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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园战斗，是新四军第 3 支队挺

进皖南前线后，在安徽南陵县城东北马

家园地区同日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

斗。此次战斗，新四军第 3 支队有效反

击了日军对该地区的“扫荡”，“胜利地

实现了守备的任务，同时也学习了阵地

战的经验，说明我们不仅善于游击战，

而且会打阵地战”。

阻挡敌军，布防青弋江。 1938 年 8

月 2 日 ，新 四 军 军 部 进 驻 皖 南 泾 县 云

岭。8 月中旬，第 3 支队开赴皖南对日作

战的前线，展开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

青阳、大通镇，南到章家渡，北抵长江，

横宽百余公里、纵深不足 50 公里的狭长

地带，执行正面战场的守备任务。第 3

支队防守地域距离日军重兵据守的重

要战略据点芜湖很近，且靠近日军在华

中的指挥中心南京，境内多山，便于部

队隐蔽，是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交通航

线的重要地段，也是新四军军部联系江

北新四军部队的主要通道，战略位置极

为重要。

日军早对此地虎视眈眈，其原因在

于要实施向武汉进攻的计划和加紧向

中国腹地侵略，必然要打通南京前往武

汉的长江航道，以保证其海军舰艇的安

全和依托长江航道进行物资运输。因

此，日军连续向驻守皖南的中国军队发

起进攻，战斗十分频繁。

在日军进攻和“扫荡”下，据守此地

的国民党军不断后撤，导致一些临江的

前沿阵地丢失，致使日军沿青弋江一线

向皖南纵深进犯。面对这一情况，国民

党第 3 战区为保障其指挥机关的安全，

于 9 月 28 日强令新四军第 3 支队开赴芜

湖青弋江一线担任阵地防御任务。为

维 护 团 结 抗 战 的 局 面 ，新 四 军 顾 全 大

局，接受了这一与部队编制、装备不相

适应的任务。10 月 7 日，第 3 支队正式

接防青弋江西岸的西河镇一带。新四

军的到来，使经常遭受日军“扫荡”和蹂

躏的当地群众欢欣鼓舞。部队一边帮

助群众修复被日军毁坏的家园，一边构

筑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夜袭敌军，收复红杨树。西河镇一

线，原由国民党军第 144 师和第 108 师共

同担负防务任务，防区以红杨树为界。

在日军“扫荡”之下，红杨树很快被日军

占领。由于该地区为防区前沿的一个

要点，第 3 支队在分析敌我形势后，决心

夺回红杨树到马家园一线阵地，然后扼

守红杨树、金家阁、青弋江沿岸围堤，以

阻止日军前进。

10 月上旬，第 3 支队 5 团 2 营派出 10

余名作战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利用夜暗

摸进红杨树，对日军进行袭击骚扰。立

足 未 稳 的 日 军 摸 不 清 虚 实 ，害 怕 被 围

歼，于是仓皇逃离。

第 3 支队乘机收复了红杨树，完成

一线阵地防御配置，大大鼓舞了部队士

气。但接下来要守住青弋江沿线的防

区 ，也 就 是 要 和 敌 人 打 一 场 阵 地 防 御

战，大家在思想上难免有顾虑：从前都

是打游击战，现在要与敌人在水网稻田

地 区 打 阵 地 战 ，且 武 器 装 备 也 落 后 于

敌，究竟怎样才能打好这一仗，战士心

里没底，干部也觉得压力很大。

为消除官兵思想顾虑，新四军第 3

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在蒲桥召开全支队

干部会议。会上，他详细分析了抗战以

来的形势并指出：新四军虽然装备较差，

武器弹药不足，不宜担任正规阵地防御

作战任务，但为了顾全抗战的大局，即使

付 出 大 的 牺 牲 也 要 守 住 阵 地 ，把 仗 打

好 。 第 3 支 队 在 红 杨 树 一 线 作 战 的 胜

利，大大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抗战热情，粉

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新四军军部

也派人与会，鼓励指战员要认真研究水

网地带作战的特点，尽量掌握敌情，发动

群众想办法，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蒲桥会议后，第 3 支队为尽快了解

敌情，在走访友邻部队和老乡的基础上，

集思广益，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制订切实

可行的阵地防御措施。新四军在乡亲们

帮助下，日夜苦战，在河流、稻田圩埂的

拐弯处构置好阵地，又在挖断的堤坝两

侧巧妙地挖好隐蔽部，做好暗射击孔，还

在掘开的地段上挖好陷阱。一切准备就

绪，只等敌人上门。

集中兵力，歼敌马家园。 10 月底，

驻芜湖湾沚的日军第 15 师团步兵第 60

联队和第 116 师团一部，向新四军第 3 支

队 的 防 区 南 陵 东 北 马 家 园 等 地 进 犯 。

第 3 支队以第 6 团 3 营位于马家园、十甲

村一线，担任正面防御；第 5 团团部率领

2 营位于西河镇为指挥中心；第 5 团 3 营

位于跑马山，担负侧击和警戒任务；第 5

团 1 营和第 1 团 2 营位于蒲桥、青弋江一

线，为预备队。

10月 30日，日军 500余人，包括骑兵

100余人，分 3路向红杨树、清水潭一线发

起进攻。6 时许，日军进至清水潭一带，

遭到第 6团 3营顽强阻击。毙伤日军 100

余人后，3 营主动向红花铺阵地转移，以

阻止敌军渡河。途中与进攻红花铺的日

军遭遇，激战 1小时，毙伤日军 10余人。

11 月 3 日，日军增兵 400 余人，分 4

路向马家园、十甲村一线阵地发起猛烈

攻击。经 2 小时激战，第 6 团 3 营、第 5 团

3 营在歼敌一部后主动转移至陶村、董

村等地。此时，由于敌增援兵力已到，

第 3 支队主动西撤。在此期间，第 3 支队

集中主力，对日军展开猛烈反击，将日

军击退，乘胜收复了马家园等要点。当

日晚，第 5 团派出 2 支小分队袭击湾沚和

九里山，并于 4 日拂晓派部队袭击红杨

树之敌。敌军前后方都遭到新四军重

创，遂仓皇退回原驻地。经过 4 天战斗，

第 3 支队共毙伤日军 300 余人。

马 家 园 战 斗 后 ，敌 军 不 敢 再 来 冒

犯该处。新四军有力巩固了青弋江沿

线的防区，保护了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

的安全，增强了皖南地区军民抗战必胜

的信心，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

新四军第3支队进入皖南前线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

马 家 园 战 斗
■张 磊 张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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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山巅，眺望黄河，一架铁桥形

如跃河巨龙，连接起兰州的南北两岸，

这便是甘肃兰州的地标建筑之一——

黄河铁桥。70 余年前，这座铁桥曾是

兰州通往黄河北岸的唯一通道，也是

困守兰州的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撤退之

路。第一野战军第 3 军 7 师 19 团以迅

疾果敢的进击，控制了黄河铁桥，截断

敌军退路，使其成为瓮中之鳖，全部被

歼于兰州城内。

1949 年 8 月 25 日拂晓，第一野战

军向兰州发起总攻。第 63 军一部进攻

东岗镇并在响水子沿河警戒；第 65 军

及第 63 军一部进攻马家山敌第 100 师

阵地；第 6 军进攻营盘岭敌第 248 师阵

地；第 4 军向沈家岭敌第 190 师阵地进

攻；第 3 军攻占并控制黄河铁桥，封锁

兰新公路。此外，刚占领临夏的第 1 兵

团在黄河上游渡河后，迂回到兰州后

方，切断兰州通往青海、新疆的道路。

至此，西北战场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大

战，在兰州城郊展开。

经过激烈战斗和反复争夺，第 4 军

于当日 18 时许完全占领沈家岭。沈家

岭 是 敌 主 阵 地 之 一 ，被 称 为“ 兰 州 锁

钥”，夺下沈家岭就等于打开解放兰州

的大门，可以直捣兰州西关，控制咽喉

要地黄河铁桥，截断敌军唯一西逃之

路。至黄昏，敌军在城南诸天然屏障

一一失守，城内机动兵力又有限，因而

丧失坚守兰州的决心，决定于 19 时后

趁夜幕经黄河铁桥北撤。

就在敌军慌忙过桥时，负责包抄

的我第 3 军 7 师 19 团 8 连迅速向黄河铁

桥进攻。敌守桥部队顽强抵抗，第 8 连

集 中 全 连 火 力 支 援 突 击 队 冲 击 。 此

时 ，大 批 敌 人 涌 上 桥 头 ，企 图 夺 路 而

逃，铁桥上一片混乱。不少敌人落水

溺死。至 26 日 2 时，第 3 军攻占兰州西

关 ，火 力 控 制 黄 河 铁 桥 ，切 断 敌 军 退

路，后又迅速攻入城内，与南山溃敌展

开激烈巷战。7 时，我军占领城内主要

据点，11 时又攻占黄河以北白塔山，还

有 2 个连一直打到飞机场。此时，第 6

军及其他部队也先后攻入城内。第 19

兵团 63、65 军直插东稍门，共同歼灭城

内残敌。兰州获得解放。

见证这一历史事件的黄河铁桥，

在 兰 州 战 役 中 因 敌 弹 药 车 爆 炸 引 发

大 火 ，部 分 桥 面 木 板 被 烧 毁 ，钢 桁 架

也 满 是 弹 痕 。 黄 河 铁 桥 关 系 到 西 进

大军的后勤补给、整个大西北经济建

设 和 人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 兰 州 市 军 事

管制委员会在兰州解放后，立刻对黄

河 铁 桥 进 行 抢 修 ，于 当 年 9 月 6 日 修

竣通车。

如今的黄河铁桥不仅仅是兰州市

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旅游景点，更是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宝贵之地，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参

观学习。穿越历史云烟的黄河铁桥，

记录了先烈们铁一般的意志和视死如

归的信念，以及老一辈革命英雄为解

放兰州作出的贡献。这些精神和战斗

遗迹遗址蕴含的红色基因，正代代相

传，铭记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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