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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稷早年赴欧洲留学，学
习当时最先进的印染技术，1929
年回国后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
讲授工业化学、染色学等课程。
九一八事变后，陈维稷毅然投身
到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之中，积极
从事抗日宣传。全面抗战爆发
后，他参加上海各界抗日救亡协
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编写了
《日本侵华年表》《日机疯狂轰炸
在中国》 等英文小册子，向全世
界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

1938 年 3 月，陈维稷应新四
军军部的邀请，向当地军民作抗日
救亡报告，不久，担任安徽省青阳
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大力开
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的
帮助下，大批进步青年参加了新四
军。1939年春，经中共皖南特委
批准，陈维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
为中共特别党员。同年秋，陈维稷
赴重庆工作，先后在重庆合作事业
管理局合作物品供销处任协理和重
庆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等职。其
间，他接受中共党组织指示，进行
了大量统战工作，并赴豫东对伪军
进行策反。

抗战胜利后，陈维稷任上海第
一印染厂厂长、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总工程师，后受聘兼任上海交通大
学纺织系主任和印染学教授。在这
期间，他接受党组织的任务继续从
事地下工作。为了团结上海纺织界

广大技职人员，1947年陈维稷等发
起成立了“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
它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领
导的外围组织，简称“小纺协”，陈
维稷是主要负责人。他通过各种形
式，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团结
争取上层友好人士，掩护在沪工作的
中共党员，为中共党组织和解放军搜
集、传递情报，并为人民军队采购军
需物品。

陈维稷多次以聚餐为名，召开秘
密会议，传达中共党组织的指示。
1948年，陈维稷冒着极大风险，组
织工人和学生参加反内战、反饥饿、
反迫害斗争。上海爱国学生在交通大
学体育馆集会，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军
国主义势力，陈维稷与史良、陈叔通
等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在会上支持爱
国学生的立场。在上海解放前夕，陈
维稷领导“小纺协”团结了大批厂
长、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推动他们向
中共党组织靠拢。为迎接解放，陈维
稷还和“小纺协”积极参与组织了工
人的护厂斗争。

1948 年 12 月，陈维稷不幸被
捕，在党组织和上海交通大学同学
会等积极营救下获释，不久被护送
到解放区。上海解放后，陈维稷随
解放军南下，参加了对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的接管工作，并任上海市军
管 会 轻 工 业 处 顾 问 。 1949 年 11
月，陈维稷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
织工业部任副部长。

陈维稷发起成立“小纺协”
徐涛

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制
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
高潮”。山东的国民党投降派积极响
应，胶东的国民党投降派也蠢蠢欲
动，组成了以赵保原为首的“抗八
联军”，疯狂进攻共产党、八路军领
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胶东国民党投
降派各部中，赵保原是最大的顽固
派和亲日派头子。他长期与日寇勾
结，以发城为老巢，并在此屯集重
兵，构筑工事，屠杀抗日群众，气
焰十分嚣张。针对赵保原的军事进
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
东纵队指示胶东区的山东纵队第五
旅、第五支队开展自卫反击，保卫
胶东抗日根据地，并调山东纵队第
三旅旅长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进入
胶东。清河独立团到胶东后，在胶
东成立了以许世友为指挥的胶东反

投降指挥部，统一指挥反投降作战。
当时，胶东地区敌我力量对比悬

殊，国民党投降派军队超过 5 万余
人，而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仅 1.6 万余
人。在胶东反投降指挥部的正确指挥
下，1941 年 3 月 15 日起，八路军各
部合击牙山，重创国民党投降派部
队；3 月 26 日，第五旅及清河独立团
攻克重镇郭城；4 月 27 日，第五旅、
第五支队及清河独立团在海阳县榆山
与国民党投降派部队5000余人展开激
战，毙伤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榆山
会战的胜利。经过战斗，八路军胶东
部队在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不
仅打垮了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联合
进攻，取得俘敌 8 千余人、击溃万余
人的光辉战绩，更开创了大片新的根
据地。赵保原为挽回败局，令其部下
在发城、赤山、万第固守，企图对抗
八路军的进攻。

针对赵保原的部署，八路军胶东
反投降指挥部迅速调集兵力，将发
城、赤山之敌分割包围。

5 月 23 日，五旅十四团和清河独

立 团 在 不 断 紧 缩 赤 山 包 围 圈 的 同
时，对被围敌人开展政治攻心战。
敌团长在八路军军事压力和政治攻
势下，放弃赤山，逃回海阳。为牵
制赵保原部部署在万第的兵力，进
一步孤立发城之敌，许世友派五旅
十五团和第五支队一个分遣队，分
别插入莱阳西部、西南部，袭击赵
保原部的后方。赵保原多次调集兵
力救援发城，均被八路军打援部队
击溃，无奈之下，只得命令发城守
敌“加修碉堡，固守阵地”。

当时，八路军胶东部队既无大
炮，又缺炸药，便采取以碉堡对碉
堡、分割围困的战术。夜晚，以火
力封锁敌碉堡，用木箱、柳条筐装
满泥土，在敌堡之间筑起一座座简
易碉堡。依托这些土碉堡，把敌人
死死围困起来，同时展开强大的政
治攻势：将传单散发到敌军内部，
大标语贴在敌军碉堡前；利用“土
广播”，向敌官兵宣传抗日救国道
理；把馒头、大饼送给饥饿的敌军
士兵。附近的顽军家属和俘虏，也

主动到碉堡前喊话，控诉投降派的罪
行，呼唤他们弃暗投明、抗日救国。
被包围后，发城守敌每晚都有人前来
投诚。敌军官见状，将士兵五六个拴
在一起，以防再逃，结果导致被拴的
士兵一起投诚。

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赵保原自
夸“固若金汤”的发城外围工事被逐
个攻破。7 月初，五旅、五支队部队分
别攻占发城外围阵地，逐步收缩包围
圈。7 月 26 日，五旅十四团用火攻和集
束手榴弹，一夜打下发城北山三座三
层大碉堡，摧毁了发城的最后屏障。
困守在发城的赵保原部，一面收缩阵
地，一面伺机突围逃走。海莱边界的
群众紧急动员起来，在各山头筑起简
易烽火台，备下照明柴，手持土枪、
长矛、大刀、木棒、铁锹、粪叉，严
阵以待，准备协助子弟兵截击敌人。

7 月 27 日深夜，发城之敌开始突
围 。 敌 军 官 驱 赶 着 拴 成 一 串 串 的 士
兵，狼狈逃窜。群众得到消息，立即
在一个个烽火台上燃起照明柴，把山
川原野照得通明。八路军和地方武装
在群众的支援下奋力冲杀，枪炮声、
喊杀声响彻山野。逃敌被打得溃不成
军，纷纷缴械投降。此役，八路军俘
敌 2000 多人，赵保原部只有少数残敌
逃回万第据点。

发城之战的胜利，为此次为期 5 个
月的八路军山东部队反投降斗争画上
了一个“完美句号”。此后，胶东抗战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八路军胶东反投降战役的最后一战
贾晓明

1938年秋，新四军第四支队奉
命东进抗日，挺进到安徽含山县，开
展抗日救亡活动。第四支队领导了
解到：日军为确保长江航运和淮南
铁路含山段的畅通，在含山县运漕
镇设立了据点，并筑有坚固工事，派
伪军3个中队在此驻扎，成为新四
军沿江开展活动的一个障碍。

针对敌情和地形情况，四支队
首长经研究决定：立即拔掉运漕镇
据点，具体由九团二营4个连队组
成战斗部队，实施此次作战。按照
计划，战斗打响后，由5连抽出1
个班，向运漕对岸发起佯攻；大部
队分为两路：第一路第二营经头家
桥、陆家和方家桥过渡进抵周巷，
再分两路，其五连经三台阁向东街
口前进，以半个班在方家警戒，四
连、六连则进占王家庄之线，派1
个排在龙家湾对黄家墩据点的敌人
实施警戒；第二路以一连经叶家
坝、张家墩、赵家墩从马家渡河沿
堤埂西上，在后叶家渡展开，同时
派出半个班在韩巷警戒。

1938年10月中旬的一天，九
团二营4个连秘密进抵预定位置。
天黑后，四连、六连发现：敌情突
然发生了变化，有两个伪军中队
150余人开进了运漕镇，于是立即
将此情报向指挥员做了报告。指挥
员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认为：运漕镇

伪军虽然增加了兵力，但从其行动判
断，属于换防，并不是针对新四军的
此次行动，因此命令攻击部队仍按原
计划实施进攻。

凌晨4时，战斗打响。新四军由
熟悉地形的群众带路，直冲北街伪军
司令部，伪军各处哨兵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击毙，战士们随即用手榴弹将伪
军司令部炸毁，并乘势冲入营房。在
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营房里
面1个中队的伪军被完全缴械。与此
同时，四连向东街前进，攻占敌碉
堡；六连直奔西街袭击伪军大队部，
和守卫大队部的伪军展开激战。20
分钟后，五连赶来与六连会合，共同
将伪大队部守敌歼灭。不久，冲进西
街的一连，也攻克了西街敌碉堡。镇
内各处残存的伪军发现司令部和大队
部被歼，顿时乱了阵脚，纷纷躲避、
潜逃。新四军各部经严密搜索，搜获
逃敌70余人，另有一股伪军刚刚逃
出镇外，就被埋伏的警戒排活捉。

经过一个半小时激战，新四军全
歼运漕镇守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此时天色未明，新四军参战各部一面
打扫战场，一面在运漕镇内就地休
整。此役，四支队全歼伪军5个中队
（其中生擒 160 余人），缴获枪支
200余支及大批军需品，解救被伪军
关押的群众140多人，新四军参战部
队无一伤亡。

新四军第四支队夜袭运漕镇
吕勃东

“九人工委”的成立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贵州籍先进分
子，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外出求学。
他们通过写家信、寄书刊等方式，把先
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入贵州。1929
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贵州建立组织并开
展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贵州
各地党的地下基层组织逐渐增多。同
时，林青、缪正元等一批在外省从事革
命活动的中共党员也回到贵州，开展革
命运动。

1933年冬，林青和缪正元找到毕
节进步教师秦天真，并发展秦天真入
党。接着，三人在毕节成立了党支部，
并成立了“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各
种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广大青年
和各阶层爱国人士。

为了建立起一支党领导下的武装，
林青、秦天真多次做活跃在滇黔边区的
游击队领导人范建章的思想工作，并在
条件成熟后发展他为中共党员，扩大了
党在滇黔边区的影响。

毕节党支部进行的革命活动，积极
而卓有成效，但也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毕
节军阀的注意。1934 年夏，林青、秦天
真、缪正元被迫同“草原社”的几个骨干
先后离开毕节，转移到贵阳、安顺、遵义
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共产党员
邓止戈、刘茂隆等先后来到贵州，与中共
贵州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由于中共贵州党组织的活动不断扩
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始摆脱了
分散、自发的状态，朝着由地下党组织
直接领导的、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阶段发
展，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以及进
步青年纷纷团结到党组织的周围。在很
短的时间里，以贵阳为中心，毕节、安
顺、织金、遵义、炉山等地以及贵州军
阀的部队里，都有党组织或共产党员的
活动。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和汇合，
1934 年 9月，由林青、邓止戈、秦天
真、缪正元、高言志、李余生、萧仕
铣、王石安、赵促成组成贵州省革命工
作委员会，又称“九人工委”。这是一
个“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由党内外人士
结合的革命组织”。它的任务是：寻找
党的上级组织，发展革命力量，指导全
省的革命活动。

“九人工委”的成员分别在军队和地
方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活动，宣传共产党
的政治主张，培养进步青年，动员和组织
革命力量。按照分工，林青等负责联络上
级党组织，邓止戈等负责兵运工作，秦天
真等负责学运工作和组织群众团体。不
久，共产党员刘茂隆来到贵阳，经严金秋
介绍，与秦天真等取得联系后，在贵阳从
事革命活动。他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建立

“文学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在
青年和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

早在贵州省工委成立前，林青、邓止
戈已发展了时任黔军少将参谋长的黄大
陆成为地下党员。在省工委的领导下，黄
大陆积极投身兵运工作。他一面为组织
搜集情报，一面在黔军第一师中团结进
步军人，并安排共产党员缪正元等人进
入该部电报队工作，以扩大内线。红军长
征进入贵州时，黄大陆秘密收集情报资
料交给红军，并以保存实力为理由，设法
阻止该师与红军正面交锋，同时暗中收
容掉队的红军战士进行妥善安置。

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建
立中共贵州省工委

1935 年 1 月初，中央红军夺取遵
义，正在遵义隐蔽活动的林青见到了早
年在上海进行革命工作时的战友吴亮
平。吴亮平此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
传部长。经吴亮平介绍，林青见到了红
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汇报
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李维

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
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邓止戈、秦
天真为委员（后增加刘茂隆），林青兼
任遵义县委书记。李维汉还向林青传达
了遵义会议精神，鼓励全体党员要在白
色恐怖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省工委
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由中共中央批准建
立的唯一的省一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
它使贵州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

红军一渡赤水期间，黄大陆、缪正
元随黔军第一师随后进入遵义，找到了
林青。林青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
示。缪正元将电台密码抄下交林青转交
红军。不久，黔军被国民党中央军借机
吞并。该师调防六枝岩脚，并被改编为

“中央军”一〇三师，电台重新配置新
密码。黄大陆、邓止戈、缪正元等人设
法搞到新的电台密码、国民党军的贵州
军用地图、国民党空军飞机联络暗号以
及国民党军师职以上军官通讯代号等一
批重要情报资料，通过秦天真带回贵
阳，转交中共中央，有力配合了中央红
军四渡赤水，并为红军取得战略转移中
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
达贵阳，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秦天真
接上头。潘汉年听取了省工委的工作汇
报，并传达了中央要求省工委配合中央
红军斗争的指示。省工委接受任务后，
积极开展了工作。同月，滇军在滇黔边
堵截中央红军时，范建章曾按照省工委
的指示，带领游击队伏击滇军，以策应

红军突破封锁，胜利转进。
为安全护送潘汉年回上海，省工委派

女共产党员、贵州妇女运动的先驱蓝运臧
护送。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蓝运臧与潘
汉年假扮夫妻，对外称“前往北平读
书”，从贵阳经独山、柳州取道广州，最
终安全到达了上海。

中共贵州省工委在全省各地持
续开展革命活动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在全省各地
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配合和
支持红军在贵州的转战。省工委将林青从
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妇
女会刊物《惊蛰》主编了一期文章，旗帜
鲜明地号召“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反对
法西斯统治”。此后，省工委在人民群众
中持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
张，传播红军胜利的消息，揭露国民党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发动群
众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贵州各地引
发了极大的反响。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
十六周年，中共贵州省工委安排起草了
《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并领
导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会。集会
当天，代表们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
行，号召全省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内战，
一致抗日。会后，还发动了纪念“红五
月”活动，各校宣传队上街演讲，激发贵
阳儿女的反帝热情。

随着省工委的建立，贵阳地区的党建
工作进一步壮大。1935年3月，中共省立
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支部建立，隶属省工委
领导。到1935年4月，全省已有11个县
和贵阳地区十多所学校建立了县委、支部
或小组，形成以省工委为核心的党的体
系，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斗争。

贵州省工委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以林
青为首的军事小组，由秦天真具体负责，
深入各地发动武装斗争，并派军事小组成
员丁沛生打入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起义工
作。丁沛生在驻安顺的国民党部队中成功
策动两个排起义，并在安顺、贞丰一带打
游击，后编入中共黔西游击队。

在黔军军阀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
际，国民党“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反
而借“追击红军”之名派大批军队进入贵
州，趁机夺取了黔军军阀的军政大权。随
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人到贵州组建特
务室，专门负责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
动。数月后，中共贵州省工委及所属贵阳
部分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
林青等人先后被捕。贵州省工委一面布置
营救林青，一面迅速遣散已经暴露的同
志。9月11日，林青在贵阳英勇就义。

林青牺牲后，贵州省工委作出决定，号
召全体党员学习林青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
和英勇牺牲的高贵气节，以争取新形势下
的新胜利来纪念林青。在严峻的形势下，省
工委决定整顿巩固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隐
蔽、转移、分散活动，并在边远农村和黔军
部队、绿林武装中继续开展工作。全面抗战
爆发后，根据上级指示，组成新的中共贵州
省工委，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
策为委员，担负起领导和发动全省抗日救
亡运动的重任。随后，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
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前后
秦芸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地区先后涌
现出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多支抗日
义勇军。由于岫岩县地处南满铁路以
东、安奉铁路以南，丹东至大连海岸
线以西三角形地带的中心，且山高林
密、地形复杂，有利于开展敌后游击
战，所以很多义勇军选择以岫岩山区
为根据地，向周边各县的日伪军展开
攻击，并干扰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一
度形成了以岫岩为中心的辽宁东南
部“三角抗区”。到1932年11月，“三
角抗区”的义勇军合计已达3万余
人，给日伪的统治以巨大的威胁。敌
人深感不安，于是调集重兵对“三角
抗区”进行“讨伐”。

1932 年 12 月 15 日，日伪军
数百人到达岫岩城北黄花甸子和关
门山一带。为打击来犯之敌，义勇
军各部派出 2000余人，在上述地
区构筑工事、挖掘战壕，进行了周
密的布阵设防，并在关门山龙门设
立了指挥部。

16日，日伪军一部向关门山
方向进犯，遭到义勇军的猛烈打
击。义勇军对走在前面的伪军和走
在后面的日军进行了分割包围，并
集中力量攻击伪军。数百伪军抵抗
不住，很快就缴枪投降。日军见
状，裹挟着少数伪军退入一条沟内
继续顽抗。义勇军以优势兵力把敌
人包围起来。黄昏时分，义勇军在
援军赶到后发动夜袭，战至午夜，

被围日伪军大部分被歼，少部分突围
逃向黄花甸子。

17日，义勇军得知部分伪军和
30余辆辎重大车窜到黄花甸子救援
日军，便出动主力向黄花甸子发起进
攻。日伪军很快溃散。义勇军遂占领
黄花甸子，缴获了敌人丢弃的大车。

义勇军各部经过研究，一致认为
敌人会赶来“报复”，于是将部队埋
伏在黄花甸子附近高地严阵以待。当
天晚8时，日军一个中队率先赶到黄
花甸子。日军头目见黄花甸子“防御
松懈”，于是纵马率队发起偷袭，结
果却被埋伏的义勇军一枪毙命。其余
日军因指挥官被打死，不敢贸然前
进，于是退到矿洞沟高地，和后面的
伪警察大队会合，准备天明后再行进
攻。18日清晨，义勇军悄悄包围高
地，并发起突然攻击。日伪军仓皇迎
战，被击毙多人。义勇军又出动大刀
队200余人乘胜冲入敌人驻地，经过
激烈厮杀，消灭日伪军100多人，活
捉伪警察大队大队长及日军参事官以
下数十人。直到12月19日，日军出
动大批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赶到黄花
甸子增援，才把残存的日伪军救走。

关门山、黄花甸子战斗，义勇军
连战连捷，毙伤日伪军190余人，俘
虏60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支、机
枪3挺、火炮2门、电台1部及一批
弹药和军需品，为粉碎日伪当局的

“大讨伐”奠定了基础。

义勇军关门山、黄花甸子连战连捷
刘思琪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

义。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

州省工作委员会，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

兼遵义县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

后，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配合和支持

红军转战贵州以及在全省发展党员、建立

党的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游击武装

的过程中，发动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国

民党反动派统治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贵州的解放

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林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