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冀中平原的正定县

是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历史

上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

方三雄镇”。抗战期间，共

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曾在此建立政

权。解放战争期间，正定县

城3次被国民党军占领。解

放军经过 3 次激烈交锋，终

于使正定县城回到了人民

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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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后，侵占烟台的日伪军拒绝向
八路军投降，他们一面命令周边的日
伪军向烟台“收缩”，企图负隅顽
抗，一面用舰艇把掠夺的物资非法运
往日本。

为消灭拒不投降的敌人，八路
军胶东军区命令东海军分区独立团
一、三营，牟海、乳山、昆嵛县独
立营和烟台大队会同烟台市内地下
工作者以及周边各县民兵，向烟台
守敌发起进攻。

烟台解放前线指挥部确定攻打
烟台的战斗部署是：分东、西、南
三线向盘踞烟台外围的日伪军发起
攻击，进攻的重点放在南线。东线
由东海独立团一营担任主攻，南线
由东海独立团三营担任主攻，西线由
福山独立营和烟台大队担任主攻。

战斗正式打响后，东线部队——
东海独立团一营和牟平独立营首先将
东郊迟家据点摧毁，并逼近上夼村
南。17日，东线部队截击由牟平县
窜至东郊樗岚村的一股伪军；18
日、19日，发动两次攻击，攻克烟
台醴泉啤酒公司附近的碉堡工事。与
此同时，南线部队——东海独立团三
营迅速攻克烟台南郊黄务据点，推进
至近郊上夼村东，歼灭全部守敌；

17日，继续攻占丈八口、宁海口等
重要出口，攻克烟台外围善疃碉堡，
占领南山高地。西线部队——福山独
立营和烟台大队相继攻克西郊宫家岛
据点、西沙旺和西卡子门，直抵烟台
西车站附近。

8月20日，八路军继续向守敌发
起攻击，进占大部分烟台外围高地，
并切断了市内敌人与城外的通信联络
和交通要道，形成对烟台市区的严密
包围。东海独立团二营一部及北海军
分区部队也赶赴烟台，加入了攻取烟
台作战的战斗序列。8月23日，市内
地下党组织发动工人起义，占领和控
制了发电厂、汽车站等要害部门，切
断市内敌人的通讯线路，在敌人阵地
上埋设地雷，有力配合了部队的正面
进攻。

8月 24 日，前线指挥部命令攻
城部队向市区守敌发起猛攻。当日
8 时，八路军分多路同时向烟台市
区发起攻击。东海独立团三营突击
队连续用炸药炸毁敌人的碉堡，攻
下 葡 萄 山 ， 敌 人 派 出 200 余 人 的

“敢死队”向三营扑来，被三营一举
击退。

经过一天激战，守敌全部被八路
军压缩在市中心区，至当晚 22 时，
残敌被全部肃清，烟台获得解放。

八路军克复烟台之战
杲学军

1940 年 4 月 24 日，日军出动
5000 余人，企图对皖南云岭的新四
军军部实施“扫荡”。新四军首长得
到报告后，立即命令第二支队第三团
开赴何家湾一带，利用丘山崇岭高地
坚决阻击敌人，配合友军粉碎日军

“扫荡”皖南的阴谋。
三团指挥员根据军部的命令，迅

速展开部署：团直属部队进至何家湾
以北、涧滩杨以南高地伏击绿岭方向
进犯之敌；一营一连在苏家冲以西丘
岭设置阵地策应主力，阻击敌人前
进，一营二、三连进入何家湾西北山
地，准备随时增援团直属部队；二营
扼守苏家冲西北高地，阻击童村街方
向来犯之敌；三营运动到铜陵凤凰山
一线，以袭击、迟滞、警戒铜陵、顺
安方向的来犯之敌。

4月26日清晨，敌两架轻型侦察
机在何家湾附近低空盘旋，三团指战
员利用树林隐蔽，使敌机无法发现。
敌机飞走后不久，三团直属部队发现
了从六里汀方向进犯的敌人，并实施
阻击。敌人依仗火力优势，首先向新
四军阵地发射迫击炮，继而以三路纵
队的密集队形向新四军阵地进攻，新
四军依托阵地英勇反击，不仅打退了

敌人的进攻，还毙伤敌人30余人。
另一股敌人前进到一营阵地前

时，遭到一营的迎头痛击。敌人用大
炮猛轰一营阵地，企图消灭一营的机
枪火力点，由于一营利用地形地物巧
妙灵活地变动射击位置，日军的炮击
始终没有奏效。战斗至16时，敌人的
冲锋均被打退，只得呼叫飞机支援。
敌机飞至战场，向一营阵地轰炸、扫
射，一营利用工事沉着应战，接连5次
打退敌人的进攻。

与此同时，三团二营的阵地也受
到日军1000余人的进攻。二营指战
员依托阵地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

激战一天，日军虽动用空军、炮
兵、骑兵、陆军部队联合作战，却始
终无法突破三团的防线，早已精疲力
竭。随着夜幕降临，日军害怕新四军
发动夜袭，只好停止进攻，收缩队伍
自保。三团派出若干小组，趁夜不断
袭扰敌人。敌人惊慌失措，只得连夜
逃走。

此次战斗，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和
敌人奋战一日，毙伤日军中佐以下
3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其他
军用品，成功阻止了敌人对新四军军
部的进犯。

新四军何家湾反“扫荡”
刘思琪

1947 年 5 月中旬，东北民主联
军发动夏季攻势后，辽东军区打通
南满、北满的联系，切断沈吉铁
路，决定乘梅河口国民党守军孤立
无援之际，以第四纵队第十师和炮
兵团、第三纵队第七和第九师各 1
个团及辽东军区 2 个野炮团，由第
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
攻取该镇。

梅河口有一个较大的火车站，该
地是沈阳-吉林、梅河口-四平、梅
河口-通化、梅河口-集安的铁路交
通枢纽，在军事上是南满和北满中间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国民党
军把梅河口列为与沈阳、长春、四
平、吉林同等重要的东北五大战略据
点之一，派国民党第六十军第一八四
师驻守。该敌在梅河口苦心经营了1
年多，修建了坚固的、永久性的防御
工事，并形成了城外战斗警戒阵地，
外围高地与独立建筑物相结合的抵抗
阵地和以市内房屋结合地堡群、交通
壕、障碍物组成的核心阵地共三道

“抵抗线”，并将其大肆吹嘘为“世界

第一流防御工事”。
韩先楚受命后，于5月20日率部由

北山城子进发，22日到达梅河口西南
地区。韩先楚带领团以上干部进行实地
侦察，进行作战前的准备。

24日15时30分，四纵在韩先楚的
指挥下，对梅河口守敌发起攻击。四纵
第十师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在炮兵火
力支援下，经过连续爆破，迅速打开了
战斗通道，向梅河口以西的 367、368
高地进行猛攻；第三十团由镇北沿铁路
向守敌发起猛攻；十师侦察连和教导队
进至梅河口以东，以积极行动吸引守敌
注意力并坚决阻敌逃窜，配合师主力歼
灭守敌。

经过半小时激战，四纵成功夺取了
367、368两个高地。与此同时，三纵
主力部队为配合攻打梅河口，先后攻克
东丰、大杨崴、辽阳街等地，歼灭了守
敌，切断了梅河口与外界的联系。

战斗期间，韩先楚深入火线视察战
况，并与前沿指战员一起研究破敌办
法。26 日，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
按照部署将主要兵力和重武器转向车站

方向，由十师第二十九团配合第三十团
夺取车站，第二十八团占领外围阵地后
向铁路工厂方向突击。战斗打响后，第
三十团编成两个尖刀连，在侧翼第二十
九团的配合下，于当日21时占领了火
车站。攻下车站以后，各部采取打穿房
屋墙壁的办法，推进到“与敌人火力点
只剩一墙之隔”的距离，然后再用炸药
包实施爆破，很快占领了铁路工厂等地
的工事。各部于27日10时均已到达守
敌核心阵地。

27日，韩先楚为集中兵力聚歼守
敌，将预备队第三纵队的两个团投入战
斗，会同四纵第十师从南、东、东北3
个方向突入守敌核心阵地。

28日总攻前，炮兵部队将火炮秘
密推移抵近到距离敌人阵地400米的地
方，在残壁断墙上挖开了火口，用树枝
进行了伪装，并对炮击目标进行了观
测，敌人全然没有发觉。

下午4时，总攻开始。当攻击部队
突击队推进至距敌200米的位置时，炮
兵立即实施直瞄轰击，摧毁敌人的火炮
和机枪；当步兵发出冲锋信号后，炮兵

立即打出延伸火力，消灭被赶出阵地的
逃敌。

在炮兵的掩护下，第二十八团从
南、第二十九团从东北、第三十团从东
一齐向敌核心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不
久，各团都胜利地突入到敌核心阵地
内。经过近距离巷战和白刃战，各部从
四面向内压缩，将敌人赶出核心阵地，
驱赶至镇内的一座大红楼内。为了不给
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二十八团在炮火掩
护下，对大红楼连续进行4次爆破，终
于打开一个缺口并突入楼内，三十团战
士也相继突进，与残敌激战。20 时
许，残敌在“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
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二十八团司号员苗
海文在执行向导任务后只身深入敌人侧
后方，利用敌人工事和各种便利条件，
边打边做瓦解宣传，取得击毙1人，俘
虏125人的惊人战绩。敌核心工事被攻
克后，尚有2000多人的残敌向城西北
方向突围逃窜，被三纵七师十九团截歼
于镇外。

此次攻坚战，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
区部队歼灭国民党军7188人，击落飞
机1架，控制了沈吉铁路中段、四梅铁
路东段及其两侧广大地区，与北满主力
于四平以南会师，结束了南满、北满解
放区被分割的局面。东北民主联军攻克
梅河口以后，盘踞在海龙的国民党军六
十军连夜弃城逃走。至此，海龙县全部
解放。

东北民主联军攻坚梅河口
贾晓明

第一次解放

1947年春，国民党军集中兵力
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在其
他战场转为守势。

解放军晋察冀军区集中 3 个纵
队发起正太战役，准备首先歼灭石
家庄外围的国民党军，尔后沿正太
铁路向西发展，寻机消灭太原出援
的国民党军。

4月9日凌晨，石家庄外围作战
开始，晋察冀军区第二、第三纵队
扫清了正定县城外围据点之敌，兵
临正定城下。

11 日 18 时 30 分，第二纵队向
驻守正定县城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
战斗打响后，二纵五旅十三团、十
五团以部分兵力向东南城墙发起佯
攻，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十四团则
发起对西南城墙的攻击。19时，十
四团三营炮兵第七连第七班梯子组
迅速将四架重 300 余公斤的云梯架
上了城墙，突击组随后跟进，奋
勇攀城。城上守敌企图向城下投
掷手榴弹，刚一探头，就被城下
的火力掩护组击毙。四班战士随
即 登 上 城 头 ， 成 功 守 住 了 突 破
口 。 敌 人 见 状 ， 从 两 翼 疯 狂 反
扑，危急时刻，二排战士依次登
城，协助突击组打退了敌人的 3
次反扑。25 分钟后，七连指战员
全部登上城墙，不仅巩固了突破
口，还向两翼进攻，打退了南门
城门楼里的守敌。与此同时，城
下 的 梯 子 组 迅 速 运 动 到 南 门 外 ，
用炸药炸开城门。五旅首长得到
报告后，立即命令主力部队迅速
从十四团的突破口进城投入巷战。

与此同时，第四旅第十二团第
五、第六连也开始从东北侧架梯登
城。部分战士登上城墙后，城上敌
人调来预备队，疯狂向城下射击，
将梯子全部打断。已经登上城墙的
战士临危不乱，迅速向城墙东北角
的大碉堡发起猛攻，用手榴弹将其
炸毁。在城上战友的掩护下，城下
战士依靠从后方运到的云梯相继登
城，协助城上战友击溃了敌人的 5

次反扑。随着后续部队登城成功，城
墙上的守敌开始溃散。第四旅二梯队
随即投入战斗，分多路杀入城内。战
至20时，城内东部守敌全部被歼。

第七旅第二十一团主攻西北方向
的城墙。由于守敌在此处设有大量的
暗火力点，侧射极为猛烈，突击组架
设的云梯多被敌人打断。二十一团随
即集中各种重武器，对准城墙上的暗
火力点实施打击，压制了敌人的火
力，突击组乘势冲上，再次登城。突
击组登上城头后，发现了敌人设在城
墙上的隐蔽火力，于是发起冲锋，但
遭到守敌炮火的猛烈射击，无法前
进，城下指挥员见状，立即命令突击
组退回城下。

第七旅经过调整于 12日 3时再次
发起攻击。首先，炮兵部队将火炮推
至城壕附近，同时开火，压制城头敌
人的火力，同时爆破组用长竹竿挑着
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向城墙上集中
投掷，炸毁了敌人火力点。第二十一
团将加强火箭筒秘密推进到距城墙20
至 30米处突然开火，以三发三中的战
绩消灭了敌人设在城墙里的 3 个机枪
火力点。在炮火掩护下，突击组战士
迅猛登上城墙，一举攻破城垣，并乘
胜向城内的敌人阵地发起猛攻。4 时
许，第二十一团从城西北角、第二十
团从城北门、第十九团第二营从西门
登城相继成功。

12 日 5 时，解放军入城部队开始
向国民党守军设在城内的总指挥部发
起总攻，战斗至12时，全歼守敌，解
放正定县城。

第二次解放

7 月 10 日，国民党正定县保警大
队纠集新乐、行唐、柏乡等县的保警
队、还乡团等千余人，乘解放军主力
在外作战之际发起反扑，再次占领正

定县城。
8 月 22 日，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

第四纵队四个团自宁晋出发，冒雨前
进，经两夜秘密行军120余里，于8月
24日零时抵达正定县城城郊，将正定
县城包围。

3 时 50 分，战斗打响。解放军攻
城部队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迅速登
城，守敌慌忙迎战，仅抵抗了十分钟
便败下阵来。解放军突击队首先攻破
正定城西南角，驱散了城墙上的敌
人，并跟踪逃敌冲入城内，很快在大
十字街口击溃了敌人两个连的抵抗，
俘虏130余人。战至10时，解放军各
部相继入城，把守敌压缩包围于县城
内的阳和楼、华塔以南及面粉厂、南
门里一带。

四纵十旅二十九团副团长赵生明
率领战士们追击一股逃敌至华塔附
近。敌人躲进塔内，从古塔的二层平
台上，频频向解放军扫射。为了保护
华塔这一珍贵文物，赵生明果断命令
停止炮击，改用轻武器进攻，避免炮
火对塔身造成损害。赵生明在指挥战
斗时被敌人流弹击中，英勇牺牲，年
仅 30 岁。战后，赵生明被上级授予

“大功功臣”称号。
在正定守敌的一再求援下，石家

庄的国民党军队派出两个连的援军，
进至滹沱河南岸，企图接应正定县
城的守敌出逃，却被早已埋伏在这
里的解放军阻击在滹沱河边。为尽
快歼灭城中敌人，解放军采取“网
开一面”战术，从东、北、西三面
发起总攻，同时“放松”城南的戒
备。守敌见状，立即向城南方向突
围，企图向援军靠拢。当敌人“顺
利”冲出南门后，立即遭到解放军
伏击部队的猛烈射击，与此同时，
城内的解放军连夜追击而出，逃敌
全部缴枪投降。至此，正定县城获得
第二次解放。

第三次解放

正定县城第二次获得解放后不久，
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冀中解放区大清
河以北地区进行“清剿”“驻剿”。为挫
败国民党军控制大清河北的企图，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并指挥冀
中、冀晋、察哈尔（旧省名，今分属河
北、内蒙古）军区部队，对“驻剿”之
国民党军实施反击。解放军晋察冀野战
军主力部队和敌人作战期间，正定县城
交由地方武装一个营和民兵负责防守。

驻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以为有机
可乘，便出动部分兵力，伙同正定、柏
乡等县的地主还乡团参与势力，拼凑了
约四个半团，于 1947 年 9 月 20 日晚
上，冒雨向正定发起反扑。鉴于敌我力
量悬殊，解放军地方武装和民兵采取机
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在正定县城及周边
地区对进犯之敌巧妙周旋，在运动中寻
机歼敌。敌人被解放军地方武装和民兵

“牵着鼻子”绕着正定县城“追击”，一
周内狂奔百余里，并三次渡过滹沱河、
两穿平汉铁路，想尽办法“围追堵
截”，疲于奔命，也没能发现解放军地
方武装和民兵的影子，自身却连遭打
击，损失惨重。

10月22日，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
和地方部队，在河北省保定以南清风店
地区向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发起进攻，
全歼第三军军部、第七师主力及第二十
二师 1 个团。得到清风店战役的消息
后，留守正定县的解放军地方部队和民
兵立即对敌人发起反击。与此同时，为
攻打石家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主力
迅速回师正定。野战军主力在地方部队
的配合下，向正定县城及周边的敌人发
起猛攻。敌人被歼灭一部后，向石家
庄逃窜。1947 年 10 月 26 日，正定县
城迎来了第三次解放。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正定县城的三次解放
赵荫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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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2 月 ， 中 共 领 导 的 南
（海）番（禺）中（山）顺（德）游
击区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该地区的
抗日武装。1943年秋，南番中顺游击
区指挥部、南番中顺临工委领导机关
移师中山五桂山区，并以此为据点，
深入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使珠三角的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

1944年 6月 26日，南番中顺游
击区指挥部经过缜密侦察和研究，集
中“广游二支队”番禺人民抗日大队
等部和民兵700余人，于深夜向市桥
的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俘虏伪军
100多人，缴获长短枪190多支，子
弹万余发。

7月1日，“广游二支队”番禺人
民抗日大队更改番号为“广游二支
队”新编第二大队。鉴于市桥据点是
日伪军在珠江三角洲统治的重要据
点，新编第二大队决定再次袭击市桥。

7月23日，新编第二大队250余
人，在大队长卫国尧、政委郑少康率
领下，按照既定部署向市桥进发。部
队行进途中，突遇台风暴雨，道路被
山洪淹没，无法通行。大队领导当即
改变计划，带领部队撤至植地庄隐
蔽，待机再进。

不料，第二大队的行动被潜伏
在植地庄的汉奸报告给了日军。26
日凌晨，驻广州市市郊石榴岗的日
军500余人偷袭植地庄，于清晨5时
偷偷赶到植地庄外，将村子团团包围
起来。

第二大队领导接到报告后，立即
命令中队长何达生率7人坚守村庄，
将敌人主力吸引过来并尽可能拖住敌
人，其他队员分两路掩护群众突围。

植地庄是一个只有 30余户的小
村，村内为砖瓦房，房子之间是狭窄
巷道，四周有泥土围墙。何达生考虑
村东有池塘、村西有茂密竹林和围
墙，敌人只能从南北两面进攻，于是
将8人和当地民兵分成两组，分别埋
伏在村口的南、北闸门后迎敌。

当村南敌人进至距村口 20 米
时，何达生猛喊一声：“打！”游击队
员和民兵们瞄准挤成一团的日军投掷
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日军猝不及
防，被打死打伤30余人，活着的仓
皇逃走。打退村南敌人后，游击队员
们立即支援村北，又将企图从村北进
入的日军打退。

日军此后发动了多次进攻，无法
突破村口闸门，于是改变进攻方向，
派部分士兵从村西砍开竹林，企图翻
过这里的围墙侵入村内。何达生发现
后，立即指挥大家锁上村内巷道的各
闸门，将翻墙窜入村内的敌人堵在巷
内，并率领战友利用村内纵横交错的
窄巷、土墙、门楼和地堡进行坚守，
并通过隐蔽的射击孔向进入村内之敌
射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日军虽然
冲进村内，但始终无法占领村子。与
此同时，游击队主力经过激战，冲破
敌人的层层阻截，向山区转移。激战
中，大队长卫国尧和多名指战员英勇
牺牲。

激战至下午 4 时，日军才发现
游击队主力已经突围，又惧怕天黑
后会遭到游击队袭击，只得抬着尸
体和伤员狼狈撤退。“广游二支队”
新编第二大队经过浴血奋战，毙伤
敌军70余人，取得了此次反包围战
的最终胜利。

植地庄反包围战
吴小龙

解放军攻城部队携带云梯向正定县城发起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