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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为执行中共中央“配
合红一、红四方面军济会战役，从南
部钳制胡宗南”的战略计划，红二方
面军发动了甘南战役。参战部队东出
陇南，分左、中、右三路向陕甘边境
进军，所属红六军主力为左路纵队，
向两当、凤县挺进；总指挥部率红四
师及红三十二军为中路纵队，向成
县、徽县挺进；红二军六师为右路纵
队，向康县、略阳挺进。红军各路势
如破竹，接连攻下成县、徽县、两
当、康县。

红六师攻下康县县城后，决定由师
政治部主任刘型率十七团留守，师长贺
炳炎、政委廖汉生率十六团和十八团，
向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的略阳县方向进
军，相机攻取县城。途中，师部接到侦
察部队报告：驻守在白水江镇的国民党
一一八团分水旱两路向略阳县城撤退，
其中水路由警卫连护送装满军需物资的
船只沿嘉陵江而下，当晚经过街口村。
得知这一情报，师部当即决定由十八团
派部队骑兵小分队前往伏击。

骑兵小分队接到命令后，立即从秦
家坝出发，天黑前赶到街口村的江畔竹
林里埋伏。

临近午夜时分，由白水江镇水路撤
退入城的敌一一八团第一艘货船停靠在
离街口村200米处的泥窝沱。押运的敌
警卫连长带部分士兵下船，闯进街口村
头的小酒店里，大声吆喝着店主人为他
们备菜做饭。埋伏在竹林里的红军战士

见状，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泥窝沱货
船，一路悄悄包围了小酒店。当红军战士
冲入酒店时，敌警卫连长企图拔枪顽抗，
被红军战士当场击毙，其余敌人慌忙缴枪
投降。在泥窝沱货船上的敌人听到枪声，
威逼着船工开船离岸。

船工们早就听说过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于是趁敌人不备，纷纷跳入江中。船上的敌人
不会操作，听到红军战士鸣枪示警，并高呼

“缴枪不杀”，于是也举手投降。
经过审问俘虏，红军得知第二艘船于

半小时后通过，于是依然在岸边埋伏。敌
人的第二艘船到达街口江面，却没有在泥
窝沱停靠。埋伏江边的红军战士立即用火
力强行拦截。第二艘船上的船工听到红军
杀来，故意把船舵“打横”，然后纷纷跳江
游走。货船船头很快便斜靠在江边，红军
战士一拥而上，俘虏了押船的敌人，缴获
了第二艘货船。

次日凌晨，敌军第三艘运输船抵达街
口附近江面，埋伏在江边的红军战士集
中火力向船上的敌人射击，并高声向船
工喊话。船工们得知岸上是红军，也跳
水游走。押运的敌人跟着慌忙跳船，游
到红军对岸，隔江向红军还击，企图阻
止红军夺船。第三艘船由于无人驾驶，
向下游漂去。正在此时，红军增援部队
赶到，经过激战，消灭了顽抗的敌人。
随后，两岸的红军战士向下游追去，终
于找到了第三艘货船，上面的枪支弹
药、军需物资和一批药品全部被红军
缴获。

红军街口村伏击敌船
金阁

1938 年 12 月初，中共中央军
委、八路军总部为增强山东地区抗日
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指示八路军第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1938年 12月，
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由晋西
出发，经豫北东进，于 1939年 3月
初，到达山东省鄄城、郓城地区，首
战樊坝，歼敌800余人。

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
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的率领下进
入泰西地区，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和
八路军津浦支队会合，打开泰西抗日
局面。5月初，日军调集8000余人，
坦克、汽车百余辆，火炮百余门，
分 9 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企图
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5 月 10 日，
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主力第六八
六团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在东陆房
一带与日军 5000余人遭遇。一一五
师凭险据守，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经过一天的激战，毙伤日伪军1300
余人，于傍晚胜利突围。随后，一

一五师在梁山全歼日军一个大队，
越过津浦铁路进入鲁中，继而又挺
进鲁南，插入抱犊崮山区，开辟抗
日根据地。面对日、伪、顽重重包
围的严峻形势和山区物资匮乏、生
活条件极为艰苦的困难局面，一一
五师在鲁南地方抗日武装的配合
下，开展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不断
给日、伪、顽以沉重打击。

郯马平原是联系山东和苏北、华
中的枢纽，它控制沂、沭两条河流的
中段，直接逼近陇海铁路，对于巩固
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开展
平原游击战，具有战略意义。其中，
郯城县马头镇位于郯城以西约10公
里处，西临沂河，水陆交通便利，为
鲁南名镇。当时，马头镇驻有反共顽
军一个营，得到附近日军据点的“庇
护”，经常配合日军攻击共产党领导
的当地抗日武装。1939年10月，为
进一步巩固、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
打通鲁南、鲁西与湖西地区之间的联

系，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定派王秉璋、
黄励率师直属队一部，以东进支队的
名义向郯马平原地区进军，在苏鲁支
队和陇海南进支队的配合下，夺取马
头镇。

早在9月间，中共马头镇地下特
支书记徐昆吾已派侦察员绘制了马头
镇的详细地图，并将地图及马头镇的
反共顽军据守情况报送东进支队，同
时部署人员做好内应工作。

11月18日夜，一一五师东进支
队二大队在大队长王秉璋率领下，由
沙埠南下，渡沂河向马头镇发起进
攻。沂河支队等地方抗日武装配合参
加战斗。当天，先期派入预伏的24
名战士趁马头大集，在侦察股长曾绍
谦、参谋姜冲等带领下，通过地下党
组织接应，化装成农民、小商贩等，
进入了马头镇，在“盛德号”商店隐
蔽起来。半夜，战斗打响，先期潜伏
的24名战士迅速出击。顽军惊慌失
措，纷纷逃窜，西门很快被攻破。王

秉璋指挥部队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追击
敌人，把退到“同益油坊”炮楼上的保
安队包围起来，并在炮楼周围放上大量
高粱秸，施以火攻。在八路军的猛烈攻
击下，敌人很快停止抵抗，纷纷举手投
降，马头镇遂告克复。

此次战斗，王秉璋部消灭顽军1个
营 （其中俘虏近500人）。天明后，王
秉璋率部在镇外击退前来增援的各路顽
军，歼敌一个连。

马头镇的失守，引起了敌人的极大
恐慌。1940 年 1 月 3 日，日伪军纠集
3000余人，分两路进犯郯马地区。一
路由临沂南下占领郯城，复向马头镇进
犯，东进支队在马头附近与敌激战 3
小时，毙敌五六十人，其余敌人掉头
向陇海路新安镇方向退去。另一路敌
人从夏庄以南向马陵山地区推进，也
被东进支队和地方武装击退，毙敌
120 余人。1 月 15 日夜，一一五师东
进支队二大队和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
队三大队包围郯城东北重镇南古庄，
经两夜一天激战，守敌保安队在国民
党顽军接应掩护下逃跑。南古庄克复
后，八路军随即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郯东北办事处。1月 26日，一一五师
东进支队第二大队，经数度激战攻克
国民党顽军占据的郯城，并肃清郯城
周围十余个日伪据点。至此，郯马地
区连成一片，成立了中共郯马工委和
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

王秉璋率部夜夺马头镇
贾晓明

1943年秋天，新四军二师五旅十
三团按照上级部署，集中在安徽省天长
县汉涧一带整训。8月 16日，十三团
接到报告：六合县八百桥日军 1 个小
队、伪军两个连，到四合墩一带“扫
荡”、抢粮。

为打击敌人，保卫秋收，十三团决
定派第二营、团侦察队先头出发，于
17日拂晓前占领桂子山，并设置阻击
阵地；团侦察队继续向八百桥方向侦察
前进，将敌人诱至阵地前；团直属队和
第一营、第三营埋伏在桂子山附近，准
备从侧翼包抄敌人。

天亮后，十三团侦察队沿着八百桥
方向侦察敌情，途中同敌人部队遭遇。
侦察队边打边退，诱敌深入。敌人随后
赶来，很快来到桂子山，遭到二营的猛
烈阻击。敌人稍稍退却后，十三团正准
备对敌人发动攻势，突然接到报告，有
七八百日伪军携带大炮向战场赶来。十
三团指挥员沉着应战，随即做出布置：
调第二营五连、六连占领桂子山对面的
丁家山头，四连占领桂子山北面的无名
高地，一营跑步沿着山下的道路，由北
向南从正面向敌人冲击，把敌人的队伍
从中间切断；指挥所设在丁家山头北面
的黄泥山北坡上，三营为预备队，随团
指挥所行动。

9时许，敌人向新四军阵地发起进
攻，战斗异常激烈。四连守卫的无名高
地成了敌我争夺的焦点。敌人企图先集

中力量把无名高地拿下，再夺取路西一线
的丁家山头。敌人在炮火掩护下，连续攻
击7次，均被四连击退。

敌人无法攻上四连守卫的无名高地，
便把主要攻击力量转向五连、六连阵地。
五连、六连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试探性
进攻后，敌人集中了所有重型火力，并调
集了预备队，向五连、六连发起大规模进
攻。十三团指挥员立即决定把预备队投入
战场。

三营的七连、八连奉命前往五连、六
连阵地，和五连、六连并肩作战，又打退
了敌人的十余次进攻。敌人死伤惨重，于
是施放毒气，不少战士中毒昏了过去。但
大部分战士用湿毛巾捂着口鼻继续战斗，
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战至16时，五旅首长派特务营赶到
战场支援十三团。特务营从敌人的侧后方
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人乱了阵脚。16
时 50分，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十
三团参战部队从几个方向同时发起冲
锋，一鼓作气把敌人全部压缩到桂子山
脚下的几个小村庄里，并乘势包围起
来。夜 8 时许，龟缩在庄子里的日伪军
再次施放毒气，向八百桥方向突围。十
三团乘胜追击，又消灭了不少敌人。

桂子山战斗，十三团共毙伤日伪军300
余名，其中大部分是日军。此次战斗，沉重
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群众的秋
收。战后，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亲自打来
电话，对十三团予以表扬。

新四军十三团浴血桂子山
佟雪辉

1947年秋到1948年春，解放军冀
热察部队开展战略反攻，给敌人以重大
打击，先后拔除了察哈尔赤城、龙关两
县县城外围的各据点。

1948年4月6日，据守赤城县城的
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
弃城逃走，沿途遭到解放军的打击，损
失惨重。7日，赤城逃敌刚窜至龙关县
城，解放军就跟踪而至，敌人不敢应
战，又弃城向赵川逃走。

敌人溃逃至赵川后，在宣化敌人的
支援下，凭借险峻的古长城敌楼，重建
碉堡群，构筑工事，并加固了三贤庙、
黄草梁、关底、周家窑等几处据点，企
图以此为依托，伺机反扑。为消灭赵川
守敌，解放军察东军分区根据上级指
示，打响了拔除敌人赵川外围据点的
战斗。

4月底，解放军察东军分区独立团
等部队先后攻克黄草梁、三贤庙，然后
直取关底。关底守敌不敢抵抗，一部向
西山沟逃跑，被独立团歼灭；另一部向
赵川撤退，途中遭到龙宣怀支队的截
击，被击毙大半。周家窑守敌200多人
闻讯后，慌忙撤退，刚刚逃到村北，就
被解放军两名通讯员发现。为了防止这
股敌人逃脱，两名通讯员不待后续部队
赶到，便勇敢堵住敌人的去路，告诉他
们“已经被解放军大军包围”，吓得敌人
立即缴械投降。与此同时，龙宣怀支队
又沿公路向李家堡敌人进攻，消灭了企
图增援关底的大部分敌人。李家堡残敌
向宣化溃逃，途中被崇礼县支队击溃。

外围据点被拔除后，赵川守敌依仗

宣化敌人的救援，继续负隅顽抗。解放军
经过休整，决定先行消灭敌人的援敌，彻
底切断赵川和宣化之间的联系，然后一举
消灭赵川之敌。

1948年夏，解放军冀察军区警卫团
与分区独立二团在李家堡召开军民大会，
宣传“人民政府将进驻赵川办公”。赵川守
敌闻讯后，立即向宣化求援。宣化敌人派
出一个全副美式装备的精锐团增援赵川。

7月29日，解放军得到情报后，立即
派出冀察军分区独立一团 （原察东独立
团）及赤城县支队，埋伏在赵川村北马鞍
山处，监视敌人必定经过的小路；龙宣怀
联合县大队在赵川东担负警戒下花园方面
的国民党援兵和阻击南逃之敌的任务；龙
崇宣县大队负责警戒宣化方面的援敌，堵
截可能回逃之敌。30日上午，解放军全
歼宣化援敌，缴获了各种火炮66门，轻
重机枪66挺，冲锋枪数百支。

9月28日，解放军经过充分准备，集
中冀热察军区独立七师、冀察军分区两个
独立团及各县支队，发起了夺取赵川的
战斗。

战斗开始后，解放军调来此前缴获的
火炮，很快将城墙轰塌。各突击队冒着枪
林弹雨奋勇登城，很快突破敌人的城防工
事，冲入城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
战。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战，守敌不支，
企图从城西北角突围，被埋伏在城外的解
放军包围、歼灭。此战，解放军消灭守军
一个团及国民党赤城、龙关两县地方武装
1000余人，活捉了躲在城内的两县所有
国民党党政官员。至此，赤城、龙关两县
全境被彻底解放。

解放军“三步走”解放赵川
杲学军

1928 年 4 月，周逸群来到

鄂西，在极其困难的革命斗争

环境下，组织重建中共鄂西特

委。在他的领导下，鄂西特委

与当地党员、群众密切合作，

恢复各地党组织，整顿军队纪

律，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洪

湖革命根据地。

组织年关暴动

1928 年 1 月中旬，周逸群与贺
龙等到达武汉。他们根据中共湖北省
委的要求，先组成以周逸群为书记的
中共鄂西南特委，前往荆江两岸地区
组织年关暴动，然后按党中央原定计
划，赴湘鄂边发动武装斗争。

1 月 20 日，周逸群和贺龙等抵
达监利，与贺锦斋、李明铨领导的
游击队会合。1 月下旬，中共鄂西
南特委移驻监利下车湾。周逸群与
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和沔阳、监利、
华容等县县委取得联系，召开会
议，做出决定：监、石、华、沔党
组织全体动员，组织农民起义，摧
毁反动民团，发动游击战争；同时
致函鄂中区特委，提议会攻监利。1
月底，鄂中特委派萧仁鹄率工农革
命军第五军 200 余人来到朱河，与
吴先洲领导的石首农民革命军和贺
锦斋领导的监利游击队会合，合编
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由贺
锦斋任军长。

在周逸群、贺龙的领导下，在
石首中心县委的协助下，以工农革
命军第四十九路军为骨干，华容、
石首、安乡、监利等县农民参加的年
关暴动开始了。2月下旬，周逸群在
石首县焦山河召开鄂西南特委会议。
会上，大家认真讨论了以山区和湖泊
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最后决
定撤销鄂西南特委和工农革命军第四
十九路军番号，周逸群、贺龙带贺锦
斋、李良耀等前往湘西北发动起义，
萧仁鹄率鄂中武装返回监（利）、沔
（阳），贺锦斋部交石首中心县委领
导，约定各路分片发展，日后在松
滋、公安一带会师。

1928 年 3 月上旬，周逸群与贺
龙、贺锦斋等由石首到达桑植县，很
快就组织起工农革命军，举行了桑植
起义。4月初，国民党军集结重兵反
扑，激战中，周逸群和贺龙被冲散。
贺龙转移到桑植和鹤峰交界的红土坪
一带，组成工农红军第四军，继续坚
持游击战争。周逸群历尽艰辛，辗转
回到石首组织武装斗争。

重建鄂西特委

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鄂西时，
正值当地的国民党军大肆“清乡”。
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剿”下，建
立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也遭到破
坏，特委书记张计储等大部分负责
同志英勇牺牲，很多县的党组织也

遭破坏。面对这种情况，周逸群找
到中共石首县委，并率领邹资生从
公安带来的一支游击队，到华容、
监利、洪湖与萧仁鹄新组织起来的短
枪队会合。在转战中，周逸群与各县
的领导机关接上了头，视察了各县的
具体情况。周逸群冷静地分析了斗争
形势，提出集中各地武装，避实就
虚，向洪湖方向游击的主张。随即集
中了监利、沔阳、石首、华容各县游
击武装，于5月20日一举击败了峰口
之敌，歼敌800余人，并召开群众大
会，扩大了政治影响，迅速重振了革
命军民的士气。

与此同时，周逸群由石首赶到
沙市，组织了临时特委，不久迁至
宜昌。6月，他到上海，向中共中央
报告了鄂西的斗争情况，并提出自
己对这个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领导
方案。经中央批准，周逸群回到宜
昌，于 9 月中旬正式组织中共鄂西
特委，周逸群任书记。特委管辖 23
个县，党员千余人。此后，经过周
逸群半年的努力，鄂西区党的组织
状况大为改善，下辖党组织增加到
15 个县委、4 个特支和 1 个特区
委，拥有党员2000余人。

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周逸群
和中共鄂西特委领导各地党组织和
游击武装，按照“逐步推进，相机
歼敌”的原则，利用纵横交错的江
河湖汊和茂密的芦苇、柴林作掩
护，昼伏夜出，采取机动灵活的战
术打击敌人，取得一系列胜利。到
1928年年底，周逸群率领革命武装
相继在石首、华容、沔阳、江陵等
地建立了若干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或游击区，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创
建奠定了基础。

创建根据地

1929年 3月 6日至7日，周逸群
在江陵沙岗主持召开中共鄂西特委
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
大”决议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确
定今后鄂西区党的任务是大力发展
游击战争，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和
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
扩大会议改选了特委领导机构，周
逸群继续担任书记，万涛任副书记
兼宣传部部长，郑炽昌任组织部部
长兼秘书长。

会后，根据沙岗会议确定的发
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鄂西特委将江
陵、石首、监利三县游击队合编为
鄂西游击大队，由邹资生任大队
长，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以江
陵、石首的游击队为主，由段玉
林、彭之玉领导，活动于白鹭湖
畔；第二中队以监利、沔阳游击队
为主，由段德昌、王尚武、彭国材
指挥，活动于洪湖沿岸。

3月下旬，周逸群乘国民党军阀
聚兵鄂东、鄂南准备混战，洪湖地
区兵力薄弱之机，指挥由石首、江
陵等地游击武装编成的游击大队，
出奇制胜，重创敌军。在短短的15
天内，便在石首县打了 21 次胜仗，
占领了石首县城，消灭了监利县五
处“常练队”，击毙了反动“铲共
团”头目及其参谋长。

战斗中，周逸群及时总结和推
广军事指挥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
一系列适应平原、湖区特点的游击
战术，如“分散游击，集中指导”

“避其锋芒，击其无备”“只打虚，
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敌

来我飞，敌去我归，（敌） 人多则跑，
（敌）人少则搞”等等。与此同时，周
逸群还十分注意分析敌我友三方面的
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制定和
执行消灭地主豪绅、不反富农、保护
商人的政策。由于鄂西特委和周逸群
的正确领导，江陵、石首、监利、沔
阳、华容等地割据区域发展迅速。5月
中旬，段德昌、彭国材率鄂西游击大
队第二中队和监利县赤卫队共 300 余
人，兵分数路，水陆并进，进攻监利
要镇毛家口，战斗中歼敌两个正规
连，缴枪 130 多支，取得了鄂西游击
大队“成立以来最大的胜利”。

6月，周逸群等将鄂西游击大队集
结于剅口三屋墩，将游击大队整编为
鄂西游击总队，下辖三个大队，监利
游击队为第一大队，江陵、石首游击
队为第二大队，沔阳新扩充的游击队
为第三大队。8 月，来自监利、江
陵、沔阳、石首等各县的游击队在监
利会师，正式成立洪湖 （鄂西） 游击
总队。总队共 1000 多人，500 多支
枪，由周逸群任总队长兼党代表，段
德昌任参谋长。周逸群根据井冈山建
军经验，在游击总队设立了政治部，
中队以上设党代表，加强了部队政治
教育工作，使游击总队纪律严明，作
战勇敢，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为了充实游击队的基层领导力量
和提高其政治军事素质，鄂西特委在
剅口南河寺举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
学员主要来自监利、江陵、沔阳、石
首、汉川等县的基层干部及洪湖游击
总队中的干部，每期五六十人。训练
班负责人为周逸群、段德昌。周逸群
亲自编写政治教材，为学员讲课，培
训期间，周逸群还带领学员到民间访
贫问苦，反复教育学员“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
学员结业后，均编入游击队，充实了
各级指挥力量，进一步增强了部队战
斗力。

取得反“清剿”胜利

周逸群领导鄂西游击总队驰骋在
洪湖、白露湖、长江与汉水之间，不
断打击敌人，到 1929 年夏秋，江陵、
监利、石首、沔阳等县大部分乡建立
了苏维埃政权，形成面积横亘数百里
的洪湖革命根据地。

9月，湘鄂两省的国民党军集结重
兵，向洪湖中心区域发动大规模“清
剿”。鄂西游击总队兵分两路，以一、
三大队坚守内线，派第二大队转战外
线，利用河湖港汊星罗棋布的地形，
袭击、伏击、骚扰和追击敌军，同时
对敌军官兵采取“投降受赏，来去自
愿”的瓦解政策，取得很大成效。10
月，鄂西游击总队在监利聂家岭击溃
敌军 1 个团，歼其大部，随后转入反
攻，连续击溃沔阳、监利、江陵、石
首、公安等县的反动团防武装。

经过近半年的英勇斗争，洪湖革
命根据地军民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当局
的“清剿”计划，恢复和发展了根据
地，将原来被分割的苏区基本连成一
片，游击总队自身也迅速扩大，为随
后红军正规部队的建立及洪湖根据地
的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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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向东

▲周逸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