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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初，红三军在军长
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由大洪
山出发，从随县以北翻越桐柏山，进
入豫西南。一路上，红三军交替掩
护，边打边走，不断突破国民党军、
地主武装的围追堵截。11 月下旬，
贺龙命贺炳炎率部在西峡口附近的觉
村一带设伏，歼灭追敌一部后，继续
率领红三军由荆紫关进入陕西省南
部，进至丹凤县。当红三军进至寺底
铺附近时，受到先期赶到这里的国民
党军六十四师的堵截。当时，国民党
军占领和尚台，居高临下向红军射
击。贺龙经过观察，迅速制定了作战
方案，并集中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
红三军按照贺龙的部署，激战两个小
时，终于击溃守敌。

战斗后，红三军从俘虏口中了解
到，陕南竹林关、漫川关一带敌人兵
力空虚。经贺龙等研究决定，红三军
迅速向竹林关发起突袭，并于11月
24日占领了竹林关。

随后，红三军从竹林关进入湖北
郧西县境，又从漫川关进入陕南，于
12月 2日到达旬阳。红军一路纪律
严明、公平买卖、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用实
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因此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
烈欢迎。几天后，红三军抵达汉江艾
家河渡口，当地船工20余人驾驶10
余只小船从艾家河口和二郎滩底两个
地方，用一整天时间将红军全部送过
河去。

12月中旬，红三军在湖北省竹溪
县兵分两路。右路军由贺龙率领，经鸡
心岭进入巫溪县徐家镇；左路军由关向
应率领，沿巫溪县阴条岭进入巫溪双阳
和大峡谷。

12月15日清晨，红三军右路军先
头部队在野猪峡、七蟒峡和国民党守军
发生激战。红军战士从山间小路快速穿
插，首先夺取了敌人设在山顶的碉堡。
然后兵分三路：一路从正面突击，一
路从河对岸山头攻击，一路翻到后面
山顶居高临下包抄。敌军腹背受敌，
很快仓皇向县城逃窜，驻防巫溪县城
的国民党军听说前线失败，吓得直接
弃城逃跑。12月15日晚，红三军右路
军进驻徐家坝，并在徐家坝开仓放
粮，赈济穷苦百姓。当夜，红军就睡
在群众的屋檐下。随后，贺龙率领部
队继续前进，于 12 月 18 日在夏布坪
和左路军顺利会师，并立即制定了攻
打大昌镇的作战计划。战斗打响后，
大昌镇守敌仅进行了象征性的战斗，
便举手投降了。

此后，红三军抢渡长江，离开了
大昌镇，顺势而下，渡过长江，于12
月下旬进入巴东、建始、鹤峰边界地
区。12 月 30 日，红三军攻占鹤峰县
城，全歼该城守军保安队，恢复了中
共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1933年
1 月中旬，红三军占领桑植县城，初
步稳定了湘鄂边苏区的局势，结束了
此次长途转移。此次长途转移历时两
个多月，行程7000余里，被后世称为

“小长征”。

红三军七千里“小长征”
金 阁

1932年，中央苏区每县开始单
独成立一个赤卫军模范师：每区成立
一个模范营，每三个营编为一个模范
团，每县三至五个团成立一个师。其
任务是：配合红军行动，支援红军作
战；训练赤卫军的下级干部；为红军
补充兵员。

1932 年 8 月，兴国模范师在江
西省兴国县城郊筲箕窝组建，其指战
员是从少先队、赤卫军挑选出来的优
秀分子。该师下辖五个团及一个特务
营，全师指战员约7000人。其第一团
辖高兴、上社、城市3个模范营；第
二团辖沙龙、乐江、杰村 3 个模范
营；第三团辖方太、崇贤、城冈、枫
边 4 个模范营；第四团辖莲塘、鼎
龙、东村 3 个模范营；第五团辖均
村、茶园、水丰、黄塘4个模范营。
11月7日，兴国模范师正式组建师部。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
为保卫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更大
规模的“围剿”，中共中央决定开展

“扩红”运动。1933年5月，兴国模范
师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报名加
入红军，带动全师集体报名参加红军。
6月1日，被批准参加红军主力部队的
兴国模范师成员5161人，集中在筲箕
窝广场红军检阅台前，举行盛况空前
的誓师出征大会。中央、省、红军各
军团及江西军区领导机关代表和兴国
县各界群众共 35000 余人出席欢送大
会。兴国模范师这一壮举得到中央党
政军领导机关和各界群众热烈赞扬，
同时在整个中央苏区引起强烈反响，
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的开展。

不久，被批准参加红军的兴国模范
师指战员从兴国出发，开赴乐安整编，
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
第六师。至此，红六师由兴国地方武装
发展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师，全师辖十
六、十七、十八等三个团，5000多人。

红六师成立后，便和兄弟部队投入
到反“围剿”斗争中，在战火中得到了

锻炼。1933年 8月11日,《红色中华》
第 84期第 6版在通栏标题 《欢送兴国
模范师全体加入红军开赴前线消灭敌
人》下，用整版内容报道了兴国模范师
全师上前线的光荣壮举，同时介绍了兴
国模范师训练和作战的近况。

长征出发时，红六师随红三军团担
任全军的右路先锋。经过半天激战，红
三军团率先突破封锁线。1934年10月
22日午前，红四师攻占了白石圩。午
后2时，红六师第十六团胜利攻占了韩
坊。下午，红六师十七、十八两个团乘
胜追击，攻占了固陂，并前进到砰石，
掩护中央纵队通过封锁线。27日，红
六师占领崇义县城。

11月4日，红六师和兄弟部队在
汝城南面的天马山、大来圩、官路下一
线，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8日，红六师直插湖南宜章县
城，准备打破国民党军精心构筑的第三道
封锁线。9日，红六师附二个迫击炮连和
一门山炮，向宜章城攻击前进，攻下章桥

市后，得知国民党军主力尚未赶到宜章
城，只有数百名民团防守，师首长亲率一
个连，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向宜章疾
进，一路智取了不少敌人的堡垒。

11月10日，红六师以十六团为先
锋，冒雨急进，在距宜章15公里的白
石渡击溃了国民党地方民团的阻击，并
乘胜追击直抵宜章城下，构筑工事，做
好了攻城准备。半夜，宜章守敌自知不
敌，弃城而逃。11月11日拂晓，城内
群众热烈欢迎红六师进城。

11月25日，红六师和兄弟部队一
起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击退了敌人一
次又一次的冲锋，把潇水变成了敌人

“不能逾越的障碍”。在成功迟滞追敌两
天后，红六师主力继续向西进发，红六
师第十八团留在湘江东岸接应兄弟部
队。该团与敌人3个师血战一天，不少
同志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后，红六师参加了攻打黄
平、瓮安的战役。1935年1月5日，红
六师参加突破乌江战役，攻占楠木渡，
架浮桥掩护军团部渡过乌江，并掩护红
一军团夺取了遵义城，随后又在尚稽
镇、懒板凳一带阻击敌人，保卫了遵义
会议的顺利进行。

遵义会议后，红六师被改编为红三
军团独立团，并参加了土城战役。
1935年 2月10日，红三军团在四川扎
西再次整编，红三军团独立团番号撤
销，指战员被编入其他部队。

兴国模范师的战斗历程
贾晓明

抗战时期，江苏省丰县、沛县城
北之十字河地区，是联系（微山）湖
西和鲁南两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
1940年冬，日伪军对十字河地区连
续进行“扫荡”，遭到当地抗日军民
的坚决回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
党鲁苏战区沛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冯
子固、丰县常备队总队长黄体润等顽
固派和日伪军互相勾结，大肆进犯驻
十字河地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部队，
企图完全控制十字河地区。

为确保对十字河地区的掌控，八
路军一一五师立即命令教四旅在教
三旅第九团和山东军区部队一部
（驻微山湖东）的协助下，向进犯的
国民党顽军展开反击。1 月 15 日，
教四旅第十、第十一团和教三旅九
团多路奔袭十字河地区冯子固部驻
守的据点，经连续战斗，攻克据点
十余处。

冯子固、黄体润部连遭败绩，只
好求助于日军。18日，丰县日伪军
出动数百人，乘15辆汽车，以 3 辆
坦克开路向陈新庄突袭，企图包围
八路军十一团三营。三营指战员和
敌人激战 9 小时后成功突围，毙伤
日伪军 100 余人，击毁坦克 1 辆、
汽车3辆。

1941 年春，顽军 3000 余人再
次向十字河地区进犯。八路军一一
五师命令教四旅组织反击，并命令教
二旅由东向西配合作战，以打通湖西

地区与山东鲁南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山
东分局的联系。

一一五师教二旅六团在滕县消灭进
犯的顽军一部，于 2 月 1 日攻克南阳
镇。随后，湖西八路军又攻克赵庄、蒋
庄等顽军据点及鱼台县周堂、赵土固
堆、旧城集等伪军据点，把顽军冯子固
部赶出了沛县县城。经此一战，八路军
重新控制鱼台、丰县十字河地区，打通
了鲁南与湖西的通道。

3月初，顽军朱世勤部两个团在土
匪的配合下向单县南部进犯，被教四旅
十团一战击退。21日，苏北顽军纠集
3000余人向十字河以西进犯；驻丰县
日军再次出动，企图配合顽军对八路军
实施夹击。八路军在城东北史辛庄设
伏，击毙日军数十人；同时对朱世勤部
发起攻击，接连3次将其击退。

4 月 25 日，教二旅五团在运河支
队、铁道大队、微山湖游击队的配合
下，对盘踞在杏园的顽军发起攻势，歼
灭顽军 500余人；两天后，又在刘昌
庄歼灭顽军一百五六十人。5月2日，
屡战屡败的顽军拼凑了2000余人，再
次进犯十字河地区，又被教四旅击
退。9日，朱世勤指挥顽军再犯单县东
南，十团与这股顽军进行了 5 次战
斗，不仅将这股顽军击退，并乘胜将
另一股顽军——沈鸿烈部的海军陆战
队逐出湖西地区。至此，经过5个月的
争夺战，八路军毙伤敌人 3200 余人，
粉碎了日伪顽将八路军逐出十字河地
区的企图。

十字河争夺战，八路军连败日伪顽
刘思琪

探照灯部队在上海组建

1950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
的命令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陈毅的指示，成立了由华东军区防空
司令部参谋长黄径琛为首的探照灯团
筹建小组。同年8月，在上海组建了
华东军区上海防空探照灯团，仅用两
个多月时间，全团干部战士就基本掌
握了探照灯的原理、操作和维修，于
1950 年 11 月 17 日担负防空作战任
务。至 1951年，解放军共组建了 4
个探照灯团。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
志愿军迅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
利，不断向南推进。敌人依仗其空军
优势，加大了对志愿军运输干线的轰
炸，企图实施所谓的“绞杀战”。在
志愿军高炮和空军歼击机部队的沉
重打击下，敌人空军不得不改变轰
炸策略，凭借先进的导航系统，从
11月起，对朝鲜北方交通运输线的
封锁开始从白天的狂轰滥炸转为夜
间的侵袭破坏。12月，为了打破敌
机封锁，满足夜间防空作战需要，
中国人民志愿军探照灯部队各团相
继进入朝鲜，配合空军、高射炮部
队作战。赴朝前夕，东北军区首长
亲临现场，视察探照灯团的实兵演
习。军区首长对部队的训练成绩非
常满意，给予了很高评价。

在抗美援朝战场取得辉煌战果

1952年1月5日，探照灯第一〇
一团二营的四连1站、五连1站、六
连1站和一营二连1站到达朝鲜安州
地区，协同高炮第五一三团等部队，
共同担负保卫安州清川江桥任务。

探照灯部队抵达安州后，以清川
江桥为中心部署了面积为144平方公
里的照射区。1月9日，部队安全进
入阵地，开始执行保障高炮部队夜间
作战任务。作战初期，由于缺乏经
验，探照灯部队并没有取得好的战
绩。在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前线工作
组的帮助下，该团调整雷达灯站阵
地，利用校正仪和昼间活动的美军飞
机校正了雷达，并决定采用雷达灯带
光跟踪的照射方法，提出了“照中第
一架敌机，为人民立功”的战斗口
号，使指战员树立起敢打必胜的
信心。

1952年 2月 3日 20时 48分，敌

人1架B-26型轰炸机企图轰炸清川江
大桥，一营二连1站探照灯雷达首先发
现敌机，在敌机高度为5000米时开灯
未能照中。二营四连1站在距离敌机8
千米时开灯照射，但因误差大也未照
中，随后在带光跟踪时照中了敌机。多
部跟踪灯采用多角度交叉照射的战术，
锁定一架敌机长达两分钟之久，直接吓
退了敌机。

2 月 18 日夜间，清川江上空出现
敌人6个批次的混合轰炸机群。第一批
次敌机飞抵四连1站负责空域后，指战
员首先发现目标，很快照中1架。跟踪
灯站迅速接光照中，并连续跟踪，为志
愿军高炮部队争取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集中火力将其击落。在志愿军探照灯部
队的努力下，随后来袭的5批敌机均被
准确照中。高炮部队迅速射击，打得敌
机狼狈而逃。4月21日夜间，四连1站
将先后来袭的4架敌机全部照中，保障
高炮部队又击落1架B-29型飞机。战
斗中，四连1站指挥机智灵活，协同配
合密切，架架照中，对战斗胜利起到了
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志愿军铁道高射炮
兵指挥所表扬，并荣立集体三等功。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敌人不甘心
失败，又组织了 8 次夜间轰炸。志愿
军探照灯部队对25架次的敌机进行了
长时间照射。一些护航的敌战斗机也
被志愿军的探照灯照得“难以行动”。
地面的高射炮在探照灯部队的协助下
频频开火，使得敌人根本无法完成任
务。于是，在接下来的将近40天时间
里，敌轰炸机不敢来犯。

与高炮部队、空军协同作战

1952年2月至4月，探照灯部队协
同高炮部队接连击落夜间攻击安州的敌
机后，敌人飞机只得将轰炸的重点转向
郭山、定州、熙川地区以及鸭绿江沿
岸。为使更多部队得到实战锻炼的机
会，从1952年 4月到1953年 4月，志
愿军先后组织3批探照灯部队赴朝参加

轮战。1952年 4月 24日，志愿军第一
二一探照灯团（后改为第四二一团）六
连随高炮第五二二团由上海出发入朝；
5月5日，第一〇一探照灯团三营由沈
阳出发，赴朝鲜安州接替该团二营防
务。1952年5月，志愿军铁道高射炮兵
指挥所与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共同
研究了探照灯、高炮和歼击机部队夜间
协同作战问题，拉开了探照灯部队协同
防空高炮部队、空军歼击机部队作战的
序幕。

1952年6月10日21时50分，敌人
11架轰炸机从安州西南方向采取单机
跟进队形临近郭山。第一二一探照灯团
六连于 24千米处发现敌机，在 9千米
处开灯照中。战斗中，11架敌机全部
被探照灯照中，其中2架被击落、1架
被击伤。

敌人在飞机夜间空袭多次遭到打击
后，从 1952 年 8 月起采取施放锡箔
片、电磁波干扰探照灯雷达等干扰战
术。广大指战员动脑筋、想办法，积极
研究反干扰措施。

11月18日23时50分，敌轰炸机3
批3架轰炸宣川后返航途中，被防卫郭
山的第四一一探照灯团十连及时发现。
十连克服敌机的电磁波干扰，准确定位
后开灯照中，跟踪灯相继接光，保障歼
击机连续攻击，当即击落 1 架敌轰
炸机。

12 月 30 日 17 时 30 分，敌人出动
战斗机7批8架，侵入郭山、铁山一带
上空侦察。驻守该地的第四〇一探照灯
团指挥员判断其后可能有轰炸机来袭，
立即指示部队忽略战斗机，准备照射轰
炸机。20时18分至36分，第四〇一团
一营将侵入照射区的6批6架敌机全部
照中，保障歼击机先后攻击 20 多次，
击落敌机两架。

敌机被志愿军探照灯部队连续照中
后，改变了战术。针对敌机的战术变
化，志愿军探照灯部队认真总结经验，
在和敌人的较量中不断摸索，并采取了
相应的战术、技术对策：在战术动作上

采取搜索快、照射快、接光快、关灯快
的“四快”战法。在照射原则上提出：
先照主要方向之敌，后照次要方向之
敌；先照大型机，后照小型机；重新划
分雷达灯的警戒方向与搜索范围；用散
光照射敌俯冲机，安排高射机枪连在探
照灯阵地设伏。关灯后变换方位角，加
盖帆布，避免暴露余光……这些举措在
实战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骄人战果，
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作战，同时也让敌
人空军不得不承认：“在朝鲜半岛的战
斗活动越来越困难。”

用探照灯直接照落敌机

1953年3月15日22时22分，敌人
1 架 F-80C 型战斗轰炸机入侵朝鲜安
州，企图袭击清川江桥。驻守该地的志
愿军第四二一探照灯团七连采取近战战
法，待敌机临近至6千米时，雷达灯突
然开灯照中，各个跟踪灯站迅速开灯交
叉照射和迎头照射，数支光柱紧紧跟踪
敌机不放。在强烈光柱的照射下，敌飞
行员无法正确判断姿态和高度，甚至连
仪表盘都无法看清，慌乱中操纵出错，
一头扎向地面，机毁人亡。这次战斗，
七连首创了探照灯直接照落敌机的
战例。

4月12日19时35分，敌人1架F-
94 型战斗轰炸机，飞行高度 3000 米，
自安州西南方向迂回至西北方向入侵。
第四二一探照灯团七连二排1站待美军
飞机距离4千米时，突然开灯照中，跟
踪灯立即接光，八连三排及第四一一团
十连二排也开灯支援。敌机慌忙进行蛇
形飞行，企图摆脱探照灯的光柱。七连
二排各灯站准稳跟踪、连续照射，使敌
机无法逃脱，慌乱之下，敌机撞山坠
毁。七连连续照落两架敌机，受到了志
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号召全体指战
员向探照兵部队学习。

第四二一探照灯团七连的战法推广
后，战果迅速扩大。5 月 3 日 20 时 04
分，敌人3架F-84型战斗轰炸机入侵
郭山地区，企图攻击志愿军第五一〇高
炮团阵地，被志愿军第四〇一探照灯团
七连和八连照中后，两架敌机没来得及
投弹就仓皇逃走。第3架敌机于20时09
分由东北方向入侵郭山，飞行高度为
2500米。当这架敌机飞至距志愿军探照
灯部队阵地5千米时，八连一排根据顶
空敌机的轰鸣声，用雷达灯以散光照射
法将其照中，其他灯站迅速开灯支援。
美军飞机转航正南方向企图逃窜时，迎
头又被三排2站接光照中。在强烈光柱
连续照射下，敌飞行员在慌乱中操作失
误，飞机自行坠毁。

6月10日20时55分，美军1架F-
84E型战斗轰炸机自郭山正东方向侵入
第四〇一探照灯团八连照射区，企图袭
击公路上行驶的志愿军汽车运输队。八
连三排3站在敌机越过顶空时，用散光
照射方法将其照中，其余灯站立即接
光。在敌机转航西南企图逃出光柱时，
一排4站接光照射。敌机又进行猛烈俯
冲，企图沿海面低空逃窜，但被八连的
5支光柱紧紧锁住，慌乱中，敌机飞行
员操作失误，飞机坠地爆炸。八连两次
照落敌机，受到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的
通令嘉奖和安东防空司令部的通报
表扬。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志愿军用探照灯配合击落敌机
秦芸

1942 年 8 月，八路军冀中九分
区敌后武工队在冀西成立，由周继发
任指导员、书记。武工队下编3个小
队，每小队十二三人。每个小队配备
冲锋枪 1 支，马步枪 9 支、手枪 6
支，除正副小队长配备手枪外，很多
队员配长短枪各1支，以便作战和单
独执行任务。

武工队成立后，转移到南峪村训
练了两个月，还进行了“实地练
兵”，初步学会和掌握了各种形式的
对敌斗争本领，取得了小分队隐蔽活
动的一些经验，为回到冀中开展斗争
打下了基础。

10 月，武工队进入冀中平原，
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日伪军
小股部队，接连捣毁了多个保定周围
的伪警察所、维持会及日伪军据点，
与此同时，武工队还派出精干人员打
入伪军内部，一面搜集情报，一面开
展政治攻势策动伪军反正。经过近三
个月的敌后战斗，武工队把敌人的多
个“模范治安区”转变为抗日游击
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开展的反

“扫荡”、反“蚕食”斗争，武工队也
增至64人。

1943 年 1 月，周继发任冀中敌

后武工队队长、政委，武工队由于出色
的表现，获得军分区的通令嘉奖。同年
10月，晋察冀军区通知武工队全体到
军区汇报、休整，接受新任务。在晋察
冀军区，程子华等军区首长接见了武工
队指战员，听取了周继发的汇报，对武
工队一年多来开辟和恢复保南地区的工
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给武工队布
置了新任务——要求武工队在津南建立
起巩固的根据地。军区任命周继发为中
共津南县委常委、敌后武工队队长，还
特意安排晋察冀画报社副社长石少华作
为摄影记者随武工队向东挺进。

周继发率领50余人的队伍星夜兼
程，穿过敌人的无数道封锁线，到达津
南。武工队开赴津南后，积极配合津南
支队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直捣王庄、
塘沽、静海等日伪据点，袭击敌人驻守
的马棚口、独流等地的伪警所，全歼敌
人抢粮队等一系列胜利。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武工队在1944年寒冬连续夜袭
小站和钱圈，烧毁了华北日军的近千万
斤军粮和大批战略物资，重挫了敌人的
补给线，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这支敌
后武工队编入冀中军区八路军部队。

活跃在敌后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
吴小龙

人民解放军探照灯部队自

成立以来，配合空军歼击航空

兵、高射炮兵打击入侵和来袭

敌 机 ， 曾 开 灯 照 中 敌 机 近 千

架，配合空军航空兵和高射炮

兵照中并击落敌机 98 架，击伤

27 架 ， 其 中 直 接 照 落 敌 机 4

架，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土防

空作战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志愿军探照灯部队在执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