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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精神，永远刻骨铭心；

有这样一段历史，必定终身铭记。

在新四军纪念馆里，虽然没有生死

相搏的枪林弹雨，但仍能感受到金戈铁

马、刀枪撞击的铿锵；虽然没有两军对

阵 的 战 火 弥 漫 ，但 仍 能 感 受 到 抗 日 杀

敌、决胜千里的谋略较量。在这里，一

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先进政党的形

象，一支英勇作战人民军队的形象，更

加清晰。纪念馆中展示了新四军将士

们的智慧、勇敢、壮烈，以及他们所代表

的铁军精神。

1937年 10月，新四军在抗日烽火中

诞生；1941年 1月，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

顽固派把屠刀砍向了坚定抗日的新四

军；20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

军部。自此，新四军担负起华中地区的

抗日重任。

黄海之滨，暖阳洒在苏北大地上，

苍茫辽阔间彰显着历史的厚重。蔚蓝

天空下，坐落于盐城市建军东路上的新

四军纪念馆巍然矗立。

展厅里，一张张照片、一份份史料、

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模拟场景，展现了

新 四 军 浴 火 重 生 、浴 血 奋 战 的 光 辉 历

史。本文以几位年轻革命烈士的英雄事

迹为线索，追寻新四军辉煌的战斗历程，

感悟新四军英烈的铁血荣光。

王海纹：青春芳华展风采

新 四 军 纪 念 馆 里 有 一 个 特 别 的

展 柜 ，柜 中 陈 列 着 一 件 灰 白 色 绸 布 花

旗 袍 、一 只 镶 嵌 着 烈 士 肖 像 的 银 戒 指

和 一 张 烈 士 证 书 。 在 这 些 文 物 背 后 ，

有 一 段 动 人 的 故 事 。 这 些 物 品 曾 属

于 鲁 迅 艺 术 学 院 华 中 分 院 戏 剧 系 学

生 王 海 纹 。 读 书 期 间 ，王 海 纹 在 姐

姐 、中 共 地 下 党 员 俞 启 英 的 影 响 下 走

出 校 门 ，参 加 社 会 活 动 ，并 逐 步 展 现

出戏剧才华。

王海纹的父亲是一位爱国的正直

律师，坚持抗日救国的信念，支持共产

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同情因参加抗日活

动而受迫害的学生，是“七君子”事件的

出庭辩护律师。她的母亲在淞沪抗战

期间，为了支援前线，赶制救护急需的

病号服和绷带。王海纹在这样的环境

中成长，自然也受到熏陶。

1941 年 ，日 伪 军 发 动 夏 季 大 规 模

“扫荡”。王海纹随新四军向盐城西北

方向转移，途经北秦庄时，遭到日伪军

的袭击，不幸牺牲，年仅 17 岁。

李增援：《黄桥烧饼
歌》词作者

提起黄桥烧饼，人们定会想起它的

香甜，定会想起传唱大江南北的《黄桥

烧饼歌》：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

劳 忙 …… 这 首 歌 的 词 作 者 ，就 是 李 增

援。

1937 年，李增援在武汉参加了正在

筹建中的新四军。1940年，黄桥战役中，

当地民众拥护新四军，积极支援前线。

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运子弹、抬伤员，成

群结队地把美味的黄桥烧饼送上前线，

慰劳新四军，情景十分动人。李增援目

睹这一切后非常激动，完成了《黄桥烧饼

歌》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从黄桥烧饼

入手，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及中

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揭示了我军取

得胜利的根源。

1941 年，李增援在医院里为掩护重

伤员撤退英勇牺牲，时年 28 岁。

一门三烈士：为信仰
慷慨牺牲

镇江自古英才辈出。在革命战争

年代，杨瑞年、杨青年和杨华年“一门

三烈士”，是这座英雄城市的骄傲。

1937 年初冬，杨瑞年与杨青年姐妹

二人北上寻求报国之路。妹妹杨青年

参加了新四军，大姐杨瑞年参加了八路

军第 115 师学兵队。1938 年，杨瑞年在

学兵队结业之后，与 70 余名学员奉调南

下 参 加 新 四 军 ，期 间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1939 年初，17 岁的弟弟杨华年在姐

姐的召唤下，背起行装来到泾县云岭参

加了新四军。

皖南事变爆发后，杨瑞年和杨华年

被敌军所俘，后双双就义。

当姐姐和弟弟英勇牺牲的时候，远

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杨青年正朝气蓬勃

地战斗在抗日第一线。抗战胜利后，杨青

年在党的领导下又投入反对国民党挑起

内战的斗争中，直到在解放战争中牺牲。

林心平：赤胆忠心女英雄

1936 年，林心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她被调往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

1940年，国民党军第 40师特务营进

驻我游击区中心，对抗日游击队造成很

大影响。于是，林心平奉命扮成失学青

年投军到特务营。她教战士们识字、唱

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很快就摸清了特

务营的实力和活动规律。最终，在林心

平的帮助下，我军里应外合，不费一枪一

弹，未伤一人，将特务营全部编入抗日游

击队。林心平“虎胆英雄”之名因此远

扬。

1942 年 ，林 心 平 在 江 苏 儒 林 镇 就

医。殊不知，医铺当家人见利忘义，向敌

人举报。随后，敌人包围了医铺。林心

平躺在床上，听到枪响，立刻起身抽出枕

头下的手枪，一边进行反击，一边迅速点

火焚烧随身带的文件。终因寡不敌众，

不幸被捕。

在狱中，敌人对她实施了惨无人道

的酷刑，但未从她嘴中撬出半分有用的

消息。气急败坏的敌人，在江苏宜兴将

她杀害。

郭猛：战斗猛如虎

1929 年 ，郭 猛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3年，他率部在江西石灰桥战斗中，不

幸右手受伤致残，被转移到青原山红一

方面军卫生部总医院休养。

1938 年，在卫岗一战中，郭猛率部

击毙日军 30 余人。1941 年,日伪军向盐

城地区发动大“扫荡”。郭猛率部驰援，

并在唐刘河畔地区迎击敌军。不料，他

到 前 沿 阵 地 查 看 敌 情 时 ，不 幸 中 弹 负

伤，因伤势过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

仅 28 岁。郭猛牺牲后，当地人民为怀念

他的英勇功绩，将他牺牲时所在的护东

乡改名为郭猛乡。

陈发鸿：不惧生死的“虎将”

1935年，刚满 20岁的陈发鸿毅然参

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0 年，陈发鸿随八路军第 5 纵队

东进苏北。皖南事变后，第 5 纵队改编

为新四军第 3 师，陈发鸿曾任第 3 师第

22 团团长。陈发鸿领导的第 22 团，战

斗力强，作战英勇，在新四军第 3 师中

号称“虎团”。陈发鸿则被黄克诚誉为

“虎将”。

1944 年 10 月，苏北地区军民向日

伪军展开攻势作战。陈发鸿指挥部队，

攻下多个炮楼。但是，盘踞在合德的侵

华日军仍死守据点，依仗坚固的工事，

拒不投降。我军围困两天后，再度发起

总攻。陈发鸿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激

战中不幸中弹。陈发鸿深知自己伤势

严 重 ，但 还 是 鼓 励 在 一 旁 垂 泪 的 同 志

们。当天，年仅 29 岁的陈发鸿终因伤势

过重，光荣殉国。

徐佳标：以身堵枪眼

徐佳标是舍身堵枪眼牺牲的烈士。

1943 年，徐佳标参加新四军。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后，盘踞在淮阴、淮安两城的日伪军拒

绝向我抗日武装投降，新四军军部遂决

定发起两淮战役。这是一场极为艰巨

的攻坚战，也是徐佳标所在特务团成立

以后遇到的第一场攻坚战。

9 月 6 日下午，第 10 旅等部对淮阴

守军发起总攻击。当时，最壮烈的战斗

场景发生在城南门。在进攻淮阴南门

时，特务团突击连战士在火力掩护下迅

速越过护城河抵达城墙脚下，将强攻云

梯架到城墙上。徐佳标背插红旗，快速

攀梯而上。守城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

击，竭力阻止他登上城墙。

徐佳标双手紧紧攀住城垛不放，想

抬起右腿翻身上城墙，但此时他两腿已

受伤、鲜血直流，根本不听使唤，云梯也

被 敌 人 炸 断 ，整 个 人 就 高 高 悬 在 城 墙

上。就在这危急时刻，徐佳标发现自己

右侧城墙上一处暗堡内的机枪又响起

来，封锁住护城河上的木桥，阻碍我军

后续部队靠近城墙。看到战友倒在敌

人枪口下，徐佳标使出最后力气，双手

死 死 抓 住 城 垛 ，艰 难 地 将 身 体 往 右 挪

动 ，最 终 将 自 己 的 身 体 堵 在 敌 人 枪 口

上 。 随 即 ，我 军 后 续 部 队 迅 速 通 过 木

桥，攻上城头。徐佳标当时年仅 19 岁。

牺牲时，他上身伏在城墙边上，双手紧

紧抓住城垛，身体上布满弹孔。

无名烈士：舍身炸碉堡

1941年 7月，日寇侵驻苏北裕华镇，

妄图以此为据点，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南

北交通，遏制和破坏苏中和苏北的抗日斗

争。新四军军部决定围歼裕华镇之敌，拔

掉这个插在根据地内的“钉子”。

但敌人的防御工事构筑得十分坚

固，其主堡为钢筋水泥结构，居高临下，

视野开阔。除主堡外，还建有瞭望台、暗

堡、交通壕、铁丝网等，再加上武器精良，

我军要拔掉这个“钉子”相当困难。

8 月，总攻开始后，敌堡淹没在一片

烈火浓烟中。我军敢死队员一跃而上，越

过壕沟、铁丝网，一下冲到敌堡门前，拉响

了成捆的手榴弹，敌堡主门被炸开。这

时，我军的两位英雄闪身钻进碉堡，拉响

了手榴弹，敌人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战

士们一齐冲进敌堡。敌堡内，没有被炸死

的鬼子作垂死挣扎，与我军展开肉搏战。

经过血战，敌尸累累，横七竖八地躺在阵

地上。

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舍身炸碉堡

的英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在新四军的战斗征程中，牺牲将士

数以万计，他们中有叶挺、项英、周子昆、

袁国平、彭雪枫、罗炳辉等高级将领，还

有更多不知姓名的烈士。他们没有能够

亲耳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

炮声，也没有能够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授

衔和授勋，甚至没有留下照片和姓名，但

他们用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用生命铸

就了铁血军魂。

烈士纪念碑前，火焰在持续燃烧，

象征着牺牲的新四军将士在人民心中

永生！

图片制作：王鹏企

青春壮歌 铁血荣光
—新四军几位年轻英烈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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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史

梨树沟门位于辽宁省兴城、绥中、

建昌三地交界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之成为许多战事的发生地。1947年

下半年，国民党军逐渐收缩于中长路、

北宁路的狭长地带，提出“确保北宁线，

打通锦承路”的作战方针，决定集中兵

力，向热东地区和辽西地区根据地进行

合围。敌人将我军根据地梨树沟门列

为此次进攻的重点，企图攻占梨树沟门

后，以此为基点向西推进，打通锦承线，

取得东北与华北的联系。

9 月 6 日，国民党军暂编第 50 师

进攻梨树沟门。尽管沿途遭到县支队

和区小队民兵的顽强阻击，但国民党

军凭借优良武器装备，很快占领了梨

树沟门。他们与当地土匪武装一路烧

杀淫掠，无恶不作。在得知敌人的残

暴行径后，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

华、政治委员黄克诚当即在锦西县三

家子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 8、第

9 纵队、冀热辽独立第 1 师歼灭暂编第

50 师。此时，暂编第 50 师的两个团大

部分驻扎在梨树沟门、三道沟，少部分

驻在西门、凉水泉子。

8日，我军从遵化、凌源出发，昼夜

兼程向梨树沟门进发。第 8 纵队第 24

师指挥所和第 66团在梨树沟门东岭与

国民党军暂编第 50 师遭遇后，第 22 师

直属部队奉命迎敌，其余各部迅速将敌

割裂、合围，激烈的战斗随即打响。

我军第 72 团听到激烈的枪声，立

即赶来支援师部。第 71 团主力占领

三道沟后，迅速向梨树沟门以东的白

土岭敌人展开猛烈攻击。由于敌人事

先抢占了有利地形，战斗异常激烈。

随后，第 66 团主力在北、第 72 团

在南、第 71 团由白土岭向西，形成了

三面围攻之势，将国民党军大部压缩

在梨树沟门至白石嘴边门之间的狭长

地带。经过激战，敌军兵败，四处溃

逃，大部分被歼灭。此时，国民党军第

1 团抢占了梨树沟门前面南山的两个

山头。敌余部纷纷向其靠拢，依托有

利地形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与此同

时，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营逃往梨树沟

门以北的蒙古营子，占领双顶山，居高

临下，企图进行反扑。

在获知敌军的动向后，第 72 团奉

命迅速攻占梨树沟门以南高地，第 71

团攻取双顶山，其余部队迅速打扫战

场，追歼敌人，防止逃跑。双顶山有敌

一个营防守，他们仗着有利地形和优

势武器装备进行顽抗。

第 71 团组织官兵连续进攻，英勇

战斗，最终将敌人歼灭。与此同时，

第 72 团也攻占了梨树沟门以南高地，

敌人狼狈西逃。在激昂的冲锋号声

中，我军乘胜追击，迫使残敌向绥中

方向逃窜。

此战共歼敌千余人，缴获大批武

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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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军史馆

1930 年夏，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

军在总结士兵委员会（士兵会）建设实

践 的 基 础 上 ，制 定 了《红 军 士 兵 会 章

程》。章程共分 6 章 35 条，对士兵会的

宗旨、职权、组织、工作、经费等问题作

出明确规定。

章程指出红军士兵会的宗旨是：

提高士兵政治水平，加强阶级认识，确

定革命观点，增进战斗力量；团结士兵

革命精神，联合工农革命势力，达到革

命的政治任务；代表士兵利益，改良士

兵生活，提高士兵革命情绪；帮助军政

机关，维护革命纪律，扩大红军政治影

响，争取广大群众。章程规定：“士兵

会在政治部及政治委员指导之下进行

工作”，其职权为：向军政机关提出对

军事政治各种问题的意见；对管理上

的不当之处向上级提出意见或申诉；

审查军中经济，监督军队给养等。

至此，士兵会的职权更为明确，设

置更加科学。既充分考虑了军队集中

统一的特点，又使士兵会在可能的范围

内有了相应的职权，以充分调动士兵的

积极性，发扬民主。同时章程要求团、

营士兵会设代表大会和执委会，代表大

会每月开会一次。

士兵会的建立和改进，促进了民主

制度的实行和深入，保障了士兵在军事

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增强了红军

内部的团结和广大指战员的主人翁精

神，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黄 策）

左图：1930 年夏，红军制定的《红

军士兵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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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瞬间

1948 年 初 ，华 东 野 战 军 山 东 兵

团 准 备 开 展 春 季 攻 势 ，集 中 兵 力 首

先 扫 清 胶 济 路 国 民 党 军 。 3 月 11 日

至 21 日 ，山 东 兵 团 向 胶 济 路 西 段 展

开 攻 势 作 战 。 在 张 店 、周 村 、淄 川

及小清河以南地区歼敌 3.9 万余人，

使 我 渤 海 、胶 东 、鲁 中 解 放 区 连 成

一片。

1948年 3月，周村战斗中，我军在房顶上与敌人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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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 ■刘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