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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红色足迹

1946 年 7 月，国民党军集中 12

个旅的兵力，分三路向淮北解放区

大举进犯。其中，由夹沟出动的国

民党整编第九十二、第六十旅和整

编第五十七师预备第三旅于 7 月 25

日进占徐州东南、安徽省北部的双

沟集、朝阳集、渔沟集地区。

敌人在运动中战线拉长，朝阳

集、渔沟与灵璧、泗县之间出现一个

较大空隙。为保卫淮北解放区，新

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第二纵

队、第七师第二十旅及华中野战军

第九纵队等部共 13 个团，趁进至朝

阳集、渔沟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九十

二旅立足未稳、驻地分散之机，对该

部敌人发起反击。

经研究，陈毅等决定以战斗力

最强的山东野战军二纵四旅担任主

攻，九旅负责切断双沟与朝阳集之

间的联系，阻击援兵。七师二十旅

和华中野战军九纵负责穿插打援。

7 月 26 日夜，穿插部队开始行

动，切断了敌九十二旅的退路，并做

好了打援准备。与此同时，担任主

攻的四旅隐蔽进至攻击位置。

27 日拂晓时分，四旅发起对朝

阳集外围阵地的进攻，很快夺取了

大部分据点。当日晚 9 时，四旅再

次发起猛烈攻击。于 7 月 28 日凌晨攻

克凤凰山，完成了对朝阳集的最后包

围。

28 日 5 时 30 分，总攻开始。四旅

十二团破北门而入，十团破西门直捣

敌旅指挥所，十一团在南门堵击，将集

内残敌压缩于街区南部。晨 8 时许，

徐州方向飞来 10 余架敌机，掩护残敌

从南门突围。敌人刚出城外，便遭到

预伏在城外的十一团的猛烈阻击，死

伤惨重，少数幸存者往枕头山方向逃

窜。十一团和十团二营穷追不放，在

刘八集附近与二纵九旅部队合围，将

逃敌全歼。

与此同时，第九纵队一部向从渔

沟集赶来增援的敌六十旅攻击，歼其

一部；担任阻援的第七师第二十旅逼

近双沟集，袭扰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

七师，保证了主攻部队在朝阳集的顺

利歼敌。

29 日 13 时 ，朝 阳 集 战 役 全 部 结

束，此役，激战两昼夜，山东野战军、华

中野战军歼灭敌整编第九十二旅全部

和第六十旅一部，共 5000 余人，缴获

大批武器弹药。这一仗是山东野战军

进至淮北后，首次取得歼灭国民党正

规军 1 个旅的胜利。战后，陈毅挥毫

写下《淮北初战歼蒋军九十二旅》以为

纪念。

“山野”在淮北的首场胜利
赵荫棠

1935 年 4 月 1 日 ，中 央 红 军 顺

利突破乌江天险。红九军团暂时留

在乌江北岸伪装成主力，游击牵制

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南渡乌江。

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中央红军南

渡乌江的任务，准备尾随主力红军渡

江时，发现国民党军各部尾追而来，

情况十分危急。中革军委立即指示红

九军团：“向沙土、泮水以东隐蔽。”

红九军团连夜行动，先向沙土

东北急进 20 多里后又折回西北往

老木孔方向前进，忽东忽西，隐蔽较

好，因而未被敌人发现。红九军团摆

脱险境后，于 4 月 4 日下午 5 时许抵

达老木孔休整。

这时，侦察员从当地农民口中

得知，黔军犹国才部一个师正从遵

义鸭溪方向追来。为了摆脱追敌，红

九军军团长罗炳辉立即召集连以上

干部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菜籽坳方

圆十多里，山上大树林立，灌木丛

生，道路从山林间蜿蜒穿过，又是老

木孔与湾子、石刘、天堂等地的边缘

接合部，是打伏击战的有利地形。于

是，红九军团领导决定在菜籽坳一

线山梁上隐蔽，拉开防线，设置口袋

阵，伏击敌人。

为此，红九军团主动从木孔向

东行至菜籽坳，依靠地形设置伏击

圈隐蔽埋伏于灌木丛中。4 月 5 日 8

时许，敌先头部队开始进入伏击圈。12

时，当敌主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时，红

九军团指挥员立即发出攻击信号。刹

那间，红军战士的各种轻重武器一齐

开火。国民党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死伤

惨重。敌指挥官见状，依仗武器优势，

一面指挥部下架起机枪和迫击炮向红

军阵地猛烈射击，一面组织“敢死队”

向红军阵地发动多次反扑，但被红九

军团一一击退。

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下午，突然，

敌军阵地上的枪声逐渐稀疏起来。罗

炳辉立刻判断出这是素有“双枪兵”之

称的黔军大烟瘾发作，正准备抽大烟。

他立即命令：红九军团所有人员迅速

投入战斗，决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时间，

务必一举击溃敌人。

10 多名司号员同时吹响冲锋号，

红九军团指战员同时向敌人发起了猛

烈进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举手

投降。黄昏时分，战斗全部结束。

这次伏击战，红九军团击溃黔军

犹国才部 7 个团，消灭敌军 300 余人，

俘 敌 1800 多 人 ，缴 获 长 短 枪 1000 余

支。此战后，红九军团不仅沉重打击了

尾追之敌，而且也使附近的敌人闻风

丧胆、退而不敢应战，数万敌军因此龟

缩不前，不仅使红九军团跳出了敌人

的包围圈，更有力配合了红军主力继

续前进。

红九军团菜籽坳伏击破敌
秦 芸

从 1950 年 7 月 至 9 月 ， 根 据

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部署，在中

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贵州

军区领导下，解放军部队在石阡

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一

举消灭了石阡县吴登仁、吴河清

等部股匪，彻底平息了石阡群众

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沉重

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使各级人民

政权得到巩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暴发。消息传

来，在四川成都任教的爱国知识分子陈

潜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他与成都

市各界民众抗日救亡团体合并组成的

“四川抗日救国大会”联系，组建了“四川

义勇军总监部”，积极组建“抗日救国义

勇军敢死队”。

1932 年 2 月 18 日，“抗日救国义勇

军敢死队”成立。该队共有 200 多名热

血青年参加，参加者每人交 20 块银圆作

盘缠，自费从军。“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

队”编成十个队，陈潜夫任总队长兼第一

队队长。第一队队员中有教员、职员、工

人、学生，共 27 人，其中多数有军政经

验。队员们 9 人编成一组，两组 18 人为

“一队”，以示不忘九一八事变。

当天下午 1 时，“抗日救国义勇军敢

死队”在四川省农会举行授旗典礼，敢死

队队员身着灰色军装，横挎黄色挎包，上

载“勿忘九一八”5 字，系红、蓝、白 3 色绸

带 ，肩章上有“誓死救国 ”4 字 ，黑布裹

腿。陈潜夫领导全队宣读誓词：“誓死救

国，歼灭倭寇。”

2 月 20 日 ，“抗 日 救 国 义 勇 军 敢 死

队”第一队启程出征上海，成都市各界 1

万多人在少城公园体育场举行盛大的欢

送会。陈潜夫致答词时激昂地说：“亡国

奴命运悲惨，不自由，毋宁死！”他又咬破

手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倭寇不灭，誓

不回川！”

敢死队经重庆东出夔门。当时国民

政府部分机关迁到洛阳，陈潜夫率领第

一队经郑州前往洛阳，向国民党中央党

部请愿后，继续向上海前进。途经徐州

时，冯玉祥亲笔题词鼓励第一队：“四川

抗日义勇军敢死队队长陈潜夫先生并转

全体队员：为民族争人格的主人们，你们

真是有血性有良心，有志气，有硬骨的先

锋啊！敬佩之至。”

第一队走了一个多月，每到一地，都

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各爱国团体纷纷

来到第一队的驻地，赠送“努力杀敌”“敢

死队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健儿”锦旗和慰

劳品。

3 月底，第一队到达南京，向国民党

党政军机关报到，并准备即刻开赴上海

抗日前线。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却突

然下令：“勒令明日午前十二点钟出境，

驱逐离都，违则拘押。”陈潜夫闻讯后率

领全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留南京办事处

据理力争。经过一番论战，办事处勉强

允许第一队到十九路军去。但国民党军

政部又来阻挠，不许打义勇军的旗号。

陈潜夫当即回复：“我们代表四川民众抗

日救国义勇敢死而来，如果要取消名义，

最好明白解散取缔，宣布我们爱国犯了

罪，押送回川去！”军政部的官员只得表

示，第一队“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可以前

往上海”。

第一队到达前线后，陈潜夫立即前

往十九路军接洽。不久，第一队风尘仆

仆地赶到昆山唯亭镇前沿阵地，编入十

九路军一五六旅，在接受军事训练后参

加战斗。陈潜夫被分配到旅部任政治指

导和参谋。他曾提出许多改进部队作战

和训练的意见、建议，得到十九路军官兵

的采纳。

第一队在前线参战两个月后，国民

党当局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和日本签署

《淞沪停战协定》，又将十九路军远调福

建“剿共”，并将来自各地的义勇军全被

遣散。第一队队员遂于 6 月去苏州，参

加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哭祭英灵。

此后，陈潜夫暂留上海，继续从事抗

日宣传。其他队员，部分随十九路军前

往福建，部分回到四川。

“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进

军抗日的盛举虽然暂告结束，但在四川

人民和全国人民心目中却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印象。

抗日救国义勇军出川抗日
陶诗秀

Z 史事经纬

Z 史海观澜

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省徐水县

城是保定以北、平汉路北段的一个

重要城市，城墙高大坚固，高有 3 丈

多，城墙上能走汽车。城墙南、北、西

三面又有瀑河环绕，瀑河水深流急；

城墙四周筑有钢筋水泥若干碉堡，

并有电网相连；城外东西两侧各筑

有三至四个炮楼作为外围阵地。在

当时的国民党徐水驻军眼里，徐水

城是一座“坚固的火城”。

1946 年 9 月，为了回击国民党

反动派对解放区的进攻，解放军华

北部队发起解放平汉路北段的战

役。冀中独七旅担负起攻占徐水城

的任务，其中，十九团、二十团负责

攻城，二十一团攻占徐水车站。

29 日夜，独七旅参战各部队包

围了徐水县城，经过激烈交火，肃清

了外围敌人，并夺取了徐水火车站。

总攻开始后，攻城部队点燃了 7

箱炸药的导火索。只听一声巨响，城

门楼飞上天。突击队员立即登上城

楼的废墟，直插敌人的团部。经过激烈

战斗，独七旅于 30 日凌晨 7 时全歼守

敌 1000余人，解放了徐水县城。

1947 年，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决定

趁平汉路北段国民党驻军兵力薄弱之

际，发起第二保北战役，命令二纵第

四、第五旅再攻徐水县城。此前，为确

保徐水县城“固若金汤”，守敌在原城

防工事基础上进一步加固，又在城内

构起巷战工事和密集的暗堡。但敌人

哪里知道，中共徐水县委派遣的地下

工作者，已将敌人的城防工事图秘密

交到解放军的手中。

攻城战斗于 6 月 24 日 11 时打响，

主攻徐水的第二纵队主力部队，先后

攻占了南关、北关和车站；同时，另一

部消灭了徐水至田村铺之间的敌人。

26 日下午 5 时半，解放军对徐水县城

发起总攻，于 22 时再破县城。此次破

城，解放军共歼守敌 5000 余人，缴获

大批美式武器。

1948 年 7 月，解放军华北军区决

定，乘平汉路北线守敌兵力减弱之空

隙，发起又一次保北战役，派华北野战

军第二纵队攻击徐水。18日，第二纵队

主力以急行军逼近徐水县城，于当晚

完成对徐水县城的合围。总攻发起之

前，二纵结合战例具体制定了捣毁守

敌工事的方案，并组织战士进行演练。

20日 7时，解放军对徐水城内守敌发起

总攻。突击队仅用 10分钟便突破城墙。

10 时 30 分，红旗插上了徐水城头。此

役，解放军全歼守敌 2000余人，彻底结

束了国民党在徐水的统治。

徐水县城的三次解放
常 红

制定剿匪作战方略

1949 年 11 月，人民解放军以迅雷

不 及 掩 耳 之 势 ， 挺 进 贵 州 ， 解 放 贵

阳。石阡县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地

方官吏和土匪，逃进深山藏匿，伺机

反扑。

1950 年初，乘解放军主力奉命入

川、滇作战之机，石阡县的反动势力

以国民党遗留的军政人员、特务为首

领 ， 以 残 余 地 方 团 队 和 惯 匪 为 骨 干 ，

以地主阶级、封建势力为依托，伺机

进行大规模武装暴乱。

一 时 间 ， 石 阡 县 各 地 匪 祸 四 起 ，

不 仅 聚 众 攻 打 县 区 政 府 、 抢 夺 物 资 ，

还 残 忍 杀 害 解 放 军 战 士 、 政 府 干 部 ，

制造了大量血案。在众多股匪中，又

以石阡“两吴”势力最大：“黔东北反

共 人 民 自 救 军 ” 吴 登 仁 部 （西 吴）、

“川黔反共建国委员会”吴河清部 （东

吴），均为当地惯匪、封建地主武装，

共有 5200 余人。另外还有几股规模较

小的土匪，也在石阡县活动，土匪在

其盘踞地区建立区、乡政权，妄图与

人民解放军长期对抗。

根 据 中 共 中 央 、 西 南 局 的 部 署 ，

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贵州

军区领导下，从 1950 年春季开始，贵

州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为加快剿匪进程，解放军西南军区

于 1950 年 3 月和 8 月，分别调第四十五

师、第一八六师进入黔西北和黔西南地

区助剿。6 月 3 日，贵州军区召开军事

会议，决定抽调部队组成东、西两个剿

匪集团，对土匪实施重点合围。1950

年 6 月 3 日，贵州军区决定集中 4 个团

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剿匪集团。其

中，由四十六师一三八团、四十七师一

四〇团的 2 个营组成的东集团重点围剿

石阡“两吴”。

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剿匪东集团

在 结 束 瓮 安 、 余 庆 、 湄 潭 会 剿 以 后 ，

即转入对石阡地区土匪的会剿。东集

团根据西南局第三号剿匪指示及省军

区关于石阡剿匪原则，采取“以集中

对 集 中 ” 的 办 法 ， 按 照 先 腹 心 地 区 ，

对付最大最凶残的股匪，实施各个击

破，在股匪被打散之后，再“以分散

对分散”，组成小分队逐一歼灭散匪。

根据这一策略，作战分两期进行：第

一步围歼“西吴”吴登仁部，第二步

围歼“东吴”吴河清部。

“飞行队”勇擒“西吴”

1950 年 7 月 中 旬 ， 东 集 团 会 同 友

邻一三六、一三七、一五〇团的部分

部 队 ， 开 始 对 石 阡 西 南 进 行 合 围 进

剿 。 7 月 17 日 ， 由 贵 州 军 区 第 一 三

八、第一四〇、第一四九团一营、第

一五一团二营、第一三六团二营、第

一三七团直属队组成的剿匪部队，对

石阡西部严密包围封锁后，分路直扑

文家店、本庄、泔溪等处匪巢，歼灭

叛匪吴汝舟、余开榜部；一三八团奔

袭吴登仁老巢本庄、白沙，一举将其

主力击溃，吴登仁率其弟吴寿臣、其

子吴洪宪和数十名保镖逃脱，潜逃于

白沙地区的深山密林之中。

吴登仁白天倚仗茂密的森林潜形

敛迹，窥视解放军剿匪部队动向，同

时寻找空隙，准备逃出我军的铁壁合

围封锁线；夜间则以夜暗为掩护，利

用其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向解放军

包围圈外运动。同时，这家伙还令其

心腹四处散布他已北窜的谣言，妄图

迷惑解放军追击部队的视线，以便乘

机外逃。

对吴登仁匪部的分散隐蔽，东集

团指挥部早已料及。指挥部立即指定

一三八团专门捕捉吴登仁。解放军用 5

个连 1000 多人的兵力，根据初步得到

的 情 报 ， 部 署 了 3 道 封 锁 线 ， 将 南 起

乐桥、北至何家寨、东自荆竹园、西

到 乌 江 边 的 广 大 地 域 分 割 为 四 ， 用 2

个机动连在圈内对吴匪进行梳篦式搜

索 。 同 时 号 召 百 姓 协 助 ， 上 山 设 卡 ，

逐寨搜查。一三八团还专门组建了 24

人 的 “ 飞 行 队 ”， 对 吴 登 仁 进 行 侦 查

追击。

18 日夜，“飞行队”在乐桥以北捕

住吴登仁的两个亲信，经过审讯，了解

到了吴登仁企图南逃乐桥的情况。一三

八团立即连夜抽调 4 个连，配合“飞行

队 ”， 进 行 梳 篦 式 搜 索 。 20 日 “ 飞 行

队”于夜间设伏，打伤、俘虏吴登仁手

下 3 人。

又经过 5 昼夜的加紧追击，“飞行

队”于 25 日活捉了吴登仁的多名亲信

和联络人。根据交代线索，“飞行队”

顺藤摸瓜，很快摸清了吴登仁的行踪。

随 后 ，“ 飞 行 队 ” 于 30 日 追 到

“狮子脑壳”山下。这时，团里支援部

队 也 从 四 面 八 方 赶 到 ， 把 “ 狮 子 脑

壳”山围了个水泄不通。战士们一面

严密监视各个要道路口，一面向山头

搜索，于傍晚活捉了吴登仁、吴寿臣

等匪首。

第二天，“飞行队”押着吴登仁回

到 驻 地 。 这 一 天 ， 恰 是 7 月 的 最 后 一

天。一三八团的指战员用优异的战绩

给 八 一 建 军 节 献 上 了 一 份 厚 礼 。 至

此，围歼吴登仁匪部的第一期围剿战

斗历经 13 天胜利结束，此次战斗，共

歼匪 4300 余人。

合围全歼“东吴”匪帮

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解放

军 立 即 开 始 了 对 吴 河 清 匪 部 的 围 剿 。

1950 年 8 月 9 日 ，“ 岑 （巩） 石 （阡）

合围”剿匪歼灭战打响。这次战斗既

是贵州省军区“东集团”剿匪作战的

一次大规模的合围战斗，也是黔东南

境内剿匪除患大规模合围战。

合围地域北起石阡县城、江口县

闵 孝 ， 南 至 岑 巩 县 城 、 镇 远 县 都 坪 ，

东到岑巩县天马、羊桥，西接施秉县

紫荆关、石阡冷家榜等地，参加合围

的 部 队 有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一 三 七

团 、 一 三 八 团 、 一 四 〇 团 、 一 四 九

团、一五〇团各一部以及镇远军分区

直属警卫连一、二、三连和教导队一

个区队，共 32 个连队。

8 月 15 日 ， 参 加 剿 匪 合 围 的 各 路

部队按照总指挥部命令，迅速进入指

定位置，构成合围封锁圈。在合围圈

的点、线上，剿匪部队与各地助剿的

民兵自卫队、武工队、农协会员、积

极分子，按 30 米一哨、50 米一棚，每

一山头制高点设瞭望哨，形成了“山

山 有 兵 、 村 村 有 人 、 条 条 路 口 有 哨 ”

的 严 密 封 锁 网 。 夜 间 ， 每 100 米 点 一

堆火，火堆之间设潜伏哨、游动哨来

回巡查，负责联络和弥补各哨之间的

空 隙 。 以 班 组 为 单 位 封 锁 各 哨 点 ，

班、排间用梆子、哨子、牛角、竹筒

等工具相互联络。

“铁壁合围”圈构成后，担任清剿

任务的机动部队进入合围圈内，以捕

捉 大 匪 首 为 目 的 ， 采 用 “ 多 路 并 进 ”

“长途奔袭”“突然动作”等方式进行

围剿、搜剿、清剿。

战斗打响后，一四〇团迅速进驻

“东吴”吴河清老巢，其他部队也开进

朝 阳 坡 、 大 沟 、 金 银 坳 地 域 。 8 月 16

日，解放军剿匪部队又将石阡东南部

包围封锁，一四〇团一营直扑国民党

“ 川 黔 反 共 建 国 委 员 会 ” 大 本 营 王 家

沟 。 在 进 剿 机 动 部 队 的 突 然 进 攻 之

下，各股匪一触即溃，惊慌逃散。匪

首 吴 河 清 带 百 余 武 装 逃 往 石 阡 、 岭

巩、江口 3 县交界的高山密林中。

解放军采用拉网式合击，范围逐

步 缩 小 。 在 解 放 军 的 猛 烈 攻 击 之 下 ，

大部土匪或被击毙，或缴械投降，吴

河清则率心腹逃往大顶山。

8 月 24 日 ， 团 首 长 分 析 了 大 量 线

索，判断吴河清已西窜，当即派出三

营机炮连直扑白阳坝，抓到吴河清的

儿子。追击途中，九连抓住了一个给

吴河清送过饭、带过路的甲长，了解

到吴河清的逃跑方向后，随即展开追

击。

30 日拂晓，一营三连在王家沟附

近抓住了吴河清的侄孙，又把吴河清

包围在圈圈田的大山里。这时天色已

晚 ， 三 连 战 士 不 顾 数 日 奔 波 的 疲 惫 ，

连夜进行搜索。次日拂晓，终于在草

丛中抓住了吴河清。

吴河清落网后，又经半月的分散

驻 剿 ， 9 月 16 日 ， 彻 底 消 灭 了 “ 东

吴”残部，共歼匪众 3900 余人，缴长

短枪 2100 余支，轻重机枪 17 挺，迫击

炮 8 门。

至此，解放军东集团部队，在黔

东石阡地区，接连两次合围，共歼灭

包括“西吴”“东吴”在内的土匪 82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17 门、轻重机枪 67

挺、长短枪 4412 支，全部肃清了长期

盘踞肆虐于石阡的各路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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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7 月 20 日 ， 解 放 军 攻

入徐水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