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2 年 3 月 22 日至 5 月 8 日，红

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

进行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此次战

役，红军以少胜多，共毙俘敌 3万余

人，取得了空前的大捷，在红四方面

军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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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冬红四方面军成立后，
先后发起了黄安、商潢战役，粉碎了
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第一、
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不甘心失
败，不久又再次调集重兵，向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三次

“围剿”。
1932年 3月，国民党军12个团

开至皖西六安至霍山淠河东岸，以苏
家埠为中心构成所谓“一线防御”，
分兵驻扎在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
等地。此外，敌军还以3个师又2个
旅分布于合肥、潜山、蚌埠一带，作
为“二线防御”，企图阻止红军向东
发展，并伺机配合“一线部队”进攻
根据地中心区。

3月20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
十师、红十一师东进至独山，与红七
十三师会合，并迅速制定了反“围
剿”作战计划。鉴于敌人“一线”和

“二线”兵力之间间隙很大，且“一
线”之敌岳盛暄第四十六师曾遭红军多
次打击、战斗力不强，红四方面军总部
决定发起苏家埠战役。3月20日夜，红
四方面军总部召开部队团以上、地方县
以上干部会议，认真部署了对敌作战方
案。在会上，总指挥徐向前指出：敌人
虽然人多武器装备好，但多是杂牌军，
互不统属，各怀鬼胎。只要指挥得当，
红军必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个漂
亮的歼灭战。经红四方面军首长研究，
决定战役于3月22日拂晓发起，主要战
术是“围点打援”，即“从敌军侧后分
割包围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驻敌，
诱打六安、霍山出援之敌，最后攻占各
据点”。

第一次“围点打援”

3 月 21 日晚，红四方面军总部
率3个师秘密通过淠河。22日拂晓，
红七十三师和霍山独立团包围了青山
店，总部率红十师、红十一师向北疾
进。当日上午，红十师先头部队第二
十九团进至青山芮草洼，与苏家埠出
援青山店之敌两个团发生战斗，歼敌
1个营，残敌逃走，红十师乘胜包围
了苏家埠，红十一师则继续向北推
进。驻韩摆渡、马家庵的敌人畏惧被
歼，慌忙逃入六安县城。23日，六
安之敌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出动两个
团的兵力救援苏家埠被围之敌。当该
敌进至韩摆渡附近时，受到红十师、
红十一师的夹击，战不多时，便支持
不住，于是分别逃入韩摆渡，红军同
样将韩摆渡包围起来。

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守敌几
次向外突围，均被红军击退，无奈只

得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向上司求救。
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师长岳盛暄见被困
之敌处境危殆，于3月 31日强行命
令六安、霍山两城敌军同时出援。六
安敌人4个团倾巢而出，其先头部队
在飞机的掩护下，对红十一师阵地发
起连续进攻。战斗中，红四方面军总
部命令预备队红二十九团投入战斗。
在红军的夹击下，这股敌人1个团被
歼，还有1个团被红军切断退路，只
得也窜入韩摆渡暂时喘息。另外两个
团不敢应战，狼狈逃回六安。与此同
时，霍山敌人的两个团出援青山店，
途中遭到红七十三师的阻击，不多时
便被击溃。青山店之敌得知援兵到
来，便放弃阵地蜂拥而出，企图和援
敌会合。红军乘机攻入青山店，向逃
敌发起猛攻，歼其大部，并将残敌赶
入苏家埠。

第二次“围点打援”

在红军的包围下，困守苏家埠、
韩摆渡的敌人粮秣奇缺，不得不靠吃
大麻叶、啃树皮充饥。在红军的政治
攻势下，敌人军心动摇，“携械投诚
者日众”。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拼凑了
15个团，由厉式鼎率领，分两路大
举来援。红四方面军得到情报后，立
即制定了“打援”方案：红军各部在
陡拔河两岸分头埋伏，以红七十三师
构筑阵地，担任正面阻击；以红十
师、红十一师分布于红七十三师阵地
两翼，伺机迂回包抄；以第七十三师
二一八团1个营和六安独立团进至陡
拔河以东，对援敌佯作抵抗后即行撤
退，将敌人诱入包围圈后予以歼灭。

5月1日傍晚，担任诱敌任务的
红军部队与敌军稍作接触，便撤退到
陡拔河以西。厉式鼎得到消息，于2
日拂晓命令部队“迅速过河追击”。
敌人1个旅刚刚完成渡河，就遭到红

七十三师的猛烈打击。这股敌人抵抗不
住，纷纷掉头逃窜。红军随即冲出阵
地，追击至陡拔河边，将敌人包围起
来。残敌无路可逃，除被击毙和落水淹
死者外，全部被红军活捉。

就在尚未渡河之敌不知所措之际，
红十师、红十一师已从两翼杀来。敌人
无路可逃，只得躲到附近山上负隅顽
抗。

不久，红军各部队和游击队、赤卫
军纷纷赶来，向山上的敌人发起猛攻。
战斗中，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发现厉式
鼎的指挥部设在小华山上，于是派出精
干突击队隐蔽登山，一举摧毁了敌指挥
部，活捉了厉式鼎。随后，红军和独立
团、游击队、赤卫队及参战群众从四面
八方发起总攻，将敌人分割包围，予以
歼灭。至2日下午5时，战斗结束，红
军歼敌2万。

歼灭援敌后，红军立即将这一消息
“告诉”了苏家埠、韩摆渡内的被围之
敌。在红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被围之
敌不再抵抗，于 5 月 8 日全部缴械投
降。当红军开进苏家埠时，受到降敌的

“列队迎接”。蒋介石尚不知苏家埠、韩
摆渡敌人投降的消息，于5月9日派飞
机到两地上空，空投了大批食品和弹
药。当日，红军不仅缴获了全部空投物
品，还击落敌机一架。

红四方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和敌
人激战 48天，歼敌 3万余人 （其中俘
敌总指挥厉式鼎及5个旅长、12个团长
以下1.8万多人），缴枪1.6万余支、各
类火炮 44 门、电台 5 部、击落敌机 1
架，开辟了淠河以东大片根据地。随着
苏家埠战役的胜利，蒋介石第三次“围
剿”的计划彻底破产，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迎来了空前的发展。

军民同心，众志成城

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离不开苏区广
大群众的支援和配合。早在苏家埠战役

发起前夕，中共皖西北道区就发出《为
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动员工农群众行
动起来，配合红军行动，保卫苏区。各
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均把支援红军作
为中心工作。苏家埠战场所在地的中共
六安县委，于 1932年 3月中旬在独山
召开党、团代表大会，决定“全力支援
红军作战，积极扩大红军”，提出“东
下红军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六安县
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接待处、招待
站，负责接待过往的红军和物资供
应。六安县三区、五区的群众不顾春
夜寒冷，于 3月 20日夜在两河口水中
苦干一夜，架起 9 道浮桥，保证了红
军及时渡过淠河。六安县五区苏维埃
政府还挑选17名熟悉地形的骨干给红
军当向导，保证各部队按时到达预定
作战地区。

战斗打响后，六安、霍山两县的地
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主动支援、参加红军
作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组织了庞
大的支前队伍，据统计，参加担架队、
运输队、打柴队、洗衣队、慰问队的人
数就达两万，很多群众在战斗中英勇牺
牲。广大少先队员、妇女会会员、儿童
团担负起看护红军伤员、站岗放哨、戒
严侦察等任务。青年妇女还组织宣传
队，参加战场喊话，对瓦解敌军士气起
到了很大作用。敌军过境时，苏区群众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
来，实施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拆毁沿
途电杆和电话线，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
敌人的前进速度。在“围点”作战中，
群众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协助红军进
行高强度的土工作业，构筑起严密包围
敌人的工事网，既有效地困住了敌人，
又保证了红军能够集中尽可能多的机动
兵力用于“打援”。

苏家埠战役后，红军以六安、霍山
等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红二十五军
第七十四师，为进一步发展皖西北革命
根据地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苏家埠战役：

红军“围点打援”的经典范例
胡遵远

1939 年初，随着苏南新四军力
量的不断壮大，日军开始在南京、镇
江、芜湖三角地带集结重兵，在重要
关隘集镇构筑碉堡据点，日军先以交
通网为基础构筑封锁线，在封锁线内
修建遥相呼应的据点，企图以此限制
新四军的发展空间，继而对新四军进
行分割封锁和分区“扫荡”。

为打破日伪企图，新四军各部主
动出击，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新四军
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反复酝酿，决
定采取远程奔袭战术，拔掉敌人设于
安徽芜湖近郊的官陡门据点。

官陡门据点位于安徽芜湖附近的
官陡门镇内。扁担河从镇内流过，将
小镇分为东西两半，一座木板桥横跨
两岸，将小镇连在一起。驻守该镇的
伪军沿河两岸修筑了壕沟、碉堡、暗
堡群等防御工事，并设置了三层铁丝
网和障碍物。

该据点处于日军封锁线的中心
位置，周围百余里都是纵横交错的

河沟湖泊，地形复杂，设有日军驻
守的飞机场、铁路线及多处据点，
一旦遇袭，半小时内其他据点守敌
就能驰援到位。由于有日军支援与
地理优势，该据点的伪军经常吹嘘

“官陡门是最安全之地”，戒备非常
松懈。

为了打好这一仗，早在1939年
1月上旬，粟裕就派出侦察员，摸清
了官陡门镇周边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
署情况，并制定了缜密的作战方案，
同时组织指战员进行了多次夜间战
斗、白刃战、河川战、街市战演习，
做好了充分的战前准备。

1月 18日晨，粟裕率领新四军
第二支队第三团指战员出发。出发
前，粟裕又挑选精干人员以班为单位
组成了突击队，配足火力和破坏工
事、铁丝网用的各种工具，并挑选熟
悉地形的船工数十人随军出征。为了
麻痹敌人，三团先是冒雨北进，于
19日下午到达丹阳湖畔后，突然向

西开进，在敌人眼皮底下渡过丹阳湖，
然后隐蔽西进，于午夜时分到达预定地
点集结。20日上午，三团各连召开战
前动员大会，宣布战斗纪律及夜间作战
注意事项，各连排配发夜战的干电池和
准备渡河的绳索标记等物品。当日13
时，粟裕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逐一布
置作战任务。各连接受任务后，粟裕要
求参战部队必须在战斗打响后的20分
钟内全部结束并迅速回撤。

20日17时，三团从丹阳湖西岸出
发，在夜色掩护下秘密穿越青山、黄池
两据点间的亭头镇，并专门留下部队向
南北黄池、青山的敌人逼近，以掩护归
路的安全。

经过紧张的急行军，粟裕带领部队
于凌晨4时抵达官陡门据点前沿。按预
定作战方案，粟裕将参战部队分为两部
分，从扁担河东西两岸同时对敌人发起
攻势。

4 时 30 分，粟裕果断发出行动命
令。突击队匍匐前进，逐渐向西岸的敌

人据点靠近。当突击队前进到距敌人阵
地不到 30 米的铁丝网前拉开障碍物
时，不慎触响了警铃。粟裕随即命令部
队立即发起进攻。三团突击部队各种武
器一齐开火，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战
士们仅用两分钟就突破铁丝网和其他障
碍物，消灭了敌人的岗哨，并迅速攻入
敌人营房，有几个敌人刚钻出来，就被
新四军打倒，另有不少敌人在睡梦中就
被消灭。趁敌人混乱之际，三团又对敌
人进行宣传喊话，四五十个伪军举手投
降。

与此同时，东岸的战斗也已打响。
粟裕立即派出第二梯队，迅速冲进街
中，转向河边，击毙10多名守军，夺
取了小木桥。大部队跟着冲过小桥，打
到东岸的伪军司令部门前。河东岸的新
四军部队也冲破了障碍，对敌人司令部
前后夹击，很快消灭了敌人岗哨，占领
了敌司令部。

此次战斗新四军全歼守敌300余人
（其中俘敌57人），缴获4挺机枪、10
多支短枪、70支步枪以及大批弹药和
军需品，而新四军仅有一名卫生员和司
号员负轻伤。从开始攻击到取得胜利，
整个战斗耗时仅8分钟，即使算上打扫
战场的时间，也不过20分钟。等周围
据点的敌人反应过来，大批援兵闻讯赶
到时，粟裕已经带领部队撤离战场，安
全返回根据地。

粟裕率部奇袭官陡门据点
贾晓明

1947 年 6 月底，解放军晋冀鲁
豫野战军主力从晋冀鲁豫战场渡过黄
河后，于 8月 27日进入大别山。国
民党军慌忙于9月上旬以23个旅的兵
力跟进，企图将晋冀鲁豫野战军逐出
大别山地区。其中，国民党军第四十
师及第八十二旅共5个团于10月24日
经浠水向广济兼程前进。晋冀鲁豫野
战军首长在分析敌情后，决定针对该
部国民党军孤军冒进、骄纵轻敌的弱
点，迅速集中17个团的兵力，在其必
经的高山铺地区展开伏击战，歼敌于
运动中。25日下午，解放军各参战部
队迅速向高山铺地区集结，进入设伏
阵地，由一纵司令员杨勇任前线指挥。

10月26日清晨，担任诱敌深入
的解放军中原独立旅第四团第九连和
旅侦察队，沿公路朝敌人方向“前
进”。在大路铺以南地区与敌“遭
遇”后，边打边撤。敌军果然上当，
尾随诱敌小分队，很快进入解放军的
伏击圈。

高山铺地区是一个狭长的山谷，
两侧耸立着洪武垴山、马骑山和界岭
山，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屏障。26日
上午9时，国民党军八十二旅进入高
山铺地区，遭到解放军的猛烈打击。
但敌人仍以为前方不过是“解放军的
一个旅”，于是一面发起攻击，一面
发报催促后方的四十师“快速赶上”。

国民党军四十师进入高山铺地

区，立即向制高点发起冲锋，但很快被
解放军压制在半山腰。随后，敌人向洪
武垴山、东界岭发起轮番进攻，均被解
放军击退。敌人在伤亡惨重后，终于发
现解放军“远远不止一个旅的兵力”，
于是开始向南突围，但被解放军击退。
就在敌人向南突围时，解放军六纵部队
抢占了马骑山、李家寨，截断了敌人西
逃的通道。

敌人向南发起10余次冲锋，均被
解放军击溃，于是只得在深夜沿公路回
窜，但遭解放军六纵部队的顽强阻击。
眼见突围无望，敌人只得连夜修筑工
事，企图固守待援。

战至27日清晨，国民党空军出动
飞机7架飞临战场上空，向四十师、八
十二旅空投弹药、食品。解放军立即组
织防空火力予以打击，击落敌机1架、
击伤3架，其余敌机慌忙逃走。解放军
发现国民党军第四十师指挥部后，立即
集中5个团的兵力发动猛攻，很快将其
攻克。敌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杨勇
随即下达总攻的命令。解放军以17个
团的兵力同时出击，各部队密切配合，
很快切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师和第八十
二旅的联系，将其分割包围。激战至
14时，解放军全歼被围国民党军1.76
万人。此役，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沉
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追歼”计划，为
随后在大别山地区站稳脚跟、发动群
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军高山铺设伏歼敌
吴小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时任
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的范筑
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组建“筑先
抗日游击纵队”，领导建立了鲁西北
抗日根据地，游击纵队也迅速发展到
35个支队、3路民军，近6万人。

1938 年 2 月，日军由平汉线北
段南犯，不断进攻濮县、范县等地，
多次被范筑先率部击退。4月，为配
合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作战，范筑先
率部阻击日军土肥原师团，取得多次
胜利。6月14日至16日，范筑先接受
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邀请，
在威县南关会晤，共商抗日大计。徐
向前陪同范筑先参观了一二九师部
队，并介绍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
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从一二九师驻
地归来后，范筑先激动地说：“这次会
见徐向前将军，受到了启发和教育，
坚定了自己守土抗日的决心。”

7月中旬的一天，据侦察员报告，
一支日军的汽车运输队满载粮食和军
需物资，由日军200多人押送，从济
南出发，准备开往徐州。车队在途经
东阿县黄庄地区黄河故道的河滩时，
由于天降大雨，敌人运输队的五六十
辆汽车全部陷在淤泥里，前进困难。

范筑先和共产党员、纵队政委袁
仲贤进行了分析研究后，认为这是一
次歼灭敌人的好时机，于是把正在东
阿县作战的抗日游击纵队第五、第
六、第二十九支队集中到黄庄周围参
加战斗。

参战各部秘密来到黄庄附近，将

敌人的汽车运输队包围起来。当日下
午，随着范筑先一声令下，第五、第二
十九支队战士率先发起攻击。正当敌人
利用汽车作为掩体慌忙应战之际，共产
党员、第六支队特务营营长赵健民指挥
第六支队从敌人背后杀来，和第五、第
二十九支队形成夹击之势。

激战中，范筑先亲自率领保安营和
手枪队投入战斗，各部向敌人发起冲
锋，很快突破日军的防线。赵健民带领
战士们冲到敌人面前，和敌人展开白刃
战。战斗中，赵健民接连刺倒了两个日
军，范筑先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看到了
这一情景，他随即大声赞扬道：“好一
个虎将赵子龙！”

傍晚时分，抗日游击纵队参战各部
将押运的200多个敌人全部歼灭，击毁汽
车40多辆，缴获满载粮食和军需物资的
汽车13辆，并俘虏了几个日本兵。

“筑先抗日游击纵队”黄庄歼敌
徐轶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后，济阳
县城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解放。
1946 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
国 民 党 军 于 7 月 8 日 侵 占 了 济 阳
县城。

为了拯救济阳县人民，为了坚决
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犯、保卫解放
区，解放军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
副政委周贯五率领特务第一、第二
团，骑兵大队和济阳县大队，于7月
16日包围了济阳城，向占据济阳城
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7月 16日 22时，随着袁也烈的
一声令下，解放军攻城部队从西、
南、东三面向守城敌人发起进攻。当
时，城内有国民党军一〇六团及反
动地主武装1000余人。敌人凭借其
武器优势，丝毫不把解放军放在眼
里，用轻重机枪向攻城部队疯狂射
击，袁也烈急调炮火向城内轰击。
不久，守敌的多处机枪阵地和城内
的无线电台就被解放军的炮火炸
毁，守敌顿时慌作一团。敌团长和
县长一面上城督战，一面命令手下
用砖、坯、木料和家具等把城门洞
完全堵死。解放军攻城部队发现
后，立即派出爆破组用炸药包炸开
了南门，后续部队随即冲入城内，
和敌人展开激烈巷战。

战至17日凌晨，解放军已消灭
国民党守军过半，夺取了几乎所有的
防御工事，并将残敌压缩在团部周

围。敌人将团部周围的民房点燃，企图
阻止解放军的攻势，解放军指战员迅
速将火扑灭。被围的国民党军派出

“敢死队”乘机反扑。解放军登上民
房，集中火力射击，很快消灭了敌人
的“敢死队”。

济南敌人得到消息，立即命令周边
的国民党军前往济阳县城救援。天亮
后，一股敌人援兵接近济阳县城城南，
但在解放军猛烈的阻击下无法继续前
进。济南的国民党军派出飞机，向解放
军阵地扫射投弹，城外的国民党援军也
乘机发出信号弹，催促城内残敌向外突
围。敌团长见状，带着残敌300余人在敌
机的掩护下出逃。解放军一面迅速组织
机枪朝天射击，击退了敌人的飞机，一
面截击出逃之敌。城内敌人发现东、
南、北门均被解放军控制后，只得向西
门逃窜。他们刚刚逃出西门，就遭到了
解放军的伏击，基本被消灭，援敌见
状，吓得仓皇逃走。

这次战斗，解放军毙伤敌人600余
人，生俘 470 余人，缴获各式山炮 6
门、轻重机枪 30 余挺、掷弹筒 10 余
具、长短枪数百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7月18日下午4时左右，大批国民
党援军赶到济阳县城，却发现解放军主
力不知去向。敌人进城后，立即遭到解
放军和民兵的日夜袭扰，由于害怕重蹈
此前守敌的覆辙，于 7月 25日仓皇逃
离。至此，济阳县城又重新回到了人民
的手中。

解放军渤海军区克复济阳县城
金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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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先抗日游击纵队”在东阿县黄
庄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