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闻新读10 责编 /贾晓明 李冰洁 校对 /耿斌 排版 /陈杰

2023年11月16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jiaxiaoming1@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57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PIANHOUSHIYI

篇后
拾遗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1945年，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
先后开展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作
战，对日伪发起战略反攻，收复了
大片失地，锋芒直指伪军盘踞的如
皋城。当时，盘踞在如皋城的是伪
军独立十九旅和伪军如皋保安团，
有3000多人的兵力。8月15日日本
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如皋城内的伪
军独立十九旅及伪保安团拒绝向人
民军队缴械投降。他们把如皋城墙
加高加厚，并设置了大量土堡，妄
图继续负隅顽抗。

1945 年 9 月 15 日夜，如西县、
泰县、如皋县三县地方武装和民兵
1 万余人将如皋城包围起来，在城
四周 6 公里范围内，封锁了所有道
路。如皋城外围敌人放弃阵地，龟
缩进城。

18日下午，新四军苏中军区首
长率主力部队开抵如皋城城外，向
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但城内伪军仍
拒绝投降。苏中军区首长遂决定立
即发起攻势，消灭这股伪军，光复
如皋城。按照作战部署：教导旅主
力负责攻取西、北门；特二团负责
攻取东门；特四团和如西独立团负
责攻取南门。

从19日开始，新四军炮兵开始
炮击城墙上的伪军碉堡，民兵和支
前群众在火力掩护下夜以继日地挖
战壕、打造攻城工具，并对护城河
进行了排水作业，还用草包在河底

堆 筑 起 了 多 条 土 坝 ， 供 突 击 部 队
使用。

9 月 21 日凌晨 1 时，攻城战斗首
先在如皋城西门打响。攻城部队在火
力掩护下向城墙冲去。就在此时，突
然天降大雨，导致护城河水暴涨，护城
河中事先筑起的土坝多被冲毁。民兵们
见状，有的立即奋不顾身地跳进河里，
用肩膀撑住木板，搭起浮桥，协助突击
队过河；有的则腰系绳索跳入河中，游
至对岸后将绳索拉直系牢，让突击队员
攀着绳索过河。

在民兵的帮助下，突击队员们很
快过河，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攀
城。部分战士登上城墙后，与守敌展
开激烈的战斗，很快夺取了西门城
门。随着西门被打开，大批后续部队
冲入城内。

守敌发现新四军主攻方向是西门
后，急调据守东门、南门的敌军增援
反扑。此时，埋伏其他城门外的突击
队立即发起进攻，相继突破了敌人城
防，并打开各城门。

21日天明后，在新四军的强大攻
势下，城内工事被逐个击破，守敌纷
纷举手投降。南通等地的国民党军派
出援军，企图给如皋城伪军解围，但
慑于新四军和苏中人民群众的威势，
或远远观望，或干脆掉头撤走。

战斗进行到 9 月 21 日下午 1 时，
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完全消灭守敌，
胜利光复了如皋城。

新四军光复如皋城
孟 纬

1944年春，新四军第一师兼苏
中军区，为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
面，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
地区的战略联系，决定于 3 月上旬
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
作战。为了打好这一战役，一师决
定集中 5 个团的兵力组成三支纵
队，并制定了缜密的作战方案：由
三旅七团为攻坚纵队，担任攻占车
桥的任务；以一旅一团及泰州独立
团一营、三分区特务营组成一个纵
队，担任淮安、淮阴方向的打援任
务，以十八旅五十二团及江都独立
团、高宝独立团各一个营组成一个
纵队，担任曹甸、宝应方向的打援
任务；另以师教导团一营及四分区
特务团两个营为总预备队，并与三

师联系，以策应这一战役行动。
3月5日凌晨1时50分，主攻车桥

的新四军部队，按照预定方案向车桥守
敌发起进攻。面对新四军的猛烈攻击，
车桥据点的敌人惊慌失措，不断向各地
日伪军求救。从 5日下午至 6日清晨，
各地日伪军纷纷出援车桥，均遭到新四
军打援部队的顽强阻击。3月5日下午3
时，驻曹甸、宝应方向的日伪军最先出
动，行至大施河时，遭到新四军的突然
袭击，很快被击退。

淮阴、淮安等地的敌人接到车桥守
备部队受到攻击的报告后不久，又接到
了新四军三师进攻朱圩子据点、歼灭伪
军300余人的报告，一时难以判断新四
军的真实意图，后得知攻克朱圩子的新
四军已经撤离，才于5日下午3时纠集
驻淮安、淮阴、涟水等地的日伪军700
余人，分批在淮安集结，乘汽车增援
车桥。

第一批日军240余人于下午4时乘
汽车进至车桥以西约10里的韩庄芦家

滩附近时，发现前方公路狭窄，路边芦
苇茂盛，就停下车辆，向前方开炮侦
察，见无动静，这才继续前进。进入新
四军的伏击圈后，开在前面的第一辆汽
车掉进了陷坑。乘敌人慌乱之际，新四
军指战员立即射击。敌人受到打击，向
路边逃去，结果陷入新四军预先埋下的
地雷阵，被炸死炸伤60余人。敌人集
中一处，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向新
四军的正面阵地冲来。一团三营利用工
事瞄准射击，敌人靠近就用排子手榴弹
打击，先后击退了三次进攻。敌人见正
面难以通过，又向三营东北方向迂回，
一团二营四连见状，立即从侧翼打击
敌人。

4点半钟左右，侦察员报告，第二
批援敌100余人赶到战场，遭到二营六
连的突然打击。5点30分，第三批援敌
赶来，掩护第一、第二批残敌退入韩
庄。新四军立即将敌人包围起来，并派
出战斗小组，贴近村庄，扰乱并侦察敌
人动向。

入夜后，韩庄敌人兵分两路：一路
全力向新四军打援部队进攻，另一路则
偷偷窜进芦苇荡，企图继续增援车桥。
一团发现后，立即组织截击，经过激烈
战斗，将两路敌人击败。残敌一部被逼
窜回韩庄，一部躲在芦苇荡及周边的田
野坟地里，一部逃到小马庄。

新四军一部尾随敌人到韩庄后，很
快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粉碎了敌人的
抵抗，乘势冲进庄内，和日军进行白刃
战，消灭了大部分敌人，并击毙敌大
队长。

与此同时，一团两个连也冲进小马
庄。战士们绕到敌占房屋后面，搭起人
梯，揭开屋顶的瓦片，接连扔下手榴
弹，随即采用火攻，将其歼灭，并生擒
日军12人。

进入芦苇荡的敌人同样也遭到新四
军的打击，大部分被消灭，有十几个躲
在芦荡里的敌人被新四军和民兵搜出并
活捉，其携带的九二式步兵炮也被缴
获。走在前面、负责带路的20多个伪
军，“成功”逃出芦苇荡后，向车桥方
向逃窜，在车桥附近被正在参加战斗的
新四军炮兵部队俘虏。

6日凌晨3时左右，日军第四批增
援部队进到韩庄，与躲在汽车下苟延残
喘的敌人会合，却发现前几批敌人只剩
下40余人，天亮后，敌恐被全歼，于
是慌忙乘车逃回据点。至此，韩庄打援
战斗胜利结束。

车桥战役中的韩庄打援战
贾晓明

1940 年 8 月，八路军向华北侵
华日军发起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第一
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破坏日军交通线，
重点摧毁正太铁路。其中，八路军抗
敌决死纵队二十五团的任务是，突袭
正太铁路山西寿阳境内的马首火车
站。8月20日晚8时，二十五团主力
发起全线攻击，猛攻马首火车站。所
属八连被安排到团指挥所驻地大洛坡
村，负责保卫团指挥所、后勤人员和
地方群众安全，并担任总预备队，随
时准备投入战斗。

二十五团主力在马首火车站和守
敌激战时，盘踞在戴家垴据点的日军
为解马首之围，派出50余人，趁着
风雨夜，偷偷绕过龙化山，企图偷袭
二十五团指挥部。8 月 21 日拂晓，
这股日军借助青纱帐的掩护，偷偷接
近大洛坡村外围，却被出村挑水的炊
事员张生旺发现。张生旺立即向不远
处的哨兵发出警报，哨兵跟着鸣枪示
警。敌人见偷袭败露，只得依仗火力
优势改为强攻。

正在指挥所的团参谋长李懋之听
到报警后，立即组织战士实施反击
——八连连长任尚琮率一排、三排迅
速抢占村东北高地，进行阻击；指导
员张万清率二排赶往村东南抗击敌
人；团部所有可以作战的人员也立即
做好迎敌准备。

二排指战员赶到村口时，发现村
外敌人一面用机枪火力压制村口阵地
上的八路军岗哨，一面向村内发起冲
锋，已进至距离村口阵地只有10多

米远处。二排指战员立即上刺刀，冲向
迎面而来的敌人。双方立即展开白
刃战。

经过激烈战斗，二排将敌人打退。
但敌人退出村外后，依仗火力优势，用
机枪向二排疯狂扫射，企图卷土重来。
战斗中，张万清和二排长毛占绪相继
负伤。

关键时刻，八连连长任尚琮率领一
排突然从侧翼杀出，很快冲到敌人阵地
前。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只得起身
迎战。敌我双方再次展开白刃战。八路
军战士用刺刀、枪托、拳头，与日军进
行格斗。团部和后勤人员也纷纷赶来助
战。经过激烈厮杀，八路军指战员将大
部分敌人消灭，其余十来个敌人丢下重
武器，转身四散逃窜。八路军战士们乘
胜追击，搜捕逃窜的敌人。

有一个敌人躲在一个土洞中，被司
务长牛显跃发现。牛显跃悄悄摸到土洞
旁，待这个敌人探出头张望时将其击
毙，缴获了一把完好的三八式步枪。日
军指挥官逃跑时被八连战士击中，倒在
泥坑里装死。追击的八连另一位炊事员
张喜上前查看，敌指挥官突然开火，击
中张喜腿部。张喜不顾伤痛，奋力跳入
泥坑和敌人搏斗，终将其击毙。

这次战斗，八路军和日军激战一个
多小时（其中白刃战半个多小时），击
毙进犯日军 40 多人，缴获机枪 2 挺，
步枪 48 支和短枪 1 把以及一批弹药。
战后，八连受到了八路军总部和首长的
嘉奖，被授予“白刃格斗英雄连”的
称号。

大洛坡村八路军白刃歼敌
金 阁

中共豫陕区委的成立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发展河南省党
组织。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央派王若
飞、萧楚女等一大批同志领导河南省
党的工作。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
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指出：河南

“应当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委，整
理各级党部的组织，并定出系统的计
划来代替人的指导个人的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要求，
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领导河
南省、陕西省的关中地区（是年底，
陕北地区也归豫陕区委领导）、江苏
省的徐州、安徽省的宿县等地的党组
织和革命活动，王若飞为书记，黄平
万、李求实、李震瀛、彭泽湘等为委
员。中共豫陕区委隶属中共中央领
导，同时接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
下辖3个地委，7个特别支部，10多
个支部，党员200余人。

整顿发展党的组织

针对当时党的组织尚未健全、领
导力量不强、部分党员团员思想水平
低、缺乏斗争经验等实际情况，豫陕
区委甫一成立，首先进行组织上的整
顿和思想上的教育。在河南境内的地
委和特支由区委派人前去改组，陕西
境内和徐州则分别由特派员担任此项
工作。与此同时，加紧内部训练，
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增强组织观
念。比如，开封以举办训练班为主
要形式进行内部训练，区委书记王
若飞、共青团豫陕区委书记李求实
等任教员，或拟写报告提纲，或指
定专人演讲，学习内容包括资本主
义社会之本质、无产阶级革命与国
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之组织、党
的知识等。各支部除学习 《中国青
年》《向导》刊登的文章和《共产主
义 ABC》 外，还开展关于个人和主
义、团体与组织的讨论，对存在的
旧思想、旧观念有针对性地展开批
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几个月的紧张
工作，豫陕区委在工运、农运、学
运、军运和国民运动等方面的组织
陆续建立，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党
组织快速发展，党员的思想觉悟和
党组织战斗能力显著提高。到1926
年 1 月，已建立起郑州、开封、信

阳、西安等 7 个地委和彰德、洛阳、
徐州等 10 个特别支部，党员达到 700
多人。

广泛开展革命宣传

中共豫陕区委自成立伊始，便非常
重视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
育。1925年9月1日，共产党员萧楚女
创办的政治性刊物《中州评论》出版发
行，这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活
动的重要阵地，在国内10多个省市设
有 17 个代办处，主要刊登政治评论、
国际政治和工运、农运、青运及妇女运
动的情况，遇有重大事件还出专号、专
刊或特刊。豫陕区委成立后，《中州评
论》 成为区委的机关刊物。《中州评
论》旗帜鲜明，富有战斗性，公开声明
自己的目的是“继承着五卅以来反帝国
主义的精神，立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
准备着去领导这个运动”。在宣传内容
上，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
育，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号召人民团结
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宣传中
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指出当时的中国
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
民遭受帝国主义最残酷的统治，必然要
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宣传正确的革命道
路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建立

革命的民主政府，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
各民主势力的联合战线；宣传坚持革命
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武装夺取
政权的思想，指出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
题，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革命的
武装。

1925年11月，针对河南省会警察
厅“禁止赤化宣传”和“悬赏稽查共产
党机关”等行径，王若飞以“岳威”为
笔名在《中州评论》 发表 《异哉，警
察厅之所谓赤化》 一文，针锋相对地
指出：“只有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和
军阀，才会在共产主义的面前发抖
啊！”《中州评论》 对宣传捍卫马克思
列宁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党早
期的理论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区委领导的群众组织中也创办有多
种革命刊物，较有影响的有 《雷火》
《青年评论》等。豫陕区委通过这些进
步刊物，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知识的
传播和普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方
针政策。

组织凝聚青年力量

在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下，经过五
卅反帝爱国运动锻炼的青年继续站在革
命运动的前列，组织不断壮大，当时有
4个革命青年组织影响较大，即青年学

社、青年社、青年干社、青年救国团。
青年学社以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
生为主，其组织遍布开封各中等学校，
有200多名社员；青年社是以开封省立
二中学生为主，有100多名社员；青年
干社、青年救国团主要以中州大学附中
的部分学生为主，虽然规模小，但影响
很大。

为结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广泛统一战线，中共
豫陕区委决定将4个青年革命组织合并
为河南青年协社。1925年12月底，河
南青年协社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人员有
4个团体的社员400多人。大会通过了
协社宣言、总章、运动纲领，成立宣言
指出：“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应
该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同时为了民族的
解放，我们更应该站到第一道战线去”

“我们自己应该组织团结起来，为自身
利益而奋斗；我们同时应该去唤醒工农
组织团结起来，为全国同胞的利益而奋
斗”。会后，社员很快发展到 600 多
人，他们到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教育，
创办平民夜校、补习学校等，提高工
人、农民的觉悟，壮大革命力量，青年
协社成为豫陕区委开展反对军阀统治的
有力群众组织。

深入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
定，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迎接北伐战
争的政纲，要求北伐路线必经的省份

“预备民众奋起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
织”。同时指出：“中国的革命，工人
固然占着领导地位，然非取得广大农
民群众起来参加，不会成功。”特别会
议还决定改组和加强豫陕区委的领导。

改组后的豫陕区委按照上级指示精
神，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推动革命发展
的重要途径。

4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
民代表大会对开展农民运动进行指示：

“望各地有农协组织之地方，迅速发展
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立刻
准备代表和搜集到会讨论材料，北伐路
线必经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其重
要。”根据这一指示，豫陕区委在开封
召开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大会确
定了开展农运的方针政策，以各种农民
自卫武装团体作为主要对象，使之成为
农民协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武装。此
外，大会还决定对豫南和京汉、陇海铁
路线上有着发展工作之需要和可能的
18个县，着手开展农运工作。

由于直系军阀吴佩孚入豫后大肆镇
压工农运动，使农民运动遭受巨大损
失。针对这一情况，中共豫陕区委通过
省农协向13个县派出农运特派员，他
们多以乡村教师身份开展平民教育，对
各农协进行整顿和训练，总结经验，指
导工作。到 1926年 5月底，全省农民
协会已恢复4个县农民协会，32个区农
民协会，200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人
数约27万，仅次于广东省，占全国农
协会员总数的27.5%。

1926年8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
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豫陕区
委，分别建立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和中
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
地方史志研究室）

中共豫陕区委的成立和发展
王黎锋

1947 年 1 月中旬，国民党军制
订了所谓“鲁南会战”计划，企图消
灭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全部占
领华东解放区。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以 2 个纵
队在南线临沂附近阻击南线国民党
军；以地方武装在兖州以西造成主
力西进假象；以 5 个纵队迅速秘密
北上会同由胶济线南下的 2 个纵
队，于2月 20日至23日将南下的国
民党军第二绥靖区指挥所及 2 个军
共 7 个师 5.6 万余人围歼于莱芜地
区，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并乘胜
收复13座城市。

莱芜战役期间，解放军胶东军
区部队积极开展攻势，牵制胶济铁
路沿线和鲁南的国民党军。莱芜战
役后，解放军胶东军区部队根据华
野司令部的部署，向控制胶济铁路
交通枢纽岞山火车站的敌人发起
攻势。

当时，岞山站国民党守军拥有
“全美械装备”，并以岞山站为核
心，修筑了子母堡、梅花桩、鹿
砦、陷阱、壕沟等工事，可谓易守
难攻。

2月28日，解放军进抵岞山站，
并用炮火对敌人工事实施打击。17
时，解放军向盘踞于岞山站的敌人发
起攻击，迅速突破外围工事。20
时，国民党军派铁甲列车赶来救援被

围守敌。由于解放军早已对铁轨实施
了爆破，致使敌人的铁甲列车不能前
进，上面的敌人凭借坚固的装甲，以
远程炮火向解放军射击。解放军战士
在黑夜的掩护下，继续对铁轨发起爆
破，先将敌人铁甲列车的退路截断，
继而利用敌人武器的射击死角冲上
去，将手榴弹塞进车内，很快将敌人
全部消灭。

经彻夜激战，车站守敌阵地被解放
军分割为数个部分，有线通信也被切
断。解放军派出多支突击部队，从东
北、东南、正南等方向突破敌前沿阵
地。至3月1日拂晓，全歼车站附近惺
惺山和岞山上的守敌，并肃清了岞山站
外围所有据点，迅速将守敌压缩于车站
的西北角。又经过激战，解放军再歼敌
一部，并将火炮推进至岞山站东百余米
处，用炮火对车站内的核心工事进行猛
烈轰击，连续摧毁敌人的地堡，并击毁
车站东门。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残
敌抵抗意志濒于瓦解。13时，守敌举
起白旗投降。

此战，解放军胶东部队歼敌 2100
余人，缴获长短枪840余支、轻机枪47
挺、重机枪6挺、炮9门。战后，困守
于胶县城内的国民党军分路逃窜，解放
军乘胜收复昌邑、高密、胶县，重新占
领胶济铁路东段200余里，国民党军勉
强通车后仅维持了4个月的胶济铁路再
次被拦腰截断。

解放军胶东部队勇夺岞山站
徐 轶

从 1925 年 10 月 中 旬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

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

区执行委员会。中共豫陕区

委成立后，整顿发展党的组

织，广泛开展革命宣传，领

导开展农民运动、青年运

动、学生运动，不断巩固壮

大党的力量，在中国革命史

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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