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 年大年三十（2 月 3 日

除夕日），红军从永宁出发，在金

鹅池宿营，行军70里。

正月初一（2 月 4 日春节），

红军从金鹅池出发，到大坝宿

营，行军60里。

初二（2 月 5 日），从大坝到

吴村，行军25里。

初三（2 月 6 日），从吴村经

炭场到建武城，行军90里。

初四（2 月 7 日），从建武城

经洛阳河到罗海，行军50里。

初五（2 月 8 日），从罗海经

麻河塘到三口塘，行军60里。

正月十六（2月19日），红军从

走马坝经太平渡到马义沟，行军

65里。

正月廿二（2月25日），红军从

马义沟经丰材坝到东皇殿，行军

70里。

1935 年的 2 月份有 28 天，红

军在正月里行军达26天，总计行

程 1630华里，其中最多的一天是

2月27日 （正月廿四），从虾神庙

经四朱站到达遵义，红军走了

1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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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冀鲁边人民抗日武
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较
大发展，5月，八路军第五支队和津
浦支队挺进冀鲁边区，开辟、巩固和
发展了抗日根据地。9月下旬，当地
各抗日武装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
队，纵队下辖津浦支队、第五支队、
第六支队等部。

冀鲁边区的发展，使日伪当局十
分惊慌，于 1939 年开始集结重兵，
对冀鲁边区发动“扫荡”。边区各领
导机关和挺进纵队根据当时敌强我弱
的情况，采取避敌锋芒、化整为零的
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消灭了敌人大
量有生力量。

1940年1月28日夜，挺进纵队
五支队二营在中共山东济阳工委和县
民兵大队的配合下，攻入仁风镇潘家
楼，消灭了伪军徐寿亭部。战斗结束
后，五支队二营进驻陈罗庄（陈庄、
罗庄是两个连在一起的村子），准备
和当地群众共度春节。

1940年2月6日，二营得到交通
员报告：清晨曾有一辆满载日军士官
阅兵巡视团的汽车从村北东去，前往
商河阅兵，2月7日(农历腊月三十)由
原路返回。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
庭立刻和挺进纵队锄奸部长匡根山、
二营营长齐丁根、商河支队支队长王
权五、中共济阳县东路工委主任吕本
支等进行商议，决定由齐丁根和王权
五带领两个连埋伏于村西公路两侧，

伏击这支日军；吕本支率县大队负责
监视、阻击符李庄据点的敌人。会
后，大家高兴地说：“这是敌人上门
送年货来了，咱们可要照单全收！”

7日上午9时，日军士官阅兵巡
视团的汽车原路返回济阳县城。当汽
车进入伏击圈后，齐丁根大喊一声

“打”，二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
汽车中弹抛锚。二十几个日军被当场
消灭。残余日军惊慌地跳下车，或钻
入车底，或躲进路边沟里，疯狂向二
营还击。残存日军虽然人少，但手中
还有机枪、掷弹筒和燃烧弹，武器装
备上占了优势，而二营阵地和日军汽
车虽然相距仅数百米，但中间是一片
开阔地，强攻不能奏效，战斗遂形成
对峙局面。

二营指挥员判断：战斗不能速
决，附近敌人据点听到枪声会很快赶
来增援，于是派出十多名战士沿着麦
地垄沟匍匐前进。日军发现后，以密
集火力向这些战士射击。当敌人火力
被吸引的时候，齐丁根亲自带队从两
翼包抄过去。日军受到三面围攻，阵
脚开始大乱。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
后，日军抵不住八路军战士的勇猛冲
杀，除1名逃窜外(后被附近友军打
死)，全部被击毙。

这一战，八路军消灭日官兵 48
人 （其中包括中佐以下各级军官40
人），极大鼓舞了冀鲁边抗日军民的
斗志。

八路军“挺纵”五支队歼敌过年
赵荫棠

李殿冰（原名李殿兵），1913 年
生，河北曲阳人。他出身贫农，16岁
时就来到北平门头沟当挖煤工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殿冰
回到家乡，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
动，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任尖地角村党支部书记、民兵队长。

李殿冰和他带领的村游击组，在
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创造
并开展了一套 “麻雀战术”——作战
期间，李殿冰和游击组员经常三三两
两出没于深山密林、青纱帐里、道路两
旁，如同麻雀啄食一样，忽聚忽散、时
东时西，不停袭扰和打击日伪军，配合
八路军主力作战。在袭击敌人时，李
殿冰和战友们常以一个班以下的小分
队隐蔽接敌，突然发起袭击。当敌人
反扑时，小分队立即后撤。如果敌人
落单，则再次袭击；如果敌人越聚越
多，则在隐蔽的情况下，始终与敌人保
持一定距离；敌人退却时，从侧后跟踪
追击，予敌痛击。

1941年8月的一天上午，1200多
名日伪军进山“扫荡”，当行进到尖地
角村老母庙附近时，李殿冰带领游击
组在北山上突然开枪，几个敌人应声
倒下。敌人扑上北山顶，可是游击组
早已不见踪影。后来，正在四处探查
的敌人，又被南山梁从打来一阵子弹
击毙了几个。恼羞成怒的敌人又扑向

南山梁，结果又扑了个空。时值盛夏，
日伪军经多次翻山越岭，个个口干舌
燥，见到老母庙附近有处清水洼，立即
蜂拥跑去抢水喝。见敌人挤成一团、
毫无戒备，李殿冰和民兵战士架起打
猎用的“大抬杆”，一枪将30多个日伪
军击毙击伤，其余敌人吓得狼狈逃走。

1943年秋，日军集中兵力对北岳
区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李殿
冰带领游击组，运用“麻雀战”战术，同
日伪军展开了英勇斗争。9月17日，
日伪军分3路袭击尖地角村，李殿冰
在路上埋设……炸死日军4人，军马
1匹。敌人进村后，李殿冰带领民兵
占领有利地形，预设埋伏，毙伤敌人
45 人。18 日，李殿冰率部偷袭敌人

“押解队”，救出被日军抓住的16名妇
女儿童……在此次反“扫荡”过程中，
李殿冰游击组单独作战27次，取得毙
伤日伪军267人，缴获大枪3支、电话
机3部、牲口47头及一批军用物资的
战果。

反“扫荡”结束后，李殿冰出席晋
察冀边区战斗英雄战斗模范代表大
会，介绍了“麻雀战”经验。其机动灵
活的作战方法，被与会代表誉为“北岳
麻雀战”。1944年，李殿冰被任命为
尖地角村一带联村民兵中队队长，并
被上级授予“神枪手”和“太行勇士”等
荣誉称号。

李殿冰游击组成功开展“麻雀战”
刘思琪

刘亚楼描述红军“过长征年”

刘亚楼在长征中曾参与指挥红军
取得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胜利，他
在《渡乌江》一文中有一节是“过长
征年”，文中描述道：

年底最后一天，部队照例是要开
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获的胜
利，检讨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组织
游艺会餐。这次过年是在长征途中，
与往年不同。会餐游艺都在比较小的
单位简单进行，而且不是主要内容。
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在当前的战斗，
部队内呈现着另一种紧张的气象和愉
快的心情。连队的晚会，都是报告和
讨论当前的战略方针，宣传鼓动突破
乌江之战斗。

“突破乌江”“拿下遵桐”“完成
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去庆祝
新年”……是当时的战斗口号。

新年伊始，突破乌江

1934年除夕，红军三路大军分
别抵达乌江南岸。此时,王家烈部退
过重安江，汇合犹国材部据守平越
（福泉）、马场坪一带；遵义至乌江防
务由侯之担部担任。侯之担派其副师
长侯汉佑为前敌指挥，带川南边防军
第一旅的第一团驻守遵义，负责城
防；派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为江防司
令。林秀生本人带一个独立团驻扎瓮
安猪场（珠藏）；派第五、六两个团
前进到江界河渡口防守，第二团到茶
山关渡口防守。另由王家烈部的第八
团到箐口渡口防守。林秀生曾向侯之
担报告：“江防工事，重垒而坚，官
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935 年 1 月 1 日，红军中路先
头部队逼近乌江江界河边，进行火力
侦察，了解地形、水流与对岸敌人的
配备情况后，决定佯攻老渡口大道，
主攻上游新渡口的小道。

2日上午，我军向对岸敌人发动
攻势，挑选善于游水的八名战士赤身
跃入江中，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向对
岸游去。十几分钟后，到达对岸。他
们带了一条粗棕绳，但因水深流急，
无法拉过，不能架桥。后又改用竹筏
强渡，但是撑到中流也被敌人炮弹打
翻，只得将已登彼岸的八个人召回
南岸。

第一次强渡，没有成功。
当天夜晚，又实行偷渡。黄昏以

后，担任偷渡的一个营到达江边。第一
个筏子从老虎洞脚偷偷往江中划去，敌
人并未发觉,第二个筏子由毛连长带着4
个战士再往江中划去。过了 20 多分
钟，尚未看见他们到达对岸的信号，大
家心里都很焦灼。一小时后，第一个筏
子上的战士沿南岸回来，说水流太急，
黑夜无所指向，到江心时被冲至下游才
靠南岸，由一个农民指引回来。第二个
筏子情况仍难以判断。于是只得再放出
第3个筏子，但划至中流仍然折回。

偷渡遂告停止。
3日上午，又开始强渡，三个竹筏

装着轻装的十几名勇士，在浓密的火力
掩护下，仍由老虎洞脚下向敌岸划去。
在离对岸不远时，敌人拼命向竹筏射
击。突然在敌人军事哨抵抗线的石崖
下，响起了对敌人作抵近射击的机关枪
声，接着一阵手榴弹把敌人打得落花
流水。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上率领4名战
士，于黑夜乘竹筏到达对岸，登岸以
后，不见后续部队再渡，便用火光作信
号，未被对岸我军发现。在万分焦虑之
下，毛连长便与4名战士在江岸一石崖
下紧紧围在一块，熬到天亮。

听到南岸吹起进军号时，5人高兴
万分，当3只竹筏快靠岸时，他们立即
出击配合，占据前沿阵地。此时，敌人
预备队增援上来，很快被南岸我军火力
封锁了来路。

我后续部队继续强渡，一个班很快
占领敌右前方的一个石峰，向下猛力射
击，敌人站不住脚，开始动摇。此时，
老渡口方面之敌听见其右翼红军的冲锋
号和喊杀声，还有手榴弹和炮弹爆炸
声，知道形势不妙，也开始动摇。我过
河部队趁势猛攻，把敌人全线击溃。

天险乌江，就这样被我军渡过。

一枪惊溃敌人一个团

1934 年 12 月 31 日，我右翼先头
部队从余庆县的龙溪到乌江南岸的迴龙
场，与对岸守敌隔河炮战，经我炮兵连
轰三炮，将敌人设在构林坳山头的工事
打毁，敌人火力暂时被我军炮火压下
去。这一地段的乌江险峻，两岸全是几
百米高的大山，耸天壁立，活像用刀切
过一样。江面足有一百米宽，滔滔江水
不时翻起白浪，响起哗哗的吼声。

指战员们一面砍伐河岸边的粗大毛
竹，准备扎筏和架桥的材料，一面到沿
河寨子里访问农民，找他们了解渡河的
地方。在岩门屯下老渡口遇到一个船
工，在他指点下，才知道老渡口上游的
鱼子塘江面水流稍缓，可以划筏子

过江。
1935 年 1 月 1 日，我军将砍下来

的毛竹偷运到鱼子塘河面，扎成可坐
10多人的竹筏数只，半夜时分，由这
个老船工与另一个农民各划一个小筏
牵着一根大绳，渡过江去。那个农民
所划的竹筏到了江心却被水冲得不能
靠岸。他便将绳子拴在江边大石上又
划回南岸。接着数十个红军便分别跳
上 3 只竹筏，拉着绳子，划到北岸。
由于黑夜风大，伸手不见五指，已过
江部队暂在江边水树林内驻扎，待拂
晓攻击。

在偷渡的同时，另有3名勇士从新
老渡口之间的仙人磴江面游水过江，爬
上北岸余家沟敌人散兵壕侧面的高地关
刀岩。在2日天将拂晓正面开始攻击之
际，一枪将守壕敌军连长打死，敌军惊
惶乱窜，伏在江边水树林内的我军战士
趁势往上冲击，敌军向其主力所在方向
溃逃，敌人主力一个团不辨战情就同时
溃退,往思南、凤冈方面逃去。我军遂
将扎好的竹筏连成浮桥，大军全部过
江，当晚进驻箐口。

一枪打死敌连长，惊跑守敌一个团
的故事，至今仍在乌江两岸的百姓中传
颂着。

“打下遵义，在那里过年才有
味道呢! ”

到达靠近乌江猴镇的时候，正是岁
末。刚到这里毛主席就到中央军委住的
地方开会去了。警卫班的同志们忙着给
毛主席安排住屋，那是一个四合大院。
毛主席住北屋，共三大间。正间是会客
室，屋顶上吊着一盏煤油灯，靠墙摆着
一张古色古香的茶几，两旁摆着太师
椅。东间是寝室，西间是办公室，办公
桌是用两条单檩对起来的，上面摆着文
具和一部电话机。办公桌的周围加摆了
二三十个方木凳，是准备给总部首长前
来庆贺新年坐的。

夜里10点钟，毛泽东回来了，他
看看房里的布置，笑着说：“怎么，过
年的事都准备好啦！可我们不能在这里
过年，还有比过年更紧要的事呢！我们
要争取时间打过乌江去!”说到这里，
毛主席拍着身旁一个警卫员的肩膀，温
和地说：“我们是红军，对红军来说，
什么事最要紧呢？现在就是打仗，消灭
敌人，突破乌江很重要，你们觉得猴场
就是个大地方吗？不，大地方，我们中
国多得很。遵义就比这里大，还有比遵
义更大的呢。突破乌江，打下遵义,在
那里过年才有味道呢!”说罢，毛泽东
一边打开文件，准备开始夜间的工作,

一边告诉警卫班的同志，他已在总部吃
过饭，不必再为他准备了。第二天清
晨，毛主席和部队离开猴场向岛江
前进。

遵义城是红军智取的。敌人在江边
败退之后，直向通往遵义大道上的猪场
（珠藏）逃窜。敌江防司令林秀生连司
令部的文件电稿都顾不得要，带着三个
团的残部往遵义方向逃去，我军于三日
下午占领猪场，并在该地宿营。

这时我军全部过河，向遵义追击前
进。与江界河同样险峻的羊岩河，敌人
也弃而不守，浮桥亦未及完全砍断。我
军马上把浮桥修好，经张王坝进驻团
溪。5日从团溪向遵义城进发，急行军
80华里。我军经龙坪至深溪水时，发
现前面不远有敌人的阻击部队，一举将
之包围活捉，没有一个漏网。经红军及
时对被俘敌人进行宣传教育，全体被俘
人员异口同声地说愿为红军效力。我军
以一部化装为敌溃军，由俘虏在前导
引，深夜到达遵义南门，由俘虏上前叫
门，守城敌军这时还不知其城外守军业
已被俘，将城门打开后，敌军才从梦中
惊醒，我军一拥而入，一阵枪炮声，敌
人狼狈逃窜。6日黎明，我军遂全面占
领遵义城。

新春伊始，遵义会议放光芒

1935年新年伊始，红军到达了遵
义城。当毛主席、朱总司令进城的时
候，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鞭炮震耳，人
们夹道欢迎，高呼拥护红军、拥护共产
党的口号。

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
议,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红军在遵义进行了休整，精简了机
关和后勤部队，许多工作人员到连队当
战士，充实了连队的战斗力。许多干部
下放到连队，加强了基层的领导，又丢
掉了笨重的、不必要带走的辎重。红军
经过修整、整编，更是朝气蓬勃，精神
振奋。

不久，红军离开遵义，经过桐
梓、渡过赤水河。这一行动引起敌人
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
到川黔边境布防，并封锁长江、防止
红军北渡和红四方面军汇合。这时毛主
席指挥红军突然甩开敌人，重占桐梓、
娄山关，回师遵义，一举歼灭敌人20
个团，红军部队喜气洋洋，出墙报、编
快板、赋诗作歌，庆祝长征以来第一
次大的胜利。

遵义的工农群众特别贫困，他们渴
望翻身，打倒军阀，只几天就有 5000
多人参加了红军。

长征途中的春节
彭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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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
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和
华东野战军为加强江苏省北部的军事
力量，抽调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自山
东省南下，3月中旬进至江苏省阜宁
县城西北地区，与原在苏中、苏北地区
的第十一、十二纵队汇合，组成华东野
战军苏北兵团。

华野二纵经过800里的行军，于3
月14日抵达苏北，与第十一、十二纵队
胜利会师，并正式成立了苏北兵团。

苏北兵团的成立，极大震慑了两
淮、宁沪地区的敌人。国民党军害怕
苏北兵团南下渡江，慌忙放弃阜宁、沭
阳，同时从山东和大别山抽调大批部
队回援华中，以加强苏中各要点和长
江沿线防御。

鉴于此，苏北兵团首长决心利用
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及其援军尚未全部
到达的有利时机，集中第二、十二纵
队及苏北军区第五、六军分区部队共
13个团，向驻守苏北盐阜地区的战
略要地和商业重镇益林国民党军整编
第五十一师第一一三旅（欠两个营）发
起进攻。

3月12日至15日拂晓，解放军苏
北兵团参战各部均按预定部署进抵攻
击地域，完成了对益林的包围。

16日 18时，战斗打响。随着二
纵以猛烈炮火将敌人的地堡群、壕沟
炸毁，突击部队迅速攻占了益林外围

阵地。
3月17日18时，二纵主力向敌人

的核心阵地发起攻击。在突击部队突
破敌人前沿阵地后，突然遭到敌人燃
烧弹和毒气弹的攻击，顿时，前进道
路上火光冲天，不少指战员中毒昏
倒。纵队首长立即命令停止进攻，抢
救伤员，原地坚持待命，继续做好进
攻准备。

18日夜，二纵经准备后发起总
攻。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击部队分多
路同时发起突击，突破敌前沿阵地后，
又连续打垮敌人的6次反扑，巩固了
突破口。二纵主力迅速冲入镇内，采
取“擒贼先擒王”战术，很快包围并攻
克了敌旅部，使各处守敌成了乌合之
众。战至19日凌晨，解放军全歼益林
守敌。

益林攻坚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
国民党军派重兵向益林增援，在凤谷
村以东地区遭解放军苏北兵团第十二
纵及二纵一部的顽强阻击，被毙伤、俘
虏千余人。19日拂晓，援敌得知解放
军攻克益林的消息后，慌忙逃走。

此次攻坚战，解放军苏北兵团共
歼国民党军守军整编第五十一师一一
三旅及国民党援兵7000余人，缴获大
批武器、军用物资。益林战役的胜利，
给两淮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给华中敌
后军民极大的鼓舞，中共中央为此发
出了嘉勉电，肯定了战役取得的成果。

苏北兵团益林攻坚
佟雪辉

淮南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东部
和江苏省西部，东起运河，西至淮南
路、瓦埠湖，北抵淮河，南濒长江，津浦
路纵贯其间。以津浦路为界，分路西、
路东2个地区。1943年，中共华中局
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
将路东八个县调整合并为四个县，盱
眙、嘉山两县合并为盱嘉县，成立了中
共盱嘉县委；将新四军主力第二师第
五旅第十五团的一部分和盱眙、嘉山
地方武装组成盱嘉支队，1943 年 8
月，调原十五团政委朱云谦任县委书
记兼盱嘉支队司令员、政委，对全县实
行统一领导。

1943年8月，刚上任的朱云谦就
带领盱嘉支队攻打津里镇，迫使伪军
投降。在打下津里镇后，朱云谦便组
织干部战士开始了攻打盱眙县城的准
备工作。经研究，朱云谦决定采用“内
线和外线结合，防御和进攻结合”的方

针，开展对敌斗争。朱云谦命令各区乡
武工队、便衣队、基干民兵，对盱眙城内
实行经济封锁，并安排地下工作者打入
敌人内部，或在日军中队部任厨师、或在
伪县长手下当管事，或进入伪军的特工
队、保安大队、警察局当兵，很快摸清了
城内的火力部署和敌人的活动规律。朱
云谦更亲自带人化装进入盱眙县城侦
察，完全掌握了日伪军据点、营房周围的
地形。

1944年1月24日（农历除夕）夜，朱
云谦调集了盱嘉支队的3个连和1个侦
察队，另有临城区队及民兵，集中在洪子
庙以北的马郢，进行了作战部署：按照采
取偷袭的作战计划，兵分四路，一路包围
伪保安大队和伪公署，对敌攻而不歼；一
路攻击老大关伪县政府；一路到大王庙
伪警察局附近埋伏；最后一路由朱云谦
亲自带领，主力部队是一个连，外加盱嘉
办事处副主任胡坦和联络员魏小昆带领

的武工队，任务是抢占日军中队对面一
个白天有岗哨，夜晚只有灯没人值守的
大碉堡，直接堵住日军的大门。

战斗部署完毕，各部由4名向导带
路，在夜色掩护下，向盱眙城进发，在内
线的接应下，部队于24时刚过、农历新
年到来之际顺利进入城内，于午夜12点
之前在既定目标外围埋伏下来，同时封
锁了城内的各条通道。

午夜刚过，埋伏在伪警察局周围的
1个连首先打响战斗。战士们消灭了敌
人岗哨后，随即分成多组，互相踩着肩
头，翻过高大的院墙，摸到伪警察的营房
外，同时发起攻击。枪声响起后，80多
名喝得酩酊大醉的伪警察从梦中惊醒，
根本无力抵抗。有几个稍微清醒的家伙
想夺路逃走，刚跑出大门，就看到两挺机
枪架在门外，顿时吓得瘫倒在地。几分
钟后，伪警察全部缴械投降。

几乎与此同时，两名装扮成伪军的

游击队员，装成喝醉的模样，一路互相谩
骂扭打来到伪县政府大门口。门口站岗
哨兵过来盘问，被两名游击队员打倒在
地。埋伏在巷口的部队立即冲进了伪县
政府大院。里面正在大吃大喝的伪警卫
队和伪县府官员全部束手就擒。伪保安
大队和伪公署里的敌人听到枪声后企图
外出救援，刚一探头就遭到盱嘉支队伏
击部队的迎头痛击，只得退入据点内自
保。

日军中队听到城内的枪声后，派出
几个人从军营大门出来东张西望，想了
解情况。出门不久，这几个家伙就看到
大门对面的碉堡上有人影晃动，吓得慌
忙退回。里面的日军不敢轻举妄动，一
面盲目地开枪开炮，企图给伪军壮胆，一
面打电话呼叫各处伪军，却发现根本无
法接通——电话线早被盱嘉支队的战士
们切断。黑暗中，日军不知新四军虚实，
直到新四军撤出战斗，还龟缩在营房里
不敢出来。

此次战斗，盱嘉支队攻入盱眙县城，
消灭伪县政府和伪警察局，共歼敌200
余人，缴枪120支，而己方参战指战员无
一受伤，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天还没亮，
战士们就押着俘虏，抬着缴获的战利品，
胜利撤回根据地，和群众共同欢度春节。

盱嘉支队除夕夜奇袭盱眙城
贾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