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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按预
定计划分别向商丘、津浦路及微山湖
两侧地区、陇海路大许家至东海段沿
线发起进攻，国民党军纷纷败逃。7
日，国民党第七兵团收缩兵力西撤，
向徐州靠拢。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
立即对该部展开猛烈追击。

为了挽回败局，国民党军急调华
中集团的第十二兵团赶赴淮海战场救
援。为了保证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
消灭国民党第七兵团，中野首长决定
一面派小股部队拖延其前进速度，把
敌第十二兵团迟滞并隔离于主战场
外，一面布好包围网，最后将其消
灭。按照部署，中原野战军首长命令
位于西平、遂平地域的中原野战军第
一纵队二十旅暂归豫皖苏军区指挥，
兼程进至驻马店以东，阻击敌第十二
兵团，迟滞其推进。

二十旅受命后，立即急行军进至
洪河东岸的庙湾，与豫皖苏第三团和
骑兵团会合后，立即构筑工事，准备
迎敌。但此后几天，庙湾地域除了有
敌机天天轰炸扫射外，并未见到敌第
十二兵团的影子。13日傍晚，经豫
皖苏地方部队报告得知，敌第十二兵
团害怕解放军在庙湾地域阻援，已于
两天前兵分两路，绕道从新蔡附近渡
过洪河，进犯阜阳。二十旅首长在向
上级报告情况后，立即指挥部队连夜
向界首方向前进，决心抢在前面堵住
敌人的去路。

敌人从新蔡向阜阳推进期间，遭
到解放军地方武装的阻滞和截击，但

因为敌人拥有大量的卡车，因此推进
速度并不慢。为了先敌赶到颍河阻击
地点，“二十旅部队用脚板和敌人的
汽车比起了赛跑”。解放军豫皖苏军
区副司令员张国华了解到情况后认
为：穿过阜阳的颍河是一条终年运货
的河道，沿颍河顺水乘船由北向东
南，一定会加快部队的行进速度。于
是他联系界首的地方党政领导，要求
他们迅速“组织船只，准备干粮”，
协助第二十旅沿河前进。

14日黄昏时分，二十旅赶到界
首渡口时，当地党政干部已经率领支
前群众驾驶着各类船只在此等候。在
群众的配合下，二十旅连夜乘船而下，
直奔阜阳。15日清晨，二十旅前卫第
六十二团赶到了阜阳渡口，下船后来
不及休息，先期控制了颍河东岸并立
即修筑阵地。不久，敌人的先头搜索部
队赶到，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激战
中，解放军豫皖苏军区部队也赶来参
战，很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敌第十二兵团主力到达后，在飞
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多次强渡，均
被解放军击退。经过一整天连续战
斗，敌人始终未向前挪动一步，16
日，敌人见无法突破，便向颍河下游
移动，企图寻找新的渡河点继续强
渡。二十旅沿河阻击敌人，激战一
天，国民党军虽在飞机、大炮的掩护
下多次组织抢渡，但始终无法渡过颍
河。17 日，二十旅和兄弟部队换
防，撤离颍河一线。在短暂休整后，
二十旅继续投入围歼敌第十二兵团的
战斗。

中野二十旅水陆并进阻强敌
孟 纬

1949 年 3 月，人民解放军百万
大军进抵长江岸边，渡江前的侦察工
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由于登陆的
必经之地黑沙洲敌情尚未探明，解放
军华东野战军首长派出一支精干的侦
察小分队，由侦察排长齐进虎率领，
前去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3月的一
天夜里，齐进虎带领王林芳、宋协义
在夜色和风雨的掩护下，乘坐一艘木
船隐蔽渡江，在黑沙洲秘密登陆。齐
进虎等人刚刚上岸，就有敌人的巡逻
队向登陆地点扑来。齐进虎一面率领
侦察员隐蔽，一面发出信号，让船只
迅速撤离。

登岛后，齐进虎在群众的掩护和
帮助下，秘密侦察了一个多月，掌握
了敌人的阵地、兵力及武器部署。一
天夜里，三人在侦察敌人炮兵阵地
后，遇到敌人突然发射来的照明弹，
暴露了位置。三人立即撤退，成功摆
脱了敌人的追击。

敌人无法找到齐进虎等人，于是
把群众全部迁到江南，然后把群众的
所有食物没收，企图把解放军的侦察
员活活饿死。齐进虎三人白天躲藏在
芦苇丛或树丛里躲避敌人的搜捕，靠
吃野生植物充饥，晚上继续进行侦察
活动。不久，他们找到了敌人的指挥
部，并找到了埋藏在地下的电话线。

天黑后，三人便开始监听敌人的电
话，获取了敌人的大量情报。

敌人在黑沙洲上搜了近一个月，
也没有搜出解放军的侦察员。为了阻
止解放军侦察员返回江北，敌人一面
加大了对江面的封锁力度，一面将黑
沙洲上的所有船只全部看管起来。

齐进虎和侦察员们为了尽快返回
江北，焦急地寻找一切可以渡江的
用具。偶然间，他们在一间小屋里
发现了一只大木盆。当天晚上，他
们将木盆秘密抬到水边，轮流在黑
暗中练习划动木盆的方法。开始
时，木盆总是东倒西歪，难以控
制，稍不留神就会翻到水里。经过
多天的顽强练习，他们终于掌握了
让木盆在水中平衡的技巧。终于，
在一天夜晚，江面上刮起东南风，
齐进虎三人立即抬着木盆来到江
边，王林芳坐在木盆中央掌握平
衡，齐进虎和宋协义在两边划水，
顺着风势迅速向对岸进发。当他们
离岸后不久，风力突然增大，木盆
随着波浪在江面上倾斜。三人一面
努力保持平衡，一面继续用手中的
木板拼命猛划。不久，江水已经漫
进木盆，三人急忙用手向外舀水。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力拼搏，三人
划着木盆，终于成功回到江北！

侦察英雄木盆渡江创奇迹
吴小龙

智破王庄

1934年10月，红二十五军撤离鄂
豫皖根据地后，方永乐受中共鄂豫皖
省委委派，率领鄂东北独立团600余名
指战员，千里转战，来到皖西，与高
敬亭重组红二十八军，任红八十二师
政委，扛起了坚守大别山的重任。

1935年 2月初红二十八军第三次
组建时，全军只有1300余人，下辖第
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军属交通队；八
十二师也只有一个二四四团和特务
营。红二十八军不设军长，只设军政
委，由高敬亭担任，方永乐被任命为
红八十二师师政委。就这样，年仅19
周岁的方永乐成为红二十八军的“二
把手”。

2月12日，红二十八军行至霍山
县的白果地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安
徽省省府委员余谊密，以为红军早已
被国民党“剿灭”，于是带了其任潜
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的儿子和 200
多人的卫队，从安庆回到老家王庄
过年。

余谊密父子极为反动，双手沾满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的鲜血，曾指
挥地主武装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200余
人。为了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被杀害
的干部群众报仇雪恨，高敬亭和方永
乐决定攻打王庄，消灭余谊密父子。
鉴于王庄内碉堡林立，附近又有敌人
的驻军可以随时支援，为了快速解决
战斗，高敬亭和方永乐经过充分研究
商议，制定出一个“智取”方案。

2月13日傍晚，方永乐冒雪带领
手枪团和特务营悄悄来到王庄附近，
秘密埋伏在后山山顶。2 月 14 日中
午，手枪团勇士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
的“团长”“副官”“马弁”，携带着
大件礼物，骑着高头大马，大模大样
地进入王庄。在经过岗哨时，“团
长”告诉团丁自己是余谊密的老同
学，今天恰逢带着部队路过此地，得
知余谊密在家，于是特来“拜年”

“叙旧”。
一行顺利闯过了哨卡，进入余谊

密家中。只见院内厢房里余谊密的卫
队正在打麻将、推牌九。正房门口只
站着一个勤务兵。“团长”高声说
道：“谊密兄在吗？”勤务兵见来者穿
着国民党正规军的军官制服，毫不怀
疑 ， 连 忙 挑 开 门 帘 让 一 行 人 进 入
正房。

4名红军战士互相使了个“眼色”
后，一人站在门口和勤务兵“聊天”，

两个人转身走向厢房。扮成“团长”
的红军战士不等余谊密出来迎接，便
大步进入正房，然后高声说道：“恭
喜，恭喜，谊密兄，新春发财！”

余谊密和其次子正在房中，却根
本想不起来对方是谁，只得起身赔笑
说：“请坐，请坐。”

见时机已到，进屋的红军战士立
即拔出手枪，对准了余谊密父子。与
此同时，门口的红军战士也拔枪对准
了勤务兵。勤务兵企图顽抗，被一枪
击毙。厢房里的卫队听到枪声，慌忙
向外张望。早已守在门口的两名红军
战士迅速掏出手榴弹扔进屋内。随着
两声巨响，里面的敌人被尽数“报
销”。随后，4名红军战士押着余谊密
父子迅速向庄外撤退。庄口哨卡里的
团丁见状，害怕伤到余谊密父子，只
得放行。

4名红军战士押着余谊密父子出
庄后，王庄敌人 200 余人全部出动，
从后面尾随而来。当敌人大队追到后
山附近时，方永乐一声令下，埋伏多
时的八十二师红军指战员立即开火，
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战斗不到
一小时便胜利结束，红八十二师将敌
人全歼。

界岭伏击战

王庄战斗的胜利，极大激发了苏
区人民的革命斗志，也引起了国民党
当局的恐惧。国民党当局立即派出重
兵，分多路向红二十八军扑来。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清剿”，
1935年2月16日，红二十八军在潜山
县上龙山歼敌一个连后，决定由高敬
亭率二四四团第二营和手枪团一分队
北上，开赴赤城、赤南根据地打击敌
人；方永乐率第二四四团第一营、第
三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转战太湖、
霍山、潜山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3 月 29 日，方永乐率部进至霍
山、潜山之间的小界岭，国民党第十
一路军的一个团就闻讯追了上来。据
侦察员报告，敌人的先头部队一个营
为了“立功”，一路尾随红军狂奔，
已经和后面的大队拉开了距离。方永
乐经过分析，决定部队停止前进，趁
敌麻痹大意、毫无准备之际，利用当
地的有利地形就地埋伏，消灭敌人的
先头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方
永乐带领战士们迅速占领了界岭地区
的制高点、隐蔽在山间茂密的松林
里，在大柳树旁架起两挺机枪，等候
敌人的到来。

大约一个小时后，大路上尘土飞
扬，敌人的前卫营到达小界岭的山脚
下，一个个跑得口干舌燥、大汗淋
漓。当这股敌人到达山脚下时，红二
十八军指战员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
击，枪弹、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在敌群
之中，消灭了大批敌人。残敌慌忙逃
入松林躲避，哪知刚一进松林，就遭
到方永乐带领的神枪手们的打击，一
个个应声倒下。仅用20分钟，方永乐
就率领红军伤、毙、俘敌 200 余人，
缴获重机枪两挺、步枪100多支、子
弹6000余发。

桃树岭诱敌深入

界岭伏击战后，方永乐率部于 4
月6日到达太湖县李杜店，与高敬亭
部会合。4月中旬，整编后的红二十
八军行至潜山县境内，途中又遭到敌
九十五旅的追击。该部是敌人的一支
精锐部队，此前曾和红二十八军的后
卫部队接触几次，均被红二十八军成
功“甩掉”。敌旅长不甘心失败，拼
命驱赶着部下追赶。

方永乐见敌人“求战心切”，在
和高敬亭商议后，决心拖住该敌，等

其疲惫不堪时，再寻机歼之。4 月 20
日，已连续几天牵着敌人走的红军到达
潜山桃岭，方永乐认为：山高岭险、地
势狭窄的桃岭正适合我军伏击，而装备
精良的敌军在此却难以施展，无用武之
地。方永乐与军政委高敬亭研究后，决
定打一个伏击战，并亲自指挥，将红军
主力埋伏两翼，“张网以待”，然后派出
小股战士，在和敌人稍作接触后即行撤
退，逐步将敌人引入包围圈。

在红军的“频频示弱”下，敌先头
部队果然中计，不待后援到达，就急功
冒进，很快进入红军的包围圈。当红军
发起进攻时，骄横无比的敌人还以为红
军实力“不过如此”，竟组织兵力向两翼
山上红军阵地反扑。方永乐见状，立即
命令重武器停止射击。敌人见红军阵地
上的火力突然减弱，还以为是红军的子
弹打光了，于是更加“卖力”地向山上
冲来。很快，大部分敌人冲上半山腰，
完全暴露在红军的火力之下。见时机成
熟，方永乐立即命令“开火”，霎时间，
敌人被打得尸横遍地。残敌不敢顽抗，
纷纷向山下逃去。方永乐立即率主力杀
出，冲入敌阵。经过短暂交锋，红军全
歼敌人一个团，缴获各种枪支 400 余
支，子弹5000发。

斛山铺四面合围

5月，红二十八军在取得一系列胜
利后，重返大别山。6月13日，红二十
军经罗山、光山到了斛山铺以西的梅大
岗，遭遇当地国民党驻军一个团的“堵
剿”。方永乐决定利用斛山铺、王园一带
冈峦起伏、沟壑相间的复杂地形，以红
二十八军的部分兵力进行正面攻击，大
队人马从两翼迂回过去，将敌人拦腰斩
断、继而各个击破。

此次作战，方永乐亲率部分战士在
正面阵地阻击敌人。战斗打响后，敌人
依仗火力优势，拼命向红军正面阵地开
炮。一时间，炮声隆隆，炸得红军阵地
上碎石纷飞。方永乐早已观察了地形，
命令战士们选择较为坚硬的岩石布置了
阵地，因此敌人的炮火虽然猛烈，但未
给红军造成大的伤害。不久，敌军从斛
山铺的围寨里出动，向红军的正面阵地
扑来。敌人见正面阵地红军的火力不
强，加快了冲锋的步伐。由于地形狭
窄，敌人只能排成两路纵队，向红军阵
地进犯。激战多时，敌人“突破”了红
军的几处前沿工事。但随着敌人部队不
断推移，处于后方的敌人火炮怕误伤自
己人，只得停止了射击。

就在敌人主力接近红军正面主阵地
时，方永乐立即命令司号员吹号。号声
过后，敌人的两翼和背后同时响起了密
集的枪声。敌人猝不及防，被毙伤数十
人。敌团长慌忙命令部下后撤，但却遭
到了来自己方炮兵阵地的打击——原
来，方永乐事先埋伏的一支部队，乘敌
人慌乱之际，一举攻破了敌人的炮兵阵
地，并“指挥”敌人的炮兵向逃回的敌
人开炮。方永乐见敌人阵形大乱，随
即率领正面阵地的战士冲出战壕，展
开追击。在红军的四面合围下，敌人
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很快被
分割成数段。经两小时激战，红二十
八军歼敌 1100 余人，缴获各类步枪
500 余支、轻机枪 18 挺、大炮 2 门、
子弹 10万多发。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
究员）

“小师政委”方永乐
胡遵远

张楼位于安徽省泗县东北部，
是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东西的必经
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
秋日军侵占泗县县城后，张楼恶霸
地主张海生投靠日军，被委任为伪
淮海省“剿匪”第 6 总队司令兼自
卫团长。张海生在张楼修建了坚固
的据点，不仅鱼肉附近百姓，更经
常配合日军袭扰新四军的抗日根据
地。当地人民群众无不对之切齿痛
恨，日夜盼望新四军早日拔除这一
日伪据点。

为畅通淮北根据地东西往来之
路 ， 保 卫 人 民 生 命 财 产 的 安 全 ，
1941年夏季，新四军九旅二十五团
和五旅十四团共同攻击前、后张
楼。二十五团在十四团的配合下，
肃清外围工事后，于 8月 24日夜攻
击后张楼据点，一举突破了东圩
墙。伪军退守核心工事，凭借坚固
瓦房和炮楼继续顽抗。

25日上午10点半左右，泗县县城
日军 300 余人乘汽车向张楼增援，很
快进到离张楼不足10里处。五旅十四
团团部得到报告后，命令预备队七连
前往迎击。

七连连长彭家祥得到命令后，立
即率部前往阻击敌人。七连出发后，
经过约半小时的急行军，来到一座小村
庄附近，和敌人援军遭遇，随即展开了
激战。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分三
路向七连冲来。七连迅速散开在村庄外
围，依托墙基房舍，沉着射击日军。当
时7连共有91人，真正能参加战斗的
有80人左右，而日军却有300多人。敌
人连续猛攻一个多小时，却无法突破七
连的防线。不久，敌人调来平射炮，向
七连阵地猛轰，炸毁了七连指战员的掩
体。七连各部交替掩护，边打边退，
向何宅子村转移。

七连刚刚进入何宅子村，敌人兵
分数路追击而至。何宅子位于通往张

楼的要冲，村子周围有 5 米宽的壕沟
环绕，壕沟和村边的小河相通，沟内
有过胸深的水。整个村子的地形比村
外高出很多，且设有坚固的围墙，围
墙上设有几座瞭望哨塔楼。为了确保
主攻部队安全，彭家祥命令七连在这
里固守，阻止敌人的前进。

日军先头部队追到村外，立即发
起了进攻。七连指战员沉着埋伏，在
敌人接近围沟时突然开火，击毙敌人
十余人，剩下的日军仓皇溃退。七连
遂利用战斗间隙，抓紧时间整修工
事，并具体划分了射界。

约 10 多分钟后，敌人主力到达，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七连阵地发起
攻击。七连指战员一面注意隐蔽，一
面利用有利地形猛烈还击，又接连打
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战至下午，敌
人伤亡已达百余人，已无力量发起攻
击，只好将村子包围起来，等待援军。

17时左右，日军从泗县县城又派

来了援军 200 多人，携带着两门重
炮。两股敌人会合后，立即用大炮向
何宅子村狂轰滥炸，七连指导员和多
名战士被敌人炮火所伤，不幸牺牲。

炮击过后，敌人凭借兵力和火力
优势，再次发起进攻，在多处突破七
连阵地，攻入村内。七连指战员英勇
奋战，子弹打完了，就拼手榴弹，手榴
弹打完了，就举起大刀，和敌人展开白
刃战。连长彭家祥在斩杀一名日军后，
才发现自己的左手拇指被敌人砍断了一
节。当下经过简易包扎后，带领部队继
续奋战，坚守阵地，又打退了敌人的两
次冲锋，将敌人赶出村外。

战至黄昏，七连已经毙伤日军200
多人，完成了阻击任务。彭家祥于是
下令突围。他将战士们组织起来，从
村子西南角奋力杀出一条血路，向外猛
冲。敌人发现后纷纷赶来拦截。彭家祥
和战士们见状，全部跳入壕沟，游水前
进。敌人不敢下水，只是站在沟边向沟
里开枪。彭家祥和战士们低头俯身，一
面躲避子弹，一面快速进入连接壕沟的
河流。在这条河前方不远处，是一片沼
泽。彭家祥和战士们很快就跑进泥泞的
沼泽，日军追了一段，害怕陷入沼泽
里，也就停止了追击。

战后，旅首长传令嘉奖七连，并
给彭家祥记大功一次。

何宅子村新四军浴血战敌寇
贾晓明

1940年9月中旬，八路军山东纵
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政委徐斌
洲带特务连，基干一营二、四连，基
干三营一部抵达黄河南岸滨县五区，
与基干一营第一、第三连会合，着手
开展整军。

其间，杨国夫、徐斌洲了解到，
高苑县地方武装经常破袭高（高苑）
青（青城）公路，挖断路面，破坏电
话线。地方武装夜间破袭，日军次日
必然出动，修复公路，恢复通讯。杨
国夫和徐斌洲决心利用敌人这一“习
性”，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到清西地
区，在青城、高苑、邹平三县交界的
高青公路段打一个伏击战。据侦察员
报告，高青公路是日军在青西地区的
交通要道，这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公路
从魏家堡西侧穿过，路西有一片乱坟
地，路东就是魏家堡。日军的汽车不
时从魏家堡通过，是较为理想的伏击
阵地。据此，杨国夫把伏击地点定为
魏家堡。

9 月 20 日，高苑三区武工队组
织群众，破袭高青公路大王家至魏
家堡一段公路，并截断公路上的电
话线。当日黄昏，杨国夫率三支队
一、三营和三大队在魏家堡一带设
伏——三支队一营一连埋伏在丁家
村南离公路 100 米处，筑单人和机
枪掩体，修筑有通往村内的交通
沟，利用坟墓作阵地。二、四连埋

伏在司家官庄村西，准备截击田镇
增援之敌。三营大部埋伏于后巩和
徐董村公路南基莹破砖窑中，筑有
掩体和通往村内的交通沟。由一个
连埋伏于魏家堡南、紧靠公路的观
音堂庙院内，配有 3 挺机枪。三大
队埋伏于魏家堡村东、西两头，筑
有简单工事。

9月21日拂晓，高苑据点的日伪
军分乘两辆汽车前来抢修公路和电话
线路，汽车开到八路军在公路上挖好
的横截沟时，被迫停下来。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八路军埋
伏部队立即从三面开火，顿时毙伤敌
人数十人。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只
得仓皇向东北方向逃窜，被截击后又
缩回公路两侧向西逃跑，再遭三大队
截击，死伤十余人，只得逃入魏家堡
一家民宅里顽抗。

杨国夫组织力量控制院外围有利
地形，战士们用手榴弹猛轰，炸死院
内顽抗敌人的大半，残敌十余人继续
顽抗。八路军战士爬上房顶，向下投
掷点燃的大捆柴草。敌人只得撤出院
子，夺路逃命。八路军立即展开围
歼，将逃出的敌人尽数歼灭。

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八路军全歼
日军一个小队 20多人、伪军 1个中
队，俘虏日本兵和翻译官各一名，烧
毁汽车2辆，缴获轻机枪2挺及掷弹
筒、步枪30余支。

魏家堡伏击战
刘思琪

方永乐（1916-1936），出生于安徽六
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 岁时投身革
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少共六安县委书记、
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少共书记、鄂东北少
共道委书记等职。

在战斗中，方永乐展现出了出色的军
事才能。在战斗间隙，他注重战士们的训练
和生活，关心士兵的困难和需求，使部队在
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强
大的战斗力，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爱戴，
战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师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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