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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10 月初，红 25 军主力到达

鄂东北开展游击战争，其余一部在副军

长徐海东的带领下返回皖西北地区。

10月 11日，中共皖西北道委在南溪东北

之吕家大院召开会议，分析当时的严重

形势，决定将这一部分部队编为红 84

师，与活动在皖西北的红 82师重新组成

中国工农红军第 28军，坚持皖西北地区

的斗争。红 28军军长为徐海东，政治委

员为郭述申，辖红 82 师和红 84 师，每师

各辖 3个营，全军共 2300多人。

1934 年 3 月初 ，红 28 军南下到金

家寨东南的古碑冲一带，开展群众工

作，发动分粮斗争。3 月 10 日，红 28 军

遭遇敌独立第 5 旅 1 个团和地方民团围

攻。徐海东抓住有利时机，指挥两个营

正面阻击，主力转到敌军后侧猛攻，敌

全部被打垮。红 28 军缴获敌迫击炮、

长短枪、弹药等一批装备物资。

古碑冲战斗后，红 28 军向西转移，

拟取道葛藤山去大埠口休整，途中势

必途经敌军在南溪和金家寨之间设立

的两道封锁线。部队已两日不眠不休，

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

食等，行军速度很慢。当红 28 军通过

敌军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后，又在马头

山下打了一个小仗，歼敌 1 个连。照这

个速度，要想按预定计划抵达大埠口一

带十分困难。于是，徐海东在部队进

抵葛藤山后，决定派出两个营警戒汤

家汇和南溪方向的敌人，其他部队停

下来休整。

3 月 12 日 晨 ，驻 南 溪 的 敌 军 第 54

师 161 旅（两个团）倾巢来犯，向红 84 师

1 营阵地进攻。军首长判断：南溪之敌

倾巢而来，已无后续力量；汤家汇之敌

距我较近，可能增援。在研究地形和敌

军部署后，军首长决定占据有利地形，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击退进攻之敌，并歼

其一部。具体部署是：红 84 师 1 营在葛

藤山东南山脊坚守已占领的阵地阻击

敌人，2 营和 3 营在葛藤山隐蔽集结；红

82师（欠第 3营）沿葛藤山西南山脊向簸

石沟方向佯动，以造成敌之错觉，吸引

敌军主力。当敌军主力进攻簸石沟时，

即令红 82 师留 1 个排的兵力，将敌军主

力紧紧吸引住，该师主力隐蔽撤回。

敌军只看到红军大部队在山上运

动，就误以为葛藤山是红军主阵地，遂

将火力全部对准葛藤山。此时，红 82

师主力协同红 84 师 2、3 营从东面迂回

至敌人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簸石沟的

红 82 师 1 个排和葛藤山东南山脊的红

84 师 1 营也乘势出击。敌军遭红军三

面夹击，顿时混乱，开始丢盔弃甲向后

败退，包围圈越缩越小。

当时，在葛藤山前一座稍矮的小山

包 上 ，有 两 个 并 排 的 小 庙 ，名 为 双 子

庙 。 红 28 军 与 敌 军 激 战 半 个 多 小 时

后，敌两个团除 1 个营跑掉外，大部分

被歼，剩下 100 多人退至双子庙顽抗。

红军战士把刚刚缴获的手榴弹集

中起来，每人背着十几枚手榴弹，顺着

草丛和灌木丛匍匐接近敌军，然后一起

向敌阵地投过去。趁着手榴弹爆炸产

生的烟雾，战士们猛冲上去，剩下的敌

人 很 快 被 歼 灭 。 此 战 ，红 军 毙 伤 敌

1000 多人，俘敌第 54 师代理师长兼第

161 旅旅长刘书春以下官兵 130 多人，

缴获长短枪 172 支、子弹 5 万多发、炸弹

和迫击炮弹 200 多枚。

葛藤山反击战是红 28 军在第五次

反“围剿”斗争中的一个大胜仗，鼓舞了

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这次战斗的

胜利，主要是由于徐海东军长指挥正

确，大胆果断，巧妙地造成敌人错觉，争

取了主动；同时，以少数兵力钳制敌军

主力，集中红军之主力隐蔽地迂回到敌

人侧后，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另外，

部队战斗作风勇猛，战术动作灵活。

葛藤山战斗后，红 28 军北上商城

以南的金刚台、余子店一带。敌第 75

师等部发动进攻，红 28 军遂转向南溪

以北地区。3 月 24 日，红 28 军在杨山

一带与敌第 47 师、第 54 师、第 75 师等

部展开激战，毙伤敌 400 多人，红 84 师

师长黄绪南壮烈牺牲。战后，红 28 军

到余子店、汤家汇地区开展群众工作。

4 月 16 日，红 25 军和红 28 军在商城东

南地区的豹子岩会合。随后，红 28 军

第二次编入红 25 军，继续转战于鄂东

北与皖西北之间。

葛 藤 山 大 捷
■胡遵远 王 静 吴婷婷

塔 山 阻 击 战 是 辽 沈 战 役 中 最 激

烈、最残酷的一次阵地防御战，是在敌

众我寡的形势下进行的一次关键性战

役。此战中，塔山人民全力支援前线，

用甘于奉献、不畏牺牲谱写了一曲军

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在辽沈战役

纪念馆支前馆，一条带有 9 个弹洞的粮

袋便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1948 年 10 月 10 日，塔山阻击战正

式打响。为保证战斗取得胜利，当地

群众自觉担负起为部队供应粮食的任

务，他们昼夜不停地捣米磨面，保证了

前线战士们吃饱吃好。10 月 13 日，是

塔山阻击战最激烈的一天。国民党军

独立第 95 师组成“敢死队”，向我军塔

山 东 侧 的 铁 路 桥 阵 地 实 施 了 集 团 冲

锋 ，猛 烈 的 炮 火 切 断 了 我 运 粮 通 道 。

坚守阵地的第 4 纵队打退了国民党军

的一次次冲锋，拼杀了一日还未吃上

饭。家住阵地附近的群众见状都十分

焦急。

天色渐渐暗下来，阵地上的枪炮声

逐渐稀疏，塔山村村民赵炳南果断拿起

一条早已准备好的粮袋，灌了一口袋高

粱米扛上肩，趁着夜色飞快地向前沿阵

地跑去。眼见离伙房不远，赵炳南却被

敌人发现了，一连串子弹随即朝他飞了

过来。赵炳南赶紧把粮袋当作掩体，卧

倒在地。此时，我军阵地上的战士立刻

予以还击。不一会儿，敌军火力被压制

住了。赵炳南瞅准机会，纵身跳起，把

粮袋扛上肩头跑进伙房。正在为无米

下锅而发愁的炊事员，看到赵炳南扛着

一袋粮食又惊又喜，一把接过他肩上的

粮袋，这才发现粮袋上竟有 9 个弹洞，

一袋高粱米只剩下小半袋。刚刚经历

生死考验的赵炳南连忙安慰炊事员，笑

着说道：“你别着急，不够吃我再去给你

们扛。”话音刚落，赵炳南便消失在茫茫

夜色中。

小小粮食袋，装下的不仅是半袋高

粱米，更是军民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

信心和勇气。“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

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东北野战军严明

的纪律建设所带来的良好形象和人民

军队展现出的崇高品质、优良作风，赢

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据

不 完 全 统 计 ，在 3 年 的 东 北 解 放 战 争

中，东北广大人民群众共出动民工 313

万多人，担架 20 多万副，筹集粮食 450

万吨，160万优秀子弟参军参战，做到了

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

绘就了人民战争的宏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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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粮袋见证军民同心

1948年 9月 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打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首场
战略决战，更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战”。辽沈战役的胜利，不仅完成了党的七大时提出的“争取东北”的
战略构想，使我党我军拥有了强大的战略后方，更是为之后的淮海和平津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国解放
战争的胜利进程，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

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透过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的革命文物，重温辽沈战役胜利的辉煌历程，深刻感悟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感悟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战
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
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步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第二部

分展厅，第一面展墙就展示了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对辽沈战役的决策过程。其

中，有几页电报手稿正是 1948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军委起草的“中

央军委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1948 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

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都发生了

更加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变化。人

民解放军由战争开始的 127 万人增长到

280 万人，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经过实战

锻炼、新式整军运动和大练兵，攻坚能力

也显著提高，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

上都有了明显的优势。国民党军则恰恰

相反，总兵力由最初的 430 万人下降到

365 万人，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只

有 174 万人，且被分散在东北、华北、华

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可以说处处受

制，士气低落，已经到达了崩溃边缘。

此时，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指出人民

解放军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

的条件已基本成熟，要拿下锦州，形成

“关门打狗”的态势，关闭东北大门，从而

达到封闭蒋军在东北的战略构想。1948

年 2 月 7 日，在东北冬季攻势尚在进行

时，毛泽东同志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指

挥机关，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

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

力”。同时，毛泽东同志也在这封电报中

分析了战局走势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

国民党军撤离东北，另一种则是固守东

北。基于对东北国民党军动向的科学分

析，也为东北我军作战指明了两个方向：

一是切断沈阳、长春之间的联系，使长春

陷入孤立的境地，为全歼长春的国民党

军创造条件，另一方向则是孤立锦州的

国民党军，为“关门打狗”创造条件。东

野指挥机关也明确表态，表示今后部队

一切作战行动均将以此构想为基准。但

在 2 月 10 日的电报中，东野指挥机关提

出了抓住吉林、长春之敌迫使蒋介石无

法下定决心在东北撤退的想法。4 月 18

日，东野指挥机关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

告中，又分析了南下作战的困难并提出

打长春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充分发扬军

事民主，同意了先打长春的意见，但仍告

诫“不应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

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可见毛泽东同志在南下作战问题上的决

心。经过一系列战前准备，5 月下旬，东

北野战军试攻长春。由于试攻未达预期

目的，东北野战军最终确定了对长春实

行“长围久困”的方针。

9 月 7 日，经过对战局的反复研判，

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正

式确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中

不仅提出要用 5 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

倒国民党的战略目标，并明确了东北野

战军要为实现战略目标进行三次大战役

的具体步骤，同时还提出 3 点战略要求，

即确立攻占锦州至唐山一线的决心、确

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及为适

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

办全军军需和处理俘虏事宜。

历史证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具

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对于辽沈战

役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辽

沈战役作战方针形成、确立及实施过程

中，毛泽东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从

全国战场角度出发进行正确领导，东北

野战军指挥机关准确领会中央决策意图

并创造性地贯彻落实，成为制胜之关键。

一封电报成为制胜关键

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战旗，

旗面上“死打硬拼”4 个大字历经时间的

冲刷依然熠熠生辉。

1948 年 9 月 12 日 ，辽 沈 战 役 打 响

后，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向锦州城外围

守敌据点发起进攻。9 月 24 日，东北野

战军第 9 纵队第 25 师奉命插入锦州北

部，切断锦州国民党守军的内外联系，配

合友邻部队歼灭锦州外围国民党军。当

晚，第 25 师第 74 团 1 营 1 连担任“渗透

战”尖刀连，穿过敌军防御纵深，于天亮

前插到锦州与薛家屯之间的白老虎屯。

白老虎屯地处锦北的中心，距锦州仅两

公里，屯西是交通要道。拿下白老虎屯，

既能阻止敌军向锦州城内增援，又能切

断城内敌军逃跑的退路。

25 日天刚亮，国民党守军为保住锦

北阵地，调集了 1 个多团的兵力，向坚守

白老虎屯的 1 连阵地发起攻击。在敌军

猛烈攻势下，1 连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

广文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

的进攻。

敌我双方在白老虎屯这个仅百余户

的村庄，激战近 7 个小时。1 连连续打退

敌 人 在 坦 克 、飞 机 掩 护 下 的 10 多 次 冲

锋。全连 180 多名官兵，只剩下不到 40

人。按照上级命令，1 连坚守到中午 12

时，就已经完成任务。然而，1 连听到锦

州城外葛文碑方向的枪炮声还未结束，

遂决定继续坚守白老虎屯。

为避免被敌各个击破，1 连主动收

缩至白老虎屯西北角的一座大院里，在

这儿仍可以控制敌军的增援通道。敌火

力猛烈，院内两间正房先后被打塌，官兵

撤到靠西的房间进行最后的坚守。战至

黄昏，1 连仅剩 37 人，每人只剩几发子

弹。面对再次逼近的敌人，指导员下令

销毁连里通信联络符号和连队花名册，

决定与敌人拼尽最后一滴血。就在这紧

要关头，院外再次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原

来是我军增援部队赶到了。全连胜利突

围，敌军仓皇撤走。为表彰 1 连在战斗

中的突出表现，东北野战军第 9 纵队命

名该连为“白老虎连”，授予“死打硬拼”

战旗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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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人的辉煌胜利，经历长期战火洗礼

的东北野战军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革命

精神，还涌现出许多同“白老虎连”一样

的英模集体。一面战旗就是一座丰碑，

将人民军队勇于亮剑、敢打必胜的革命

精神永远铭刻。

一面战旗彰显英雄虎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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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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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

赵
炳
南
使
用
的
粮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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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央军委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电报。。

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东江

纵队在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的环

境中奋勇抗敌、鏖战华南，成为一支孤

悬敌后、屡建奇功的抗日劲旅。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

许有人要问，东江纵队驰骋战场数载，

军需开支又是从何而来？其实在抗战

初期，东江纵队的给养主要靠海外爱国

华侨支援。但在 1941 年日军攻占香港

后，敌人对香港转运物资实行海、陆全

线封锁措施，连煤油、火柴、药品等生活

必需品都运不出来，严重影响游击区军

民的生活。为反封锁、解决部队和群众

生活所需，东江纵队决定建立税站。

小梅沙是三面环山的海湾，与香港

仅一水之隔，在山峦遮掩下，货物上船

下货安全又便利。因此，这里成为往来

客商的必经之地，也成为设立税站的理

想据点。当时，在海边设卡收税的是国

民党“杂牌军”，他们对进出货物高抽水

收税，客商们苦不堪言。

当时，东江纵队司令部就设在距离

小梅沙约 20 里的坪山。1942 年夏初，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来到小梅沙踩点

后，决定在此设立税站。数日后，游击

队派出大队人马挺进小梅沙。“杂牌军”

见游击队声势浩大，不战而逃。游击队

便在海滩上搭起了几间茅草棚，小梅沙

税站就这样建立起来。

经研究决定，小梅沙税站有 6 名工

作人员负责检查货物、收税，另有 1 个

班的战士负责税站的安全保卫。为保

护商人安全，游击队还成立了海上护航

队，负责海上交通线的安保工作。

税站规定要根据货物数量收取一

定税额并发给税票，这些税票可保障商

船在游击区安全通行。起初商贩还多

有顾虑，后来他们逐渐发现，游击队的

税站不仅税率合理，而且战士们都态度

和蔼，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这一带是

游击区，游击队是真心抗日并保护群众

不受敌军侵扰。于是，小梅沙税站很快

得到了当地群众的鼎力支持，往来客商

赞不绝口，甚至有不少客商特意绕道从

小梅沙上岸，以缴纳税款支援游击队、

助力抗战。

小梅沙税站成立后，带动起周边地

区纷纷成立税站，从盐田通往横岗的

大、小坳也陆续设立了收税点。

1943 年冬，小梅沙税站正式成为

东江纵队税站总站，管理从大鹏湾到盐

田乃至东江河两岸的税收。途经这里

的商贩络绎不绝，高峰期每天达到四五

千人。税站在海边搭起 10 多间草房，

而后饭店、商场、客栈也逐渐多了起来，

形成了热闹繁华的集市。

每天晚上是小梅沙税站最热闹的

时候，商船纷纷靠岸，当地村民做起了

小生意，商贩们忙着查点货物、排队过

税。税站的工作人员则忙着开税票、收

税。武装小队派出巡逻哨，加强海陆警

戒工作。据统计，税站每天收税额可达

2 万元至 3 万元，这些税款全部上交作

为东江纵队的军需经费。

小梅沙税站是抗日战争期间东江

纵队设立的最大的税站，有效解决了部

队经费问题，极大鼓舞了东江纵队将士

们的士气，为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上图：位于深圳市盐田区的小梅沙位于深圳市盐田区的小梅沙

东江纵队税站纪念园东江纵队税站纪念园。。

保保住东江纵队的住东江纵队的““钱袋子钱袋子””
■汤炎忠

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中国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人民解放军第 4646 军司令部政治军司令部政治

部奖给部奖给 407407 团团““白老虎连白老虎连””的战旗的战旗

（（复制品复制品）。）。注注：：该战旗颁发时该战旗颁发时，，东东

北野战军第北野战军第 99 纵队已改称中国人纵队已改称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民解放军第 4646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