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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高邮县闵塔区平安乡，这个旧地

名如今只能在江苏省金湖县境内找到

大概位置。80 余年前，新四军第 2 师

曾在这里建立敌后兵工厂，被称作“保

尔·柯 察 金 ”的 兵 工 事 业 开 拓 者 吴 运

铎，就是在这里发明研制出令日寇闻

风丧胆的一系列武器。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

完全断绝了在华中敌后抗日的新四军

的军火供应。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

第 2 师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武器弹

药严重缺乏，处境十分困难。为改变这

一状况，1941 年秋，第 2 师决定在淮南

地区建立属于自己的兵工厂。

1941 年 10 月，师军工部修械厂子

弹股股长吴运铎带领 7 名工人，到江苏

高邮县一带选择建厂地点。经过实地

勘察，他们选定地点偏僻、周围百余里

无 日 伪 军 据 点 的 仙 墩 庙 作 为 厂 址 。

1942 年 2 月，仙墩庙子弹厂正式建立，

吴运铎代理厂长，洪泽任指导员。

建厂初期，不仅人手缺乏，设备也

严重不足。师部陆续调来 70 余名青年

战士，上海地下党组织也介绍了几名

技 术 工 人 ，生 产 技 术 力 量 得 到 加 强 。

同时，师军工部调拨皮带车床、牛头刨

床和立式小钻床。工人们以这 3 台设

备为基础，开始紧张的自制工具、设备

工作。经过几个月努力，仙墩庙子弹

厂先后自制出 4 柱花栏式手扳大冲床

3 台，小冲床、装药机、紧口机等子弹专

用设备 10 余台，为复装子弹创造了生

产条件。

与设备器材相比，原材料缺乏问题

更为严重。该厂工人想方设法解决生

产子弹的材料来源问题，从民间收集购

买铜钱、铜器皿等，用于制作弹头；取未

爆炸的哑炮弹，与自制的黑火药配合使

用制成炸药；从敌占区购回材料加工自

制子弹底火；工人们摇动大木轮带动机

器生产作为工厂生产的主要动力……

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复装子弹于

1942 年夏初试制成功。起初，这种子

弹弹头为圆柱形，使用效果不佳。经吴

运铎、吴昆等研究，重新设计弹头模具，

于 8 月生产出符合标准的尖头流线型

子弹。9 月，复装枪弹全面投产，当月

产量便达到 1 万发。10 月，工厂接受了

师军工部下达的生产地雷和修复一批

迫击炮弹的任务。由于没有加工地雷

壳和炮弹壳体的设备，吴运铎亲自绘制

图样，带领工人仿制出手摇钻床 2 台、

小车床 4 台，充实了生产能力。据不完

全统计，到 1942 年底，该厂共计生产子

弹 3 万余发，修复迫击炮弹 300 余发，还

制造了一批定时地雷，圆满完成师军工

部下达的生产任务。

1942年冬和 1943年春，日伪军对淮

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两次大规模“扫荡”，

兵 工 厂 成 为 敌 军 进 攻 的 主 要 目 标 之

一。仙墩庙子弹厂在地方党政机关的

支持和当地群众帮助、掩护下，积极开

展反“扫荡”斗争。一有敌情，工厂便化

整为零，工人们迅速掩埋好机器设备，

分散成几个小组，进入附近农村打游

击；一旦敌情解除，便马上回到工厂恢

复生产。当时，工厂的行动口号是：“敌

人来了，我就走，敌人一走，我又干。”

1943 年春，师军工部撤销，仙墩庙

子弹厂划归路东军分区领导，吴运铎调

任路东军工科科长，秦永祥任厂长。3

月，工厂接到研制枪榴筒和弹的任务，

由吴运铎到厂主持研制。在一无经验、

二无资料的情况下，秦永祥带领参加试

制的职工，积极配合吴运铎，克服设计、

材料上的困难。当年 5 月，枪榴筒和弹

试制成功，增强了部队的火力配备。罗

炳辉等师领导观看了枪榴弹的实弹射

击后，当即要求扩大生产、装备部队。

1943 年 7 月，第 2 师军工部重新建

立，经过调整，仙墩庙子弹厂被命名为

新四军第 2 师军工部第 1 厂，专门生产

枪 榴 弹 和 枪 榴 筒 。 同 年 8 月 ，日 伪 军

1000 余人，向淮南六合抗日根据地“扫

荡”，第 2 师 5 旅奋起抵抗。在桂子山战

斗中，5 旅首次使用枪榴弹，炸死、炸伤

敌 300 余人，显示出枪榴弹的威力。

1943 年底至 1944 年春，国际反法

西斯战线已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师部

要求各厂把握时机，抓紧生产，支援部

队，迎接反攻。工厂响应上级号召，自

1944 年 初 起 ，掀 起 了 劳 动 竞 赛 高 潮 。

在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工厂还根据部

队反馈的情况，抓紧改进军工产品性

能、提高武器制造质量。在碰炸式枪榴

弹的基础上，又造出对付位于沙地、沼

泽地目标的空爆式枪榴弹和用于火攻

的燃烧弹。

1945 年 1 月，日军在淮河至运河的

两岸地区发动“扫荡”，为免遭敌军破

坏，新四军第 2 师军工部第 1 厂从仙墩

庙迁至盱眙、来安两县交界的上何郢。

为积极准备对日反攻，工厂又承接了军

工部下达的平射炮弹试制任务。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向北

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淮南抗日

根据地新四军部队开始向苏北和山东

转移。1946 年 6 月，新四军第 2 师军工

部第 1 厂转移到苏北阜宁县张家墩，与

师军工部第 5 厂合并划归华中军区军

工部领导。从创建到北撤山东，新四军

第 2 师军工部第 1 厂在 4 年多时间里、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产了数十万发

子弹和枪榴弹，为增强对敌火力、保障

新四军敌后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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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1 月 25 日黄昏 ，志愿军第

38 军在西线正面各军积极配合下，按照

预定计划，乘敌立足未稳，出其不意地对

德川地区之南朝鲜第 7 师发起攻击，仅

用 不 到 1 天 时 间 就 结 束 战 斗 ，重 创 敌

军。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开

局之战，德川战斗的胜利极大提振了第

38 军和其他志愿军部队的士气。更重

要的是，此战和东侧的宁远战斗一起，几

乎消灭了南朝鲜第 2 军团的主要力量，

在美第 8 集团军翼侧打开了战役缺口，

为接下来的三所里穿插、重创美第 9 军

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人狂妄冒进，我军
顺势诱敌

“联合国军”在遭到志愿军第一次战

役打击后，虽然知道中国军队参战，但对

中国军队的参战兵力和意图作出错误判

断，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依旧坚

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严令之

下，美第 10 军和第 8 集团军分别从东西

两线继续向鸭绿江挺进，意图在圣诞节

前结束战争。

入朝前，中央在研究确定志愿军的

作战方针时，曾计划在德川、宁远一线以

南，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建立数道防线，

以期先站稳脚跟，再逐步扭转局势。然

而，“联合国军”兵分多路、轻敌冒进，已

经深入我军原计划的防线纵深，战场态

势发生巨大变化。彭德怀等志愿军主要

领导，判断出敌军很可能再次组织进攻，

随即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要采取“巩

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

针。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一方针，并指出

此时的朝鲜战场，“德川方面甚为重要”。

德川，位于大同江北岸，东邻孟山、

西接价川、南靠北仓里，有东西、南北两

条主要公路在此交会，是这一战线上的

重点地区。同时，这一地区也是“联合国

军”东西线的接合部，占据此地，对于志

愿军将敌人分割包围，打开战役突破口

十分有利。

在德川地区组织防御的是志愿军第

42 军第 125 师，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总

体部署，该师须在这里坚守一段时间，牢

牢牵住对手进攻的“牛鼻子”，以实现诱

敌深入的战略目的。11 月 5 日至 13 日，

南朝鲜第 8 师多次向德川我军阵地发起

攻击。经过反复争夺，到 15 日晚，我军

仍占据德川大部分阵地。

为进一步诱敌深入，志愿军司令部

于 11 月 16 日命令第 125 师从 17 日起撤

出德川，并在撤退过程中丢弃部分装备

和物品，造成“狼狈撤逃”的假象。敌军

果然被我军后撤行动所迷惑。从 18 日

起，西线美第 8 集团军全线放胆向北推

进，至 21 日，全部到达预定的总攻起始

线。我军为进一步造成敌军错觉，继续

以运动防御诱其深入。至 11 月 25 日，美

第 8 集团军各部被分别诱至志愿军预定

战场。

战前精心准备，上下
同心者胜

此时，以美第 8 集团军为主的当面

之敌，其进攻正面已由最初约 80 公里扩

大到约 300 公里，各作战师之间存在明

显空隙。在德川整兵备战的是南朝鲜第

7 师，其左邻美第 2 师，右邻南朝鲜第 8

师。重新占领德川地区，歼灭南朝鲜第

7 师，就可以切断西线战场美军与南朝

鲜第 2 军团的联系，打通志愿军向西南

方向的美军侧翼迂回的道路，以实现将

更多敌军分割包围。为此，志愿军司令

部派出志愿军第 38 军首先歼灭此敌，为

第二次战役打开局面。

第一次战役后，第 38 军上下进行了

认真的总结反思，对美军火力强但战斗

精神较差、南朝鲜部队数量多但部署较

分散的特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此外，

大家发现敌军十分惧怕夜战、近战，而这

正是志愿军部队的强项。为增强部队的

战斗信心，军政治部专门下发了动员教

育通知，要求广大官兵发扬老红军传统，

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彻底摸清战场环境和敌情，第 38

军组织侦察支队于 24 日提前出发，勘察

战场情况，并做好破路断桥、阻敌南撤的

准备。大到炮兵阵地，小到机枪火力点，

敌军纵深部署情况几乎全被我军掌握，

为大部队快速夺点控要、穿插迂回创造

了有利条件。

战前，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来到

第 38 军 指 挥 所 ，主 持 了 作 战 会 议 。 会

上，他传达了志愿军司令部的总体部署，

并与第 38 军主要领导共同研究制定了

作战方案。当第 38 军军长梁兴初得知

上级安排第 42 军配属过来 1 个师共同执

行任务时，当即向韩先楚表示，第 38 军

不 需 要 加 强 力 量 ，“ 我 们 可 以‘ 包 打 德

川’”。在向志愿军司令部汇报后，这一

建议得到批准。

快速合围敌军，阻击
取得胜利

11月 25日黄昏，德川战斗正式打响。

从敌右翼进攻的第 113 师，在击溃

当面之敌后，迅速穿过南朝鲜军第 7、第

8 两师接合部，于 25 日 21 时从新坪里涉

过大同江，击破了南朝鲜第 6 师部队的

阻击，于 26 日 8 时到达德川以南的遮日

峰一带，切断了德川、宁远两地之敌的联

系和德川之敌的南逃退路。

从敌军左翼进攻的第 112 师，主力

轮番抗击敌军，完成诱敌深入任务后，立

即利用夜色掩护翻山越岭，于 26 日清晨

占领德川以西的云松里地区，切断了德

川与军隅里之敌的联系，堵住了德川之

敌西逃之路。

从正面进攻的第 114 师，首先击溃

南朝鲜军第 8 团 2 个营，随即向德川发展

进攻。第 341 团查明敌军炮兵阵地位置

后，组织精悍的小分队，冲破敌军严密的

火力封锁，直插沙坪站，于 26 日 7 时歼灭

南朝鲜第 7 师榴炮营。第 114 师顺势前

进，战至 11 时，将敌军压缩在德川以北

狭小区域内。

由军直属侦察连、第 113 师侦察连

和 2 个工兵排组成的侦察支队，在战斗

发起前隐蔽渗透敌军后方，于 26 日 8 时

进 至 德 川 西 南 之 武 陵 里 ，炸 毁 公 路 大

桥，击毁、截获敌军汽车 40 余辆，封闭了

敌军南逃北援的通道。至此，第 38 军完

成对德川地区南朝鲜第 7 师的合围。

26 日 15 时 ，感 到 情 况 不 妙 的 南 朝

鲜 第 7 师 余 部 500 余 人 ，在 飞 机 、大 炮

支 援 下 ，分 三 路 向 德 川 西 南 方 向 突

围 。 第 38 军 首 长 果 断 决 策 ，将 原 定 于

晚 上 发 起 的 总 攻 提 前 ，对 敌 军 实 施 围

歼 。 在 我 军 强 大 攻 势 下 ，敌 军 顷 刻 间

乱 作 一 团 、抱 头 鼠 窜 。 战 至 26 日 19

时，第 38 军将被围之敌大部歼灭，顺利

完成既定任务。

诱 敌 深 入“ 包 饺 子 ”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德川战斗

■周 一

在江西省井冈山市新城镇南门外

的 棋 山 岭 上 ，矗 立 着 一 座 古 朴 的 五 角

亭，名为棋山指挥亭。95 年前，35 岁的

毛泽东同志在此指挥了新城战斗。如

今，站在棋山指挥亭，仍可以俯瞰新城

的 全 貌 。 当 年 的 炮 火 声 已 经 远 去 ，那

些刻在人们脑海里的红色记忆却从未

褪去。

1927 年 10 月 下 旬 ，国 民 党 军 阀 内

部 矛 盾 激 化 ，江 西 国 民 党 军 主 力 因 此

向 赣 北 集 结 。 这 样 一 来 ，井 冈 山 地 区

只 剩 各 县 的 反 动 武 装 靖 卫 团 和 挨 户

团。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打击地

方反动武装，并分兵发动群众，开始创

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 年 1 月底，正当毛泽东率领工

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之

际，国民党军第 27 师以第 79 团 1 个营经

永新推进到宁冈县城新城，企图对井冈

山工农革命军实施“进剿”。

新城，西连砻市，南通茅坪，北扼通

往永新的要道，自元代起便是宁冈县治

所在地。敌军占领新城，等于堵住了工

农革命军北出的大门，如不拔除这个障

碍，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就无从建立，更谈不上发展。

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作出

部署安排。一方面，迅速率领工农革命

军第 1 团由遂川返回井冈山茅坪，与新

编的第 2 团会合，待机歼敌；另一方面，

指示宁冈、永新的暴动队和赤卫队日夜

扰敌，吸引敌人注意力。

新城四面环山，四周筑有高高的城

墙，每隔一段均设有城堞，东南西北各

有一座城门和城楼，易守难攻。为清楚

地观察战场情况，毛泽东在详细考察了

新城周边地形后，把军事指挥所设在新

城 南 门 外 不 到 1 公 里 的 棋 山 岭 上 。 棋

山岭最高处有一座古亭，与新城南门城

楼隔河相望，南北对峙，并且站在此处

可俯瞰整个宁冈县城。于是，古亭就成

为毛泽东坐镇指挥的战斗指挥部。

2 月 17 日，毛泽东在茅坪攀龙书院

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的战

斗。根据敌军在新城兵力不多、态势孤

立和现场地形等情况，毛泽东决定集中

兵力攻歼该敌，并确定了“三面攻击，一

面埋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

针。其部署是：以工农革命军第 1 团第 1

营潜伏于南门外河滩的草丛中，趁敌军

出操时发起突袭，并从南门突入城内；

第 3 营埋伏于东门外树林中，在第 1 营打

响后进攻东门；特务连进入北门外山坡

上，在第 1 营打响后佯攻北门；虚留西门

不攻，以第 2 团埋伏于西门外上曲石村

和下曲石村，切断敌军从西门突围逃往

老七溪岭的退路，协同第 1 团将突围之

敌歼灭于西门外水田中。

随后，毛泽东又召开军民大会，对参

战部队和配合作战的革命群众进行战斗

动员。当天夜里，毛泽东率领参战的工

农革命军和群众到新城周围隐蔽埋伏。

18 日 拂 晓 前 ，各 部 队 按 照 预 定 计

划全部进入指定阵地。毛泽东和其他

指 挥 员 登 上 棋 山 岭 的 指 挥 亭 ，观 察 敌

军动态。

清 晨 ，驻 守 新 城 的 敌 军 对 工 农 革

命军毫无察觉，把枪架在一起，照常在

南 门 外 出 操 。 就 在 敌 军 列 队 时 ，埋 伏

在 附 近 的 工 农 革 命 军 第 1 营 突 击 分 队

突然开火，当即杀伤敌军约 1 个排。残

敌 丢 下 枪 械 仓 皇 逃 入 数 十 米 远 的 南

门，闭门固守。第 3 营和特务连同时对

东门和北门发起进攻。由于东门外有

护城河，敌以猛烈火力封锁护城河桥，

使 第 3 营 的 突 击 分 队 受 阻 。 眼 见 战 事

进 入 胶 着 状 态 ，指 挥 亭 内 的 毛 泽 东 与

其 他 指 挥 员 紧 急 商 议 ，决 定 集 中 力 量

火攻东门。南门和北门也同时发起佯

攻，吸引敌军火力。命令下达后，群众

支援了煤油、干草等燃烧材料，突击分

队 战 士 披 着 沾 湿 的 棉 絮 ，带 着 干 草 与

煤油等，冒着枪林弹雨，冲向东门点着

火 。 熊 熊 大 火 烧 穿 了 东 门 ，突 击 分 队

在第 3 营火力掩护下穿过浓烟、冲进城

内。东门被突破后，敌军全线动摇，纷

纷 从 西 门 突 围 。 工 农 革 命 军 第 1 团 第

1、第 3 营和特务连沿街追出西门，与埋

伏 在 上 曲 石 村 和 下 曲 石 村 的 第 2 团 一

起 ，将 溃 敌 全 歼 于 西 门 外 水 田 中 。 这

一 仗 ，工 农 革 命 军 全 歼 守 敌 第 79 团 1

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

新城战斗是井冈山革命军民对敌正

规军的第一场歼灭战，击破了江西国民党

军的第一次“进剿”。这次战斗取得胜利，

源于周密的作战指挥，正确把握战机，按

照敌情、地形的实际情况确定战法，并做

到密切协同，由此解放了宁冈全县，鼓舞

了井冈山军民的革命斗志。不久后，宁冈

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至此以宁冈为中心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

随着岁月流逝，棋山岭上的古亭在

风霜雨雪侵蚀中倒塌。新中国成立后，

为纪念当年毛泽东指挥的这场战斗，当

地政府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一座砖木结

构、内外十柱、重檐翘角的五边形纪念

亭。它看起来朴实无华，却无声讲述着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

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诉

说着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华。

棋山指挥亭—

见证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反“进剿”胜利
■刘俊燕 鄢城名

历史
剪影

吴运铎，是新四军第 2 师军工

部 第 1 厂 成 长 起 来 的 技 术 骨 干 和

人民军工英模。在淮南抗日根据

地时，他因陋就简，带领职工自制

土设备，扩大了枪弹生产，多次在

军工生产技术研发上作出重要贡

献。在此期间，吴运铎 3 次负重伤，

左手 4 根手指被炸掉、右腿残疾，左

眼几乎失明，全身上下布满 100 余

处伤疤，仍以顽强毅力坚持战斗在

武器生产第一线，成为人民军工事

业的一面旗帜。1951 年，吴运铎当

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被周恩来誉为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53 年，

像保尔一样感受到“火焰般绚丽生

命”的吴运铎，满怀激情地写下了

《把一切献给党》自传体小说。吴

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铿锵誓言，

激励着一代代兵工人坚定信念、勇

毅前行。

把一切献给党

新四军第 2师军工部第 1厂旧址内的吴运铎雕像。

红色兵工厂

新城战斗棋山指挥亭旧址。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志愿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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