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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南石槽村，

坐落着我国唯一以军队将帅名字命名的

兵工厂——刘伯承工厂。走进刘伯承工

厂旧址，“刘伯承工厂”的厂名被镶嵌在

厂区大门的匾额上。旧址里的厂房、设

备、历史档案等物件再现了当年生产建

设的场景，向参观者诉说着老一辈军工

人忘我奉献的奋斗故事。

刘伯承工厂，即晋冀鲁豫军区兵工

二厂，也称南石槽兵工二厂，其前身为

黄崖洞一所二分厂。1943 年 9 月，八路

军收复了太南广大地区，为扩大炮弹生

产，军工部决定将黄崖洞一所二分厂迁

往平顺县西安里村，组成新二所。1945

年 8 月，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后，工厂改名

为晋冀鲁豫军区兵工二厂（以下简称兵

工二厂），主要任务是生产 50 毫米炮弹

和 82 毫米迫击炮弹。上党战役胜利后，

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将分散在偏僻山区

的兵工生产单位搬迁到长治等交通便

利的地方。1945 年 11 月，兵工二厂搬至

南石槽村。

兵工二厂是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发

展壮大的。1946 年 6 月，国民党撕毁停

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

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

英 勇 自 卫 ，开 始 了 伟 大 的 人 民 解 放 战

争。同年 11 月，中央军委在电令中先后

提出“运动战中迫击炮作用甚大……应

大量制造”“一切外援断绝，军火必须自

力更生，特别是炮弹子弹”。

军令如山，战事紧急。作为 82 毫米

炮弹的主要生产厂，兵工二厂开始加班

加点生产武器弹药供应前线。建厂初

期，月产 82 毫米迫击炮弹 400 余发，到

1946 年 6 月增至 3000 余发。炮弹由在

弹体尾部挑子扣、尾管挑母扣进行合装，

改为弹体挑母扣、弹尾管挑子扣进行合

装。材料由白生铁改为用灰生铁铸造弹

体，产品质量明显提高。

1947 年初，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

攻。随着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兵工二厂

被要求生产更多优质弹药供应前方。晋

冀鲁豫军区军工处决定以“数量多，质量

好，成本低，原料足，销路广”的生产方

针，在太行地区各兵工厂中，开展争创

“刘伯承工厂”的生产竞赛运动。

生产竞赛运动开始，兵工二厂立即

深入发动群众，讲形势，讲支援刘邓大军

南下的重要意义，号召工人积极投入生

产中，同时将任务落实到工部、小组和个

人。工人们纷纷订计划、提措施，提出

“人人要立功，立功最光荣”“工房就是战

场，机器就是刀枪”“支援前线，保卫胜利

果实，解放全中国”等口号，竞赛迅速掀

起高潮。

这 次 生 产 竞 赛 运 动 从 1947 年 2 月

开始至 1948 年 4 月结束 ，历时 1 年零 2

个月。1948 年 4 月，晋冀鲁豫军区军工

处 召 开“ 刘 伯 承 工 厂 ”运 动 总 结 大 会 。

根据竞赛条件和检查结果，兵工二厂的

生产与管理成绩突出。兵工二厂共生

产 82 毫米迫击炮弹 33.656 万发，月产量

由 1.3 万发增长至 3.4 万发，且炮弹质量

好，未发生过炸炮、瞎火等事故，前方普

遍 反 映“ 命 中 率 高 ，杀 伤 力 大 ，携 带 方

便”。在生产组织管理方面，能够全年

月月按期交货，从不延误，全厂有 80%

的工人立功受奖。经晋冀鲁豫军工处

组织评比，兵工二厂被评为“刘伯承工

厂”，授予刘伯承南下前亲笔题写的“提

高兵工质量，增大歼灭战的实效”锦旗

一面，奖金及奖章若干。5 月 1 日，华北

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来厂视察，专门题

写“刘伯承工厂”5 个大字，作为厂牌，挂

在工厂大门上。

1948 年 春 ，解 放 战 争 进 入 决 战 阶

段，战斗空前激烈，弹药消耗很大。为满

足西北战场的火力供应，兵工二厂提出

“每人加 4 个义务工，生产 10 万发炮弹，

支援西北战场”的口号。经过不懈努力，

不到 2 个月，兵工二厂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8 年下半年，兵工二厂职工发展

到 2200 余 人 ，机 械 设 备 增 加 到 110 余

台。工厂管理机构由过去的股改成科。

这一年，工厂认真贯彻华北兵工会议精

神，生产和技术管理更趋完善，当年共生

产 82 毫米迫击炮弹 65 万余发。

1949 年春，华北兵工局成立。6 月，

兵工二厂改编为第一兵工厂第一分厂，

继续生产迫击炮弹。这时，全国解放战

争势如破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华北大

片土地已经解放。工厂职工为支援前

线，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开展了“红五月”

生产竞赛，82 毫米迫击炮弹的生产继续

成倍增长，到年底共生产 1018727 发。

炮炮声隆隆迎解放声隆隆迎解放
—刘伯承工厂的由来

■杜东冬

1938 年 5 月 12 日，新四军第 4 支队

第 9 团侦察队和第 2 营第 4 连在安徽省

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东南的蒋家河

口地区，全歼日军第 6 师团巢县守备队

20 余人，缴获枪 10 余支，新四军无一伤

亡。这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

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引起较大反

响，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还鼓

舞了新四军和当地群众的抗日士气。

时至今日，蒋家河口战斗仍时常被人

们提起。今天，我们就来回顾蒋家河

口战斗的几个细节，重温新四军艰苦

卓绝的抗战岁月。

化装侦察明敌情

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9 团进至巢县银

屏山区后，从当地群众那里获悉，侵占

巢县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到蒋家

河口一带烧杀抢掠。

为了解掌握敌情，团政委高志荣

让 侦 察 员 身 着 黑 大 褂 、化 装 成 农 民

到 蒋 家 河 口 暗 中 侦 察 了 3 天 。 经 过

反 复 侦 察 ，他 们 掌 握 了 敌 军 的 活 动

规 律 ：日 军 每 天 上 午 八 九 点 钟 乘 木

船 或 汽 艇 从 巢 县 县 城 前 往 蒋 家 河

口 ，每 次 10 至 30 人 ，在 附 近 村 庄 抢

掠 一 番 后 当 即 返 回 。 此 外 ，侦 察 员

发 现 蒋 家 河 口 周 围 河 道 纵 横 ，芦 苇

茂 密 ，地 形 复 杂 ，便 于 隐 蔽 ，是 理 想

的 伏 击 地 点 。 第 9 团 决 定 在 此 设 伏 ，

待机歼敌。

河口设伏歼日军

1938 年 5 月 12 日拂晓，部队按计

划 进 入 阵 地 ，并 完 成 设 伏 。 上 午 8 时

许，巢县方向的河面上传来汽艇马达

的嘟嘟声，声音由远及近，出现了 2 艘

汽艇，向伏击圈方向开过来。汽艇渐

渐驶近，可以清楚看到日军头上的钢

盔 和 步 枪 上 闪 光 的 刺 刀 。 埋 伏 在 两

岸的战士们不由地握紧了枪，屏住呼

吸 ，双 目 凝 视 着 汽 艇 ，随 时 等 着 战 斗

打响。

汽艇靠岸后，几名日军倒背着三

八式步枪，大摇大摆地走下船，丝毫没

有戒备之心。突然，啪的一声枪响，一

名日军应声倒地。这是侦察参谋郭思

进发出的战斗信号。霎时间，侦察队

的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不少日军当

场毙命。

胜利鼓舞军民心

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日军纷

纷中弹落水，木船在河中直打转。尚

且存活的敌人企图夺船逃命，新四军

以猛烈火力封锁河口，阻敌退路。战

斗仅用了 20 分钟，日军全部被歼。

战斗胜利后，当地群众无不欢欣

鼓舞，纷纷赶来祝贺。几名水性好的

农民从家里扛来渔罾，帮助新四军从

水 中 打 捞 敌 军 掉 进 河 里 的 三 八 式 步

枪、指挥刀、军大衣等战利品。当地群

众还将第 9 团的英雄事迹编成歌曲、四

处传唱，使更多群众认识到新四军是

真正可信赖的军队。许多青年纷纷报

名参军，各阶层爱国人士也主动筹粮

筹款支援抗战，群众的抗战热情空前

高涨，抗日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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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兵工厂

1945 年，在抗战时期获得“炮弹

大王”称号的军工劳模甄荣典，来到

晋冀鲁豫军区兵工二厂工作。他没

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发挥敢

打敢拼的精神，带头拼命苦干，第一

天就造出 45 发大炮弹，极大振奋了

工人们的士气。一次，为尽快完成前

方需用炮弹的突击任务，在繁重的劳

动中，他被铁滚砸伤脚趾。甄荣典顾

不上就医，简单包扎了伤口，将受伤

的脚架到矮凳上，而后继续投入紧张

的工作中。甄荣典在“刘伯承工厂”

生产竞赛运动中始终跑在前列，创造

了日产 135 发 82 毫米迫击炮弹的纪

录 ，对 全 厂 生 产 起 到 推 动 作 用 。

1944 年，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

的工农业群英大会上，甄荣典被评为

一等劳动英雄。1950 年，甄荣典出

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获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炮弹大王”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