使当地群众的抗日
热情高涨起来，随之着手建立盘山
地区八路军政治处和群众组织，同
时建立了小规模的随营学校，训练
军政干部，形成了稳定的敌后抗日
根据地。盘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
经过半年奋斗，包森等又相继建立
了以蓟县盘山为中心的冀东西部根
据 地 ， 以 丰 （润） 玉 （田） 遵
（化） 联合县鲁家峪为中心的冀东
中部根据地，以丰润腰带山、潘家
峪为中心的冀东东部根据地。三块
根据地连成一片，军民广泛开展游
击 战 争 ， 不 断 给 日 伪 军 以 有 力
打击。

其间，包森还十分重视瓦解敌军
的工作。他得知伪军驻蓟县警防队某
队长原系东北军旧部，对东北失陷常
怀感伤之情，对日军的烧杀抢掠极为
不满的情况后，便下决心争取他。通
过地下党的关系，包森亲自与该队长
见面，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党的抗日
方针和政策，使他深受感动，表示今
后决不再和八路军为敌，并答应今后
有重大军事行动，及时通报给包森。
此后，这支警防队每次行动，都事先

向八路军写信，秘密告知敌军兵力和行
动路线。

设计歼敌

1940 年 6 月上旬，冀东军分区团
参谋长曾克林、十二团参谋长欧阳波
平带领十二团一营二连掩护一批干部
到达盘山田家峪，同包森率领的部队
会合。

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迅速发
展，引起了日伪的极大恐慌。日军开
始大规模调动部队，对盘山根据地进
行更加疯狂的“扫荡”。

6月下旬开始，包森指挥部队同日
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不仅取得了胜
利，还在蓟县南部平原地区建立起
区、村两级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游
击区。

1940 年 7 月 28 日 8 时许，包森、
曾克林率部队返回盘山田家峪。这
时，包森突然接到侦察员报告:发现日
军一个精锐骑兵中队向田家峪方向
进犯！

包森和曾克林经过研究后认为，
敌人骑兵前往田家峪必经白草洼，该
地两山夹一沟，还有着很多山洞，非
常适合步兵设伏，沟内巨石嶙峋，敌
人骑兵无法发挥优势，于是决定在此
设伏，在敌军行军途中，将其一举
歼灭。

随后，包森向部队指挥员进行了作
战部署：包森指挥特务连的一个排、十
二团一营三连的一个排、司令部的警卫
班、通信班，设伏于白草洼正北的山
头；曾克林指挥三支队一总队的一个
连、三支队总部直属特务连的两个排，
总共差不多是两个连的兵力，设伏于百
草洼西南面的山坡；十二团参谋长欧阳
波平、一营长杨作霖，率十二团二连、
三连的两个排加侦察通讯排，正好是两
个连的兵力，设伏于百草洼东面的山
坡；战斗打响后，除留少数兵力继续占
领白草洼南山，监视蓟县、邦均方向
外，其他部队由西、南方向白草洼沟内

被围敌人发起攻击。
参战各部队在包森的带领下，迅

速向白草洼前进。

四面包围

11时许，日军骑兵中队从东南越
过山梁，全部走进了白草洼山沟内。
敌人尖兵穿过山沟到达西北口时，突
然发现山上有八路军埋伏，立即开枪。
白草洼沟内的日军骑兵听到枪声，加快
了行进速度，很快冲到沟口。包森见
状，立即命令白草洼北山的十二团一营
三连、分区特务连各一排集中全部火力
由北向南猛烈射击敌人。敌人遭到袭
击，只得退回白草洼山沟内。此时，曾
克林命令在白草洼西山上的一总队、特
务连集中火力，由西向东向退回沟内的
敌人猛烈开火。敌人见西面山坡的坡度
较缓，于是全力向山上冲来，被八路军
战士们用手榴弹击退。包森注意到日军
骑兵支援火力并不强，于是命令机枪手
在几名神枪手的配合下，集中火力对山
下的日军机枪进行火力压制。日军骑兵
第二次冲上来时，山顶上的机枪手在几
名神枪手的配合下，成功压制住了山脚
下的日军机枪。其他八路军战士在曾克
林的指挥下，沉着冷静地瞄准扑上来的
日军骑兵，击毙敌人10余人。

敌人遭到北、西两个方向的打
击，急忙向东南逃窜，企图由来路突
围。当敌人向来路方向突围时，遭到
隐蔽在白草洼东南山地的六总队的射
击。敌人只得再次退回白草洼山沟
内，被压缩在南北不足 600 米、东西
不足 300 米的狭长地域，只得举枪向
三面高地上的八路军盲目射击。

包森见时机成熟，命令司号员吹
起冲锋号。埋伏在东山、北山上的十
二团一营二连、三连、团侦察通讯
排、分区特务连共 8 个排，首先冲下
山，随后西山、南山一、六总队各一
个连，特务连两个排，也冲下山。敌
人很快被驱赶到山沟出口。此时，敌
人的机枪手已经被八路军的神枪手击

毙，在缺乏火力掩护的情况下，敌人
骑兵虽然发起连续冲锋，却也无法突
破八路军的坚固防线，又有20多人被
毙伤。

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近距离激烈战
斗，敌人死伤大半，残部退回沟内，弃
掉马匹，利用白草洼的崎岖地势和石洞
开始修建临时防御工事，企图固守待
援。由于地形复杂，双方暂时形成对
峙。此时，包森得到报告，部队的机枪
子弹已全部打光，步枪的弹药也已所剩
不多。

改伏击战为攻坚战

包森随即命令大部队撤出战斗，
打扫战场，只留十二团一营二连、三
连、分区特务连各一个排，十二团侦
察通讯排，共四个排的兵力，迂回到
敌人阵地附近，将残敌予以严密包
围；又命令从各部队挑选出20多名射
击技术最好的战士，集中弹药组成了
神枪手分队，迂回运动到距敌人最近
的位置，从不同方向用步枪射击，封
锁顽抗之敌的火力点。

战士们依计而行。神枪手在欧阳
波平的带领下，利用有利地形，集中
了多支刚刚缴获的三八式步枪，以极
为精确的射击技术，封锁敌人的火力
点，杀伤了多名敌人，逐步缩小对敌
人的包围圈。

战斗中，田家峪、芦家峪、东窝
铺等村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子
弟兵送水送饭，救护伤员，为战斗的
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至太阳快落山时，包森派出两
个突击组，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顺
着事先选好的路线迅速接近敌人，将
集束手榴弹投入石洞里，随着几声巨
响，顽抗的残敌被歼灭了。

白草洼战斗，全歼日军一个精锐
骑兵中队，缴获机枪 3挺，步枪 50多
支，战马约70匹，创造了八路军在冀
东抗日战场全歼整连建制日军的先例。

（作者单位：廊坊日报社）

包森率部痛歼日军精锐骑兵队
董连辉

1947 年 7 月，根据中共中央香
港分局的指示，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
成立，下辖连江、绥江、，桂东三个
地(工)委，同时成立边区部队指挥机
构。在工委的领导下，粤桂湘边区人
民武装向敌人积极发动攻势，取得了
一系列胜利。

粤桂湘边区位于华南中部腹地，
东临粤汉铁路，西接湘桂铁路和桂
江，南至西江北岸，北到五岭南麓，
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处于重
要的战略地位。1948 年 3 月，广东
和广西国民党政府联合成立“粤西
桂东联剿指挥部”，部署对粤桂湘边
区游击根据地的“清剿”。同年7月
中旬，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
文应“清剿”部队的要求，准备了
一批枪支弹药，打算用船从广州运
到广宁县城。该情报被在绥江下游
活动的粤桂湘边区人民解放军绥贺
支队第一团截获，认为这是打击敌
人、夺取军火、补充装备的好机
会。经过实地勘察，选派绥贺支队
第一团部分力量、绥江河东和河西
民兵共 300 余人参与伏击战，并选
择在排沙河与绥江河交汇处的扶罗
口伏击敌人的军火船。

参战各部队在扶罗口的山岗和丛
林中耐心埋伏了3天3夜，终于在7

月20日下午“迎来”了从四会溯江
而上的敌人运载军火的动力船和拖
船，以及岸上的护航警备队。埋伏在
岸上的部队首先拉响了地雷，把在陆
路上护航的敌人炸得哭爹喊娘。参战
各部队一面用机枪扫射企图登山顽抗
的敌人，一面集中火力向河里的敌船
射击。拖船上的敌人被击毙了几个，
不敢继续航行，于是向河岸靠近，企
图和岸上的敌人会合。谁知刚一靠
岸，便遭到民兵的迎头痛击。这时，
公路上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企图抢
占附近的制高点继续顽抗。当敌人爬
到半山腰时，又遭到了埋伏在山顶的
解放军战士的猛烈打击。敌人害怕被
歼灭，于是放弃军火船，仓皇逃走。
与此同时，河上的军火船被打穿了船
身，开始大量进水，无可奈何之下，
船上的敌人只好将船靠岸，向解放军
投降。

此次战斗，解放军毙伤敌人数
十人，缴获两艘船只上运载的全部
武器弹药及重要文件，解放军只有
1人负伤。

扶罗口伏击战的胜利，一举扭转
了战场的形势。由于丧失了大批武
器，宋子文只得从“进剿”改为“驻
剿”，解放军粤桂湘边武装则从游击
战转为主动进击。

解 放 军 勇 夺 军 火
徐 轶

1943年春，日伪军对新四军苏
北抗日根据地展开空前残酷的大

“扫荡”，并进行全面的“清乡”“蚕
食”“伪化”。日伪军分多路扑向新
四军淮海军区，并沿公路及六塘
河、沭河沿岸地区构筑碉堡、安设
据点，企图对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
分割压缩，继而消灭新四军和中共
地方抗日武装。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进犯，新四
军淮海军区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
展了反“扫荡”和反“清剿”斗
争。他们利用机动灵活的战术积极
展开对敌作战，以一部兵力带领地
方武装和民兵袭扰敌人，而后集中
主力连续反击，先后拔除了敌人深
入根据地的据点数十处，挫败了敌
人妄图控制苏北的阴谋。

1942年年底，日伪军在塘沟镇
设立了据点，妄图以此分割淮海军

分区主力，切断淮海、盐阜两抗日根
据 地 的 联 系 。 该 据 点 驻 有 两 支 伪
军，分驻于镇内南、北两个圩子。
1943 年 5 月，为粉碎日伪分割根据
地的企图，新四军淮海军分区决心
拔除塘沟镇的日伪军据点。

经研究，新四军淮海军分区以军
分区特务营一部与第一支队第三团担
任主攻任务，以部分力量在淮涟地区
和沭阳以北地区对敌展开袭击，以牵
制敌人兵力，担任打援任务。

5 月 10 日，淮海军分区参战各部
及地方武装秘密集结于塘沟以北地
区。经过 5 天的精心准备，第一支队
于 5 月 16 日夜包围塘沟镇，担任主
攻任务的一支队三团和军分区特务
营向日伪军发动攻击。当日，独立
第三团攻入塘沟镇内，将守敌全部
压缩至镇内南北两圩子据点内。18
日，新四军巧妙利用挖坑道的迫近

战术接近南圩子据点的鹿寨，并筑
起一座高 5 米左右的土堡垒，居高临
下，对敌人射击，同时开展政治攻
势，向敌人喊话。当天 18 时，据守
南圩子的伪军 200 余人向新四军投
诚。淮海军分区部队随后向北圩子
据点进攻，于 20 日下午以平射炮两
门进行轰击，夜间又发动进攻，予
敌大量杀伤。

塘沟战斗打响后，钱集等附近据
点的日伪军纷纷赶来救援，均被新四
军 打 援 部 队 击 溃 。 18 日 上 午 ， 沭
阳、淮阴之敌拼凑进至塘沟以南 5 公
里之赵庄、张庄，其中一部绕过担
任阻援任务的第一支队一团防地侧
翼，直扑塘沟。配置在阻援二线的
第二支队六团一连、二连及重机枪
排当即向其发起阻击。他们依托阻击
阵地顽强抗击，打退日伪军的 3 次冲
锋，并向敌人侧后发动袭击。与此同

时，另一股敌人偷偷从一连、二连翼
侧绕过，进至距塘沟仅 4 公里处。千
钧一发之际，担任围攻据点任务的特
务营一连及三团一连、三连立即回头
向该敌实施反击，很快迫使这股敌人
退回张庄。

当日下午，新四军向张庄发起两
次进攻，因敌人施放毒气未能奏效。
为歼灭该股援敌，新四军集中了主
力 ， 以 第 一 支 队 一 团 运 动 至 敌 西
南，三团在北，第二支队六团在敌
东南及西北，对张庄之敌形成包围
之势。战至黄昏，张庄内的敌人害
怕遭到新四军的夜袭，再次施放毒
气，向陈圩子方向突围逃窜。21 日
黄昏，塘沟守敌见救援无望，也乘
夜暗向沭阳县城方向突围逃窜，淮
海军分区部队立即占领了北圩子据
点，当逃敌逃至金庄附近时，被埋
伏在这里的新四军部队包围，大部
被歼，其余溃散。

塘沟战斗，新四军共毙伤敌人
150余人，俘虏12人，接受伪军投诚
2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及一批军
用物资。新四军淮海军分区攻克塘沟
镇后，又相继攻克了徐屋基、杨马
庄、范场、孟兴庄、小吴庄、瓦房
庄、马厂、秦西圩等据点，打开了沭
阳东南地区的斗争局面，使沭阳抗日
根据地连成一片。

淮海军分区拔除塘沟敌据点
贾晓明

1940 年 2 月，八路军冀东
军区副司令员包森率部到达蓟
县盘山地区，全力开辟盘山抗
日根据地。同年 6 月下旬，包
森率部设伏白草洼，与日军激
战 14 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骑
兵中队，“开冀东抗日根据地整
连全歼日军战斗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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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抗日战争处于相持
阶段，在当时的鲁南地区，国民党顽
军约有1.6万人，日伪军约有3万多
人，而八路军主力和中共领导下的地
方武装还不到4000人。鲁南抗日根
据地军民遭受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
部队的频繁进攻和两面夹击，处境十
分艰难。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
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积蓄力量，
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
领导根据地军民，采取灵活的战略战
术，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战略
反攻打下了基础。

当时，兰陵县县城被日伪占据。
日军为了加强县城的防守，强迫群众在
县城西的石城崮上修筑了一个据点，派
一个伪军中队长带领两个连驻守。石城
崮海拔240多米，山石陡峭，但山顶地
势平坦，占地达30余亩，自古代就有
人在此修建房舍，从远处看犹如一座城
立于山顶之上，故名“石城崮”。

据地下党的情报，石城崮据点的
伪军中队长对日军的暴行曾流露出不
满情绪。五团敌工人员与中共兰西区
委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派出精干侦查
员打入伪军内部，对伪军中队长进行
了策反工作。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之
下，伪军中队长表示愿意为抗日做工
作。此后，他多次掩护根据地过往的
军政人员，不仅经常为五团提供敌伪

“扫荡”的情报，甚至在日军进入根
据地“扫荡”时，还打开石城崮的大
门，让来不及转移的八路军军政人员
进入据点隐蔽。在这名中队长的带动
下，据点里的部分伪军准备向八路军
起义投诚。

1943 年 7 月，就在五团敌工人
员和伪军中队长联络起义投诚事宜之
际，这名中队长突然染病死亡。石城
崮据点的伪军副中队长本来就和中队
长不和，在中队长死后，他立即前往
兰陵县城向日军表示效忠，以此换取
了日军发给的“扶正”委任状。

据点里的不少伪军不想继续当汉
奸，于是将情况设法报告给了五团敌
工人员。经五团和中共兰西区委研
究，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拔除该
据点。

不久，五团侦察员得知石城崮伪
军副中队长从兰陵返回的情报，于是在
途中设伏，活捉了伪军副中队长。当
天夜里，五团迅速包围了石城崮据
点。侦察员将手榴弹绑在伪军副中队
长的腰间，并拉着引线，跟在他身
后，让他到石城崮据点前叫门。守门
伪军见是副中队长，于是打开了大门，
五团战士们乘势冲入。在和八路军早有
联系的伪军的带动下，包括副中队长的
亲信在内的伪军，全部放下了武器。五
团没开一枪，就夺取了石城崮据点。

八 路 军 智 取 石 城 崮
孟 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