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闽

赣省委在认真学习、领会中共

中央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

闽北斗争实际，与国民党地方

当局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合

作抗日协议，促成第二次国共

合作在闽赣地区的实现，并在

石塘镇将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

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奔赴抗日

前线，为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

贡献。

中共闽赣省委向国民党当
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主张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

长征。12 月，驻闽国民党军以闽北苏

区首府大安为总攻击目标，大举“清

剿”闽北红军游击队。闽北红军游击

队作出了“主动撤离大安，保存有生

力量，依靠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积极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

略 决 策 ，开 始 了 长 达 三 年 的 游 击 战

争。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中共

闽赣省委曾多次尝试与中共中央取

得联系，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均未

能如愿。

1937 年 1 月 底 ， 中 共 闽 赣 省 委

书 记 黄 道 在 一 张 用 来 包 盐 的 上 海

《新闻报》 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的

消息。随后，闽北红军游击队从截

获的刊物上知道了“一二·九”运

动等情况。

为 了 进 一 步 弄 清 形 势 ， 黄 道 和

闽赣省委成员一道，从敌方报纸的

字里行间寻找有用信息。通过这些

渠道，他们分析出国内外形势正在

发生巨大变化，抗日救国势在必行。

2 月初，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

同志寄来密写的文件，其中包括中

共中央 1935 年发表的 《为抗日救国

告 全 体 同 胞 书》 和 1936 年 做 出 的

《中共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

共和国的决议》。闽赣省委结合闽北

斗争实际，于 2 月 7 日做出 《关于开

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发出“一

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

战争”号召。

3 月 7 日，闽赣省委成立了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

会，黄道任主席。随后，闽赣省委

用 闽 赣 省 抗 日 军 政 委 员 会 的 名 义 ，

多次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地方

当 局 发 出 “ 停 止 内 战 ， 联 合 抗 日 ”

的呼吁。

可 是 ， 国 民 党 当 局 置 中 共 闽 赣

省 委 的 呼 声 于 不 顾 ， 加 紧 “ 清 剿 ”

红军游击队。面对敌人的“清剿”，

闽赣省委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不

断团结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建立

抗日救亡团体，大力宣传抗日，使

“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传遍闽

北各地，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逐渐

陷入被动。

大洲谈判，国共双方达成停
止内战、合作抗日协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

致函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建立南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 年 9

月 20 日，黄道等又联名致函国民党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提出合作抗

日三点主张。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

力，同意与中共闽赣省委谈判。

9 月 底 至 10 月 初 ， 闽 赣 省 委 派

出黄知真、邱子明为代表，与国民

党江西省第七区保安副司令周中恂

和光泽县县长高楚珩在光泽县大洲

村举行谈判，经过整整七天的艰苦

谈判，双方就两军停止内战、合作

抗日、释放政治犯等达成了一致意

见，并且对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番

号、集结的时间地点、军需供应等

也达成了初步协议。

随后，黄道前往大洲，与国民党

当局达成最终协议：国民党当局停止

内战，国共两军一致抗日；释放中共

被捕的政治犯；划定铅山为红军游击

队集结之地，负责集结期间的军需供

应等等。

谈 判 结 束 后 ， 中 共 闽 赣 省 委 机

关也搬到了大洲村，并派曾昭铭到

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不久，八路

军驻南京办事处派顾玉良来到闽北传

达 《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

方针的指示》。至此，闽赣省委与中央

断 绝 3 年 之 久 的 联 系 完 全 恢 复 。 就 在

此时，驻崇安、邵武、建阳的国民党

军 队 不 信 守 “ 停 止 军 事 行 动 ” 的 协

议 ， 向 游 击 区 进 行 武 装 挑 衅 。 为 此 ，

闽 赣 省 委 在 多 次 警 告 无 果 的 情 况 下 ，

指示部队进行自卫反击。闽北红军的

反击，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

张气焰，迫使顽军不得不遵守合作抗

日协定。随后，闽赣省委抓住有利时

机，立即指示建松政、资光贵、邵光

建等游击区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进

行谈判，分别就团结抗日、释放政治

犯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奔赴抗日
前线

1937 年 10 月 12 日，南方八省的红

军和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

军新编第四军。10 月下旬，黄道、曾

镜冰在温林关下的和尚坪会见了国民

党联络官吴仰山，确定铅山县石塘镇

为闽赣边红军游击队集结地点，研究

防务交接和军需供应事宜。随后，各

游击队及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同志相

继汇集到石塘镇。闽赣省委机关也于

11 月中旬来到石塘，驻扎在坑背的抚

州会馆。

就在此时，驻石塘附近的国民党军

调动频繁，铅山的保安团更扬言要“消

灭红军”。闽赣省委得到报告后，一面

派出侦察员到各地，密切注视国民党军

的动向，一面按照中央“独立自主靠山

扎”的指示，将部队拉到石塘河的对

岸，依山傍水而扎，防止国民党军的

偷袭。

到达石塘后，闽赣省委把扩军工

作放在了首位。他们组织大批干部下

乡，进行抗日宣传，动员青壮年参加

抗日队伍，各地很快掀起了报名参军

的热潮。各地青年纷纷来到石塘报名

参 军 ， 不 到 一 个 月 ， 部 队 便 扩 充 到

1300 多 人 。 不 久 ， 资 （溪） 光 （泽）

贵 （溪） 等地区的党组织又动员了 100

多人参军。其间，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失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也都陆续来到

石塘，到 1937 年 12 月中旬，部队很快

发展到 1500 多人。

闽赣省委在抓紧部队军事训练的同

时，把统一思想作为整编的基础，组织

干部和战士认真学习 《八一宣言》《中

共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

的决议》 等文件，向他们讲解国共合作

的意义及党的政策。通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部队的思想逐渐统一到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上来。

1938 年 2 月 ， 根 据 中 共 东 南 分 局

的指示，闽赣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

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黄道调任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撤销闽赣省

委 ， 成 立 闽 浙 赣 特 委 ， 曾 镜 冰 任 书

记。随后，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

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等支队领导来

到石塘视察。

2 月 9 日，五团营以上干部在石塘

举 行 就 职 仪 式 。 会 议 由 张 云 逸 主 持 ，

黄道代表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

宣布命令，闽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

支 队 第 五 团 ”。 全 团 共 有 1500 余 人 。

张云逸、谭震林分别在五团成立大会

上作了动员报告。

整编期间，黄道在石塘的昭武会

馆筹办了赣东公学。学校由黄道亲自

负责，主要是对全国各地来到石塘镇

的爱国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后来国民

党称这里是他们的防区，新四军不能

办学，团部就改用“新四军石塘军政

政训班”的名义继续办学。“无锡抗日

青年流亡服务团”和“上海教育服务

团 ” 的 男 女 学 生 共 100 多 人 受 中 共 东

南分局指派，也来到政训班学习。政

训班的学员在石塘镇学习的同时，做

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经过短时间

的军政训练后，部分政训班学员被派

到各地继续做抗日宣传工作，部分则

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1938 年 2 月 25 日，根据新四军司

令部第 22 号分函的指示，新四军五团

北 上 抗 日 誓 师 大 会 在 石 塘 河 滩 上 举

行。随后，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经

上饶、玉山、常山、开化到达安徽省

的岩寺镇与三支队六团汇合，踏上了

奔赴皖南抗日前线的征途。

（作者单位：江西省铅山县政协文

史学习委）

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石塘整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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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0 月，武汉陷落，长沙

作为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军事战

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侵华日军来

说，攻陷长沙是其打击中国军队的抗

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重要步

骤。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

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和重要。1939 年 9 月，中日双方进行

了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经过浴

血奋战，击败了日军的攻势。1941

年 9 月，不甘心失败的日军重新集结

兵力，第二次向长沙进犯。中国军队

立即展开部署，迎击来犯之敌。

时任暂编第八师十五团上校团长

的刘世焱率部参加作战。在开战前动

员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告诉官兵：“军

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养兵千日，用在

一朝，各位要坚决、果敢、精诚团结，奋

勇直前去歼灭侵略者，我和大家一定

生死与共，直到战斗胜利。”

从 9 月 17 日 起 ， 日 军 主 力 在 飞

机、大炮以及舰只火炮的掩护下，强

渡新墙河，中国军队凭借新墙河有利

地形英勇阻击，在大量消耗敌人有生

力量后，向右翼山地转移。

19 日，日军抵达汨罗江北岸地

区。第九战区立即布置汨罗江南岸防

御，并集结部队，伺机自东南向西北

侧击南进的日军。双方部队接触后，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当时，刘世焱

接到命令，立即率部赶赴前线。到达

前线后，他迅速就地布防，并立即派

人侦察敌情，做好随时阻击进犯日军

的准备。当侦察兵发现日军部队向阵

地移动时，刘世焱立即派出小股部

队，连夜对敌人进行骚扰，极大地延

缓了敌人推进。

日军于 26 日渡过捞刀河。26 日

迂回至长沙之南，27 日下午该师团

一部渡过浏阳河，以部分兵力于 27

日冲入长沙，并且以伞兵部队在东山

一带空降，企图占据制高点，形势万

分危急。

上级立即命令刘世焱率部队攻占

东山制高点，全歼空降敌军。刘世焱

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立即率部队

驰援东山。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与

占领制高点的敌人伞兵部队展开激

战。经过奋勇拼杀，刘世焱率部队冲上

制高点，将敌人的伞兵部队全歼，保证

了阵线的稳定。

东山之战后，刘世焱又奉命率部赶

赴长沙双溪桥、龙头铺一线阻击敌人。

十五团赶到战场后，进犯的敌军主力也

从正面发起进攻，双方随即展开激战。

刘世焱率部刚打退了日军步兵的进攻，

正待休整，不防日军骑兵部队又向十五

团阵地发起了进攻。刘世焱率领官兵奋

力抵抗，弹药几乎耗尽。不久，敌人步

兵再次冲了上来。为防止优势兵力的敌

人实施分割包围，刘世焱立即命令部队

收缩战线，抢占东北山岗高地。面对敌

人的疯狂进攻，十五团官兵誓死抵抗，

且战且退，逐步向高地靠拢，并依靠地

形优势，在刘世焱的指挥下，几次打退

了敌人的进犯。

战斗中，刘世焱用望远镜观察，发

现尚有部分官兵没能突围，于是率领战

斗力最强的团直属部队冲入敌阵，解救

被困官兵。激战中，刘世焱手臂不幸中

弹，但仍坚持继续指挥，直到将被困官

兵救出。他随即命令被困官兵撤退，自

己率领团直属队在后阻击。不久，刘世

焱又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血流如注。他

一面裹伤再战，一面命令官兵拖住敌

人，等待援军的到来。十五团官兵受到

刘世焱的鼓舞，士气大振，继续和敌人

激战，坚持到援军的到来。十五团不顾

疲劳，和援军内外夹攻，全歼了日军一

个联队的主力及骑兵大队，取得了战斗

的胜利。而刘世焱却因受伤过重，英勇

牺牲于战场。

2015 年 8 月，刘世焱被列入民政部

公布的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

刘世焱率部浴血长沙
栗 枫

1942 年 6 月 8 日 夜 间 ，

八路军冀中二十二团两个连

在执行反“扫荡”任务结束

后，来到群众基础好、有地

道和围墙依托的河北省深泽

县宋庄，在当地群众的协助

下，抢筑了三道工事。

9 日早上，据侦察员报

告 ， 日 军 2500 人 向 宋 庄 包

围过来。指挥员立即指挥战

士们严阵以待。

不久，日军发起冲锋，

八路军依据村外第一道工事

阻击日军。埋伏在土墙后的

八路军战士保持隐蔽，直到

敌人冲到 50 米内时，战士们突然猛

投手榴弹。这些手榴弹是加大了爆破

药装量、专门用来炸碉堡的，炸得敌

人死伤惨重，活着的敌人从来没见过

如此威力的手榴弹，吓得扭头就跑。

日军不甘心失败，分兵从东西两

侧发起进攻。指挥员见状，立即派出

神枪手加强防守。

一连七班守在东边，七班长叫李

清斋，是一个特等射手。他在一堵土

墙下，采用跪射姿势，连打 7 枪，击

毙 7 个日军。其他战士们也都弹不虚

发，很快击退了村东的敌人。与此同

时，守卫村西的二连和进犯之敌发生

了激烈战斗。副连长廖志国发现日军

在不远的地方架起了一部电台，附近

还设有一个机枪阵地。廖志国选择好

射击位置，在日军机枪射手和弹药手

接运子弹的时候，将两个敌人击毙。

二连机枪手边廷杰，也是出了名的神

枪手，在激战中，他接连毙伤 31 个

敌人。在二连的顽强阻击下，日军的

攻势很快遭到挫败。

日军多次进攻失败后，先调来大

炮向一连阵地狂轰滥炸，然后又命令日

军以班为单位，举着轻机枪发起冲锋。

一连战士沉着应战，神枪手专打举着机

枪冲锋的敌人。经过激战，日军在丢下

30 多具尸体后，再次逃走。

敌人仗着人多，很快又发起了冲

锋。一连先以步枪迎敌，当敌人冲到距

一连阵地仅 30 米的地方时，再集中所

有的轻重机枪和掷弹筒突然开火，又消

灭了不少敌人。

敌人久攻不下，于是开始施放毒

气。此时，八路军战士已经和敌人激战

了 8 个小时。指挥员果断命令战士们退

到第三道工事坚守。敌人进入第一、第

二道工事后，天色已近黄昏，由于地形

不熟，不敢贸然再进，敌我双方形成暂

时对峙。

夜色降临后，乘敌人松懈之际，八

路军突然从地道杀出，先头班用手榴弹

开路，很快突破敌人的重围。

这一战，冀中二十二团两个连连续

打退了日军 38 次进攻，在打死日军 600

余人后胜利突围，创造了抗战史上又一

个以少胜多的防御战经典战例。

宋庄防御战：八路军以少胜多
吴小龙

1944 年，山东莒中县抗日军民配

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对日伪展开局部反

攻，莒中独立营先后发动春季攻势，对

日伪军进行了一系列沉重打击。

1944 年 3 月，莒中独立营接到八

路军滨海军区命令：在兄弟部队的配

合下，攻打夏庄据点。

夏庄据点在莒城西南约 30 公里

处，是台潍公路上日军极其重要的据

点。日军以此为中心，沿路筑垒设

点，分割封锁日照各抗日根据地的联

系。夏庄据点驻有伪军 150 多人。据

点经几年修建，围墙高且坚固，外围

布满了铁丝网、碉堡、壕沟和暗堡。

该据点南边紧靠着日军一个小分队驻

守的据点。两个据点互为依靠，可谓

易守难攻。日伪军以夏庄据点为中

心，沿莒临公路筑垒设点，以分割、

封锁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接到任务后，莒中独立营立即进

行了战斗部署：四连担负主攻任务，

三、五连为预备队，一、二连及滨海

六团二营和莒临县大队配合打援。

随后，莒中独立营敌工人员前往

附近“白皮红心”的伪乡长处“面授

机宜”。3 月 9 日，驻夏庄据点的日军

小队长受到邀请，离开据点赴宴，途

中被敌工人员活捉。

9 日下午，莒中独立营参战各部

秘密进入夏庄村东北角沟内隐蔽。晚 9

时，战斗打响，莒中独立营四连集中兵

力从伪区公所东北角突破，打退了伪军

的反击，迅速越墙沿街冲进伪区公所。

独立营四连战士乘胜进击，直打到靠近

日伪据点的三官庙。这时，四连一排长

带两个班将庙包围，在火力掩护下，一

个班的战士翻墙冲入庙内，依托墙壁向

守敌射击。庙内之敌继续负隅顽抗，战

士们立即发起进攻，冲进庙内，击毙守

敌数十人，残敌 30 多人举手投降。

接着，独立营战士继续向伪警备队

据点发起进攻。伪军依仗坚固工事负隅

顽抗。为尽快结束战斗，独立营在军事

攻击的同时，运用政治攻势，动摇了伪

军的军心。但伪区长拒不投降，开枪射

击。四连见状，决定对据点实施爆破。

担任爆破任务的战士前进时负伤，仍忍

着剧痛匍匐向前，终将炸药包放到据点

下面。随着一声巨响，敌人据点的围墙

被炸塌。四连指战员乘着爆破烟尘冲进

据点，击毙抵抗的敌人。

此次战斗，莒中独立营毙俘日伪军

200 多人，缴获机枪 5 挺、步枪 200 余

支、小炮 1 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夏庄

据点被攻克后，莒中县抗日根据地得到

扩大，滨海区与鲁中区往来变得更加通

畅。莒中独立营四连被滨海军区授予

“夏庄战斗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莒中独立营勇克夏庄据点
尹向东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

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张权 （与共产

党长期保持联系） 从安阳来到汲县，

随之而来的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

部战地服务团一个分队。战地服务团

分队长马步周派服务团团员孙伯婴等

人到华新纱厂发动工人抗战。孙伯婴

来到纱厂后，和工人们住在一起，教

工人防空、防毒知识，启发工人们的

觉悟。

1938 年 2 月 13 日 ， 国 民 党 军 宋

哲元部与日军在杨井村一线展开激

战，华新纱厂被迫停工。14 日，孙

伯婴带领由 106 名工人组成的工人纠

察队在汲县县城西的山彪村集合后，

向黄河南进发，准备上山打游击。16

日，孙伯婴和工人们行至辉县赵固

镇，与张权率领的两个新兵营会合。

张权将这批工人组成一个大队，下设

3 个排，还给工人发了 30 多支步枪和

一些弹药，由孙伯婴任大队长。

工人大队与两个新兵营一起跟随

张权经焦作、温县渡河到荥阳县进行

训练。3 月下旬，工人大队随汲县抗

日政府留守县长介景福从花园口渡过

黄河，到达汲县西北部山区县政府所

在地香泉寺。此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

的排挤，孙伯婴离去，工人大队大队长

由王振甫代理，工人大队开往淇县庙口

村，驻在一座大庙里。不久，工人大队

和日军展开激战，突围后向西撤至淇县

的西鱼泉村休整。

6 月底，驻在林县合涧的河北民军

政训处 （政训处实际上由共产党控制）

派一个工作组，到淇县开展统一战线工

作、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组长吴庭

华、成员张亚夫和刘清训，3 人都是共产

党员。3 人到达工人大队驻地后，与工

人们住在同一座院子里，经常与工人谈

心，讲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救亡歌曲，激

发工人的抗日精神。7 月初，吴庭华向

河北民军政训处主任共产党员闻允志汇

报了工人大队的情况。8 月，闻允志由

林县来到淇县，根据上级党组织发展扩

大抗日武装的指示，宣布将这支工人队

伍编为河北民军第九支队第一大队，王

振甫为大队长，吴庭华为政治处主任。

从此，这支历经曲折的工人抗日队

伍，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抗

日洪流，在豫北的林、安、汤、淇四县

一带协助八路军坚持战斗，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胜利。

河北民军第九支队第一大队的诞生
杲学军

刘
世
焱

八路军向守敌射击

黄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