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 年 1 月 20 日 至 26 日 ，

八路军鲁南第二军分区使用灵

活多变的战术，一举攻克大王庙

等 12 处 日 伪 据 点 ，不 仅 歼 灭 了

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更为即将

到来的大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照上级部署，积极制定
作战方案

抗日战争进行到 1944 年末，国

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法

西斯覆灭在即。日本法西斯由于在

太平洋战场上的接连失利，以及在

中国战场上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

战消耗了大量兵力，尤其在敌后战

场军民局部反攻的打击下，占领区

日趋缩小。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

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

很大的加强。

八路军山东军区领导机关，积极

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从本地区的实

际出发，制定了 1945 年扩大根据地

的具体作战方针和规划，对日伪军展

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八路军山东

军区在 《关于今冬明春军事斗争方针

的指示》 中明确提出：首先消灭伪军

中最大股、最反动的部分。根据这一

指示，山东军区各部开始了 1945 年

初的攻势作战。

1945 年 1 月，驻徐州的伪军在夏

镇、大王庙、欢城、班村等运河一

线，建立了 12 处据点，企图巩固徐

州北部外围防线，保证津浦铁路的安

全，同时继续分割我苏鲁豫抗日根

据地。

此时，鲁南军区按照上级要求，

已开始对日伪军进行局部反攻，取得

一系列的胜利。当时，鲁南军区的辖

区在鲁苏两省临沂、邳县、徐州、济

宁、曲阜之间。为了进一步打开局

面，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做准备，八

路军鲁南军区责成第二军分区迅速拔

除这些据点。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

第二军分区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先

拔掉大王庙据点，再攻欢城、班村，

然后直取夏镇。

周密侦察，制定两套具体
攻坚方案

制定作战方案后，第二军分区领

导迅速派出经验丰富的侦察员，会同

当地地下党组织，对大王庙等据点进

行了周密的侦察。据侦察员和当地地

下党组织报告：大王庙在夏镇西北十

三里处，村正北五里是欢城。据点坐

落 在 村 东 南 角 ， 南 面 紧 靠 运 河 堤 ，

东、西、北三面的民房被拆，树木砍

伐一空，地势开阔。伪军在大王庙据

点共设有 3 道防线、4 层火力网，外

围是树桩、铁丝网、鹿寨连成的；中

间是深 4 米、宽 8 米的壕沟，里面是

高约 5 米的寨墙。正南居中的寨墙上

高耸着 1 座圆柱形的碉堡，居高临下

一览无余，且上、中、下都配有机枪

等火力设施，东西都只有 1 座吊桥可

以出入。

伪军分驻在大王庙、欢城、班村

3 个据点，构成了三角形防御。一营

营部和三连设在大王庙中心据点，共

有 140 人驻扎，一律装备着捷克式连

发步枪，战斗力较强。据点内另有轻

机枪 3 挺，日本掷弹筒 2 个，弹药充

足。根据这些情报，第二军分区领导

对攻打大王庙据点又制定出两套具体

作战方案，并命令部队根据敌人据点

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战前演习。其

间，据点周边的民兵也纷纷动员起

来，组织青年民兵发动群众，割断敌

人的电话线，锯倒电线杆。每天黑

夜，民兵去炮楼附近喊话劝降，宣传

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策，奉劝他们早

日弃暗投明，不要再欺压百姓，有时

还要朝着据点打几枪，日夜骚扰敌

人，让大王庙据点里的伪军惶惶不可

终日。

1945 年 1 月 19 日 ， 鲁 南 第 二 军

分区司令员贾耀祥、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邢天仁、政委张雄率部集结于邓

集，当夜在邓集召开了作战会议，由

邢天仁按照事先预定方案中的第一套

方案进行了战斗部署：一营主攻大王

庙，三营九连做预备队，二营包围班

村，滕县县大队和区中队、联防队

（民兵） 围攻欢城。

灵活调整战术，全歼敌人援军

20 日晚，参战部队在当地群众

的带领下从邓集秘密出发，于夜间 9

时进入预定位置，完成了对伪军大王

庙据点的包围。

鲁南二军分区将前敌指挥所设在大

王庙以西二三百米处的小李庄。大约

10 时 ， 攻 打 大 王 庙 据 点 的 战 斗 开 始 。

接到命令后，一营一连率先发动强攻。

战士们冒着守敌的枪林弹雨冲上敌人的

外围工事，炸毁了大王庙据点的第一道

防线——鹿寨，紧接着又在第二道防线

——壕沟上架起了便桥，但由于伪军居

高临下，火力太猛，又因八路军攻坚火

力薄弱，突击队的战士们未能冲过壕

沟，便桥也被伪军破坏，第一次攻击失

利。紧接着一营指挥员又布置了第二次

攻击：将一连调到据点北面佯攻；东面

三连担任主攻，二连掩护，并调来两挺

轻机枪加强了火力压制。但当战士们冲

上刚架起的便桥时，伪军从据点里扔出

一排手榴弹，炸毁了便桥。此时已是

21 日凌晨两点，指挥部下达了停止攻

击的命令。

在八路军组织攻打大王庙时，伪军

大为惊慌，慌忙派出 500 余人从夏镇赶

来增援。八路军在两次攻击失利的情况

下，遂改为执行第二套作战方案——集

中兵力围点打援。打援的方案是：三营

九连占领西纸坊构筑工事，正面阻击援

军；从攻打大王庙据点的一营抽出二、

三连到九连左侧东纸坊南埋伏，护卫九

连左翼；战斗打响后，由东向西把伪军

逼向运河；从围攻班村的二营抽调 3 个

连队集于三河口，保卫九连右翼；指挥

所设在三河口，并在村东运河堤上堆一

堆 干 柴 ， 以 便 总 攻 开 始 时 点 火 作 为

信号。

凌晨 5 点，各连报告均已到达指定

位置。晨 8 时许，伪军 500 余人钻进了

“口袋”。三营指挥员一声令下，无数颗

手榴弹飞入敌群，西纸坊围墙下一片火

海。紧接着，八路军的机枪、步枪一齐

开火，打得伪军东奔西窜。伪军尖刀排

还有些战斗力，慌忙窜过薛河桥，钻进

纸坊村的碉堡里顽抗。九连立即派出两

个班，将伪军尖刀排包围，经过短暂战

斗，将这伙敌人全歼。邢天仁副司令员

见时机已到，命令侦察员燃放信号。埋

伏在三河口和纸坊东南的伏兵齐出，迅

速将逃窜中的伪军包围。在机枪的掩护

下，二营迅速占领了运河河堤，居高临

下猛攻伪军的侧后。同时，一营的战士

也 从 东 面 堵 住 了 伪 军 。 激 战 2 小 时 ，

500 余 人 的 伪 军 除 被 击 毙 100 余 人 外 ，

其余全部被俘，无一人漏网。八路军缴

获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12 挺、掷弹筒

4 个。

兵不血刃，智取伪据点

鲁南第二军分区部队纸坊伏击战的

胜利，很快传到大王庙据点，守敌的士

气更加低落。二军分区领导决定展开政

治攻势，以劝降的方式解决大王庙守

敌。1 月 22 日晚，八路军利用伪军营长

的名义写信劝降，大王庙守敌早已惊慌

失措，见到劝降信，立即放下武器，举

白旗投降。经过 4 天的战斗，第二军分

区终于拔掉了大王庙这颗楔入根据地的

“钉子”。

随后，第二军分区于 1 月 23 日下午

4 时派出一个营，化装成伪军援军，以

增援欢城的名义进入欢城据点，在未放

一枪的情况下俘虏了敌人。班村的守敌

见状，立即放弃据点，于当晚向夏镇逃

走，在途中被八路军大部歼灭。夏镇伪

军得到消息后，不敢继续抵抗，慌忙放

弃夏镇败逃临城。

从 1 月 19 日至 26 日，鲁南第二军

分区部队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

以拔除大王庙据点为突破口，接连拔除

大王庙、欢城、班村、夏镇等 12 处伪

军 据 点 ， 歼 灭 两 个 精 锐 营 ， 毙 100 余

人，俘 700 余人，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

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为山东省文史研究者）

鲁南第二军分区攻坚大王庙
栗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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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全 面 抗 战 爆 发 后 ， 时 任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二

旅第五八三团第三营中校营长的姚子

青，率部开赴前线，参加淞沪会战。

姚子青率部到达宝山县城后，亲

自到前线观察战况和地形，并立即指

挥布防。姚子青发现此城城墙用泥土

堆砌而成，一旦遭到进攻，很容易坍

塌，加上城外护城河水浅，无法阻挡

敌人坦克，于是一面立即命令官兵修

建防御工事，一面致电上级，请求

支援。

上级接到电报后，立即派第五八

三团第一营赶来增援，并授权姚子青

全权指挥两个营。不想第一营前进途

中，被敌人空军发现，并遭到日机的

猛烈轰炸，无法按时抵达目的地。姚

子青接到报告后，决定率该营官兵，

单独坚守阵地，抵抗敌人陆海空军的

联合进攻。战前，他向官兵进行了慷

慨激昂的动员，勉励官兵“团结战

斗、坚守阵地，爱我中华，杀敌立

功”，并下令：营长阵亡，就由连长

顶替指挥作战，连长死了就由排长指

挥，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

9 月 1 日，日军先头部队向宝山

县城发起进攻。姚子青率部采取灵

活战术出击，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日

军的进犯。战斗之余，姚子青还不

忘指挥战士们挖好战壕，做好防空

准备。

9 月 2 日 ， 日 军 出 动 飞 机 轰 炸 、

扫射中国军队阵地，由于事先有准

备，在这次的空袭中宝山和姚子青等

将士并无大碍。随后不久，大批日军

在坦克掩护下来到西门外，准备向宝

山县城西门外大街及西南城垣发起冲

锋。姚子青识破敌军阴谋，趁敌人立

足未稳组织力量发动反击。激战中，

姚子青带头冲锋，全营官兵士气大

涨，一举击退了敌人。

因 屡 攻 不 下 ， 日 军 命 令 刚 登 陆

到 达 狮 子 林 方 向 的 部 队 向 宝 山 夹 击 。

姚子青率全营官兵顽强抗击日军的两

路 进 犯 ， 在 天 黑 前 将 两 股 敌 人 分 别

击退。

9 月 3 日 ， 日 军 派 2000 余 人 在 城

东、南、北三面同时发起进攻。姚子青

集中力量，在金家伏击敌人的一路部

队 ， 在 毙 伤 200 多 人 后 击 退 了 这 支 日

军。其他两路日军见状，只得取消了

进攻。

9 月 4 日，日军调集军舰 30 艘，从

吴淞口方向猛烈轰击宝山县城，然后派

出部队发起冲锋。姚子青指挥官兵奋勇

迎敌，激战一日，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

犯。入夜，姚子青指挥官兵埋葬了死难

官兵的遗体后，向上级致电：“抱誓与

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

斗到底。”

9 月 5 日至 6 日，日军首先攻占了

宝 山 县 城 周 边 其 他 中 国 军 队 的 阵 地 ，

切断了宝山守军与主力的联系，然后

集中兵力再次发起冲锋。他们先向城

内中国守军阵地发射大批硫磺弹，引

发了大火，又派出大批坦克掩护步兵

冲锋。姚子青和官兵沉着应战，仅凭 3

门迫击炮、20 挺轻机枪和几百条老式

步枪，一天之内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

进 攻 ， 毙 伤 敌 军 600 余 人 ， 己 方 也 付

出了巨大伤亡。入夜，姚子青派九连

士 兵 魏 建 臣 等 战 士 突 围 出 城 ， 请 求

支援。

9 月 7 日凌晨，日军集中舰炮轰击

宝山城墙，炸开一个缺口，日军步兵随

后在坦克的掩护下蜂拥进入城内。

姚子青率部奋力阻击，和敌人展开

激烈的白刃战。上午 10 时，日军故技

重施，又调集舰炮轰毁宝山城东南城

垣，炸开了另一个缺口，又一股日军乘

机冲入城内。姚子青临危不惧，命令全

营官兵分兵抗击。激战多时，中国军队

和外界联络的电台被炸毁，第三营官兵

伤亡殆尽，姚子青身边也仅有战士 20

余人。姚子青抱着必死的信念，率领

20 余人在东门附近和敌人展开激烈的

巷战。激战中，姚子青不幸被弹片击中

腹部，不久，便因伤势过重壮烈殉国，

其身边战士无一生还。

2014 年 9 月 1 日，姚子青被列入民

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

和英雄群体名录。

姚子青率部坚守宝山城
陈平香

1939 年 4 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

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石友三在蒋介

石的唆使下，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

人，并命令其部队向共产党、八路军

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八路军

一二九师被迫自卫，集中冀南、冀鲁

豫、冀中军区部队，向顽军石友三部

实施反击。

石 友 三 在 遭 到 八 路 军 的 打 击 后

不思改悔，转而投靠日军，并准备

在与日伪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

投降。

1940 年 6 月下旬，石友三部趁八

路军主力部队投入反“扫荡”之机卷

土重来，再次占领濮县、濮阳一带。

当时，古云集是鲁西北地区濮县北部

的一个大村镇，石友三部占领该地

后，构筑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企

图以此为依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

“蚕食”。

为 了 保 卫 抗 日 根 据 地 ， 1941 年

11 月，八路军冀中军区南进支队奉

命攻占古云集，消灭盘踞在当地的石

友三部整编第一师。8 日，南进支队

奉命向据守古云集的顽军暂编第一师

发起强攻，部署是：南进支队决定以

二十一团在西南面主攻，二十四团在

东北方向助攻，冀南军区新四旅则以

七七一团在东南角打援。

8 日晚，担任主攻任务的二营从

西南角发起试探性攻击，黎明前撤回

阵地。9 日晚到 10 日又组织了两次进

攻，探明了顽军工事情况和火力部署。

11 日，南进支队在认真组织动员

后，重新部署，改由二十一团三营担任

正 面 主 攻 ， 11 日 晚 ， 支 队 发 起 总 攻 。

二十一团第三营担任主攻，三营第九

连为突击队。随着冲锋号吹响，九连

指战员奋不顾身，很快突破了顽军的

壕沟和铁丝网，冲到寨墙边。在三营

左翼负责掩护的第一营，也对敌展开

猛烈战斗。九连击毙守敌、打开一个

突破口后，主力坚守突破口，并以一

个排的部分兵力先攻占寨内的一座院

落。十连也跟着进入突破口，向寨内

第一座院落的阵地包抄。九连、十连

并肩作战，击退顽军的多次反扑，指

战员把子弹、手榴弹打光了，便用砖

头、棍棒与冲上来的顽军搏斗，终于

打退了反扑的顽军，打开了古云集南

门。随着十一连、十二连等部队从南

门 冲 入 ， 八 路 军 开 始 向 寨 内 纵 深 发

展。不久，一、二营主力也从东门突

破，冲入寨内，和顽军激战。顽军师长

亲自督战，被八路军战士击伤，只得率

领残部突围逃走。八路军指战员乘胜追

击，彻底攻克古云集据点。

此次攻坚战，八路军共歼敌 1000

多人、俘敌 800 人，极大地打击了顽军

的气焰。

八路军攻坚古云集
李陈嫣

为 贯 彻 八 七 会 议 方 针 ， 192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在湘

赣边特委协调工作后，来到了中共赣

西特委，商讨遭敌破坏后革命工作如

何继续开展的问题。此时，红五军也

从湘东游击到江西万安、遂川、泰和

三县边界，并与赣西特委建立联系。

彭清泉立即提议由赣西特委牵头，召

开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红五军军

委的联席会议。

研究赣西南红六军的成立是此次

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会上，彭清泉

指出：赣西南赤色区域不断扩展，群

众斗争情绪日益高涨，武装力量不断

增强，有必要将赣西南的红色武装统

一编制，集中指挥，以便向中心区域

行动。因此，应当按照上级指示精

神，抓住时机，立即成立红六军。与

会代表纷纷表示赞同，主张将赣西、

赣南和湘赣边的地方武装统一组编红

六军。红五军军委代表滕代远表示：

红五军将派黄公略、李聚奎、王如

痴、陈振亚等 43 位骨干到红六军担

任各级领导，同时派干部训练大队全

体人员 100 多人携带武器充实红六军

的军事力量。

在讨论确定红六军组建地的议案

中 ， 中 共 赣 西 特 委 书 记 刘 士 奇 提 出 ：

红 六 军 在 万 安 组 建 更 为 合 适 。 他 认

为：第一，未来的红六军主要由中国

工 农 红 军 江 西 独 立 第 二 、 第 三 、 第

四、第五团组成，而第二、第四、第

五 团 三 个 团 在 兴 国 、 万 安 一 带 游 击 ，

非常便于集中。第二，万安临近的遂

川、泰和，均有国民党重兵把守，且

遂川的反动民团势力非常强大，而万

安没有部署国民党正规军，其防守力

量仅为靖卫团。部队到遂川、泰和集

中不太安全，在万安集中更安全。第

三，万安的革命基础一直很好，各地

的党组织和游击队陆续恢复，在万安

组建红六军，能给红六军提供强大的

后勤保障。他的提议得到与会代表一

致同意。

1930 年 1 月 底 ， 江 西 工 农 红 军 独

立 第 二 、 第 三 、 第 四 、 第 五 团 和 永

新、莲花、宁冈等县部分赤卫队在万

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黄

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参谋长曾昭

汉，政治部主任毛泽覃。“二七”陂头

会议后，军长黄公略正式到任，陈毅

接任政治委员。

红六军的诞生
郭志锋

抗战初期，国民革命军独立九十

五 师 是 在 修 武 县 山 区 展 开 游 击 战 。

1938 年初，通过党组织安排，张敬

业等 5 人来到修武县，进入九十五师

政训处工作，对九十五师官兵做统战

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九十五

师的帮助下，中共修武地下党组建起

抗日武装，成立了修武县抗日政府和

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

1938 年 4 月，由于豫北道清铁路

时常被抗日军民破坏，日军改用李屯

的古代官道往西运送军需物资。为进

一步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八路军太行

南区第四支队立即与九十五师一个营

取得联系，商议共同对日作战，得到

赞同。经双方商议决定：在武陟县宁

郭北门外设伏，袭击日军装甲巡逻

车。

24 日，双方部队同时进入埋伏

地点。9 时许，一辆日军装甲巡逻车

由西向东开来。当日军巡逻队进入伏

击圈后，道路两侧的麦地里突然枪声

大作，日军汽车的油箱被打着了火。

接着，国共部队一齐杀出，很快击毙

了顽抗的敌人。

初次合作歼敌，让双方的信心大

增。不久，侦察员报告，日军将于

25 日从清化镇运送一大批军用物资

到修武县城，运输队伍由 200 余名日

军和满载着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的

70 多 辆 卡 车 组 成 。 双 方 立 即 商 定 ，

在李屯村外采取联合行动，歼灭这股

敌人。

25 日傍晚，200 余名日军分乘 70 余

辆汽车，向修武县城驶来，到达李屯村

外时，已是太阳快落山时分。此时，埋

伏的九十五师和八路军部队早已在李屯

村外设下伏击圈。当敌人车队进入伏击

圈时，架设在李屯村正面寨墙上的土炮

“ 老 白 龙 ” 首 先 开 火 ， 敌 人 停 车 观 望

时，突然遭到隐蔽在村西道路两侧轻重

机枪的一齐射击，被击毙十余人，先导

车也被当场击中，瘫痪在道路中央无法

动弹。后面的汽车见状，只得纷纷掉头

逃窜。九十五师官兵和八路军指战员见

状，立即拉响了事先埋好的地雷，随着

几声巨响，几辆卡车瞬间歪倒在路旁。

与此同时，埋伏在车队后部的九十五师

官兵和八路军指战员，迅速将集束手榴

弹投向敌人车队最后的几辆卡车。霎时

间，后边的卡车撞了前车的屁股，前车

爆炸又燃着了后边的卡车。日军车队被

打得完全动弹不得。

冲锋号响起，九十五师官兵和八路

军指战员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抵抗不

住，丢下汽车，仓皇逃到韩平陵村，企

图固守待援。九十五师官兵和八路军指

战员除部分打扫战场外，主力则跟踪追

击，将韩平陵村内的残敌包围，经过夜

战，将敌人全部歼灭。

此次战斗，驻扎在修武县的国共两

党军队歼灭日军 1 个汽车队，共缴获机

枪 20 多挺，大炮 1 门及大批军需物资，

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国共军队共创李屯村大捷
秦 芸

八路军战士攻克敌人工事八路军战士攻克敌人工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