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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古 田 会 议 纪 念 馆 的 玻 璃 展 柜

里，一张略有破损的名片静静诉说着

一个纪律如铁的故事。名片纸张虽已

泛黄，但墨迹却依然可辨：“陆军新编

第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军需长罗化

成，福建长汀”。这方寸纸片背后，是

一位共产党人在烽火岁月中用生命书

写的动人篇章。

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和地方的

物资异常匮乏，“军需长”这个职务可

不好当。要让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就

必须想尽办法保障部队的后勤工作。

一颗子弹、一个铜板、一根棉丝，在军

需长眼中都格外珍贵。罗化成，这位

军需长因严格执行纪律，令人敬畏不

已，被官兵称为“‘铁石心肠’的军需

长”。

罗 化 成 ，1895 年 出 生 于 福 建 省

长 汀 县 南 阳 区 南 山 村（今 上 杭 县 南

阳 镇 南 阳 村）。 他 父 亲 是 位 医 术 高

明的中医。少年罗化成跟随父亲学

医 ，悬 壶 济 世 的 仁 心 在 他 心 中 生 根

发 芽 。 1927 年 ，当 革 命 的 星 火 在 中

国 大 地 燎 原 时 ，这 位 乡 村 郎 中 毅 然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将 医 者 仁 心 升 华

为 革 命 理 想 ，成 为 中 共 长 汀 县 委 早

期领导人之一。

自 参 加 革 命 后 ，罗 化 成 就 将 军

纪 视 为 心 中 不 可 逾 越 的 铁 律 。 一

次，部队临时驻守在村上，一位老乡

送 来 一 只 老 母 鸡 ，战 士 见 盛 情 难 却

便 收 下 了 。 他 得 知 后 ，严 厉 批 评 战

士道：“军纪你忘记了吗？这是违纪

行 为 。”战 士 听 后 自 知 理 亏 ，低 头 认

错，将鸡送还老乡。

罗 化 成 生 活 节 俭 ，对 自 己 近 乎

苛刻。为了把不多的津贴费省下来

给 战 士 们 买 药 品 ，他 的 牙 刷 几 乎 被

磨 平 了 ，还 舍 不 得 换 。 由 于 长 期 营

养 不 良 ，罗 化 成 瘦 骨 嶙 峋 、身 体 虚

弱 。 他 到 部 队 检 查 工 作 ，战 友 王 培

臣见他身子日渐消瘦，便买了鱼、肉

请 他 吃 。 他 温 和 而 坚 定 地 拒 绝 道 ：

“ 我 不 喜 欢‘ 特 殊 ’，你 吃 什 么 ，我 也

吃什么。”

1937 年 7 月，罗化成奉命回闽西

南工作，先后任新四军第 2 支队军医

处主任、军需长等职务。罗化成经常

深入连队，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关心

别人胜过关心自己。1938 年 1 月，新

四军第 2 支队奉命在龙岩集合，准备

开往苏皖抗日前线。负责第 2 支队后

方留守工作的罗化成率领部分新四

军 官 兵 深 入 连 城 新 泉 、芷 溪 一 带 农

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

由 于 长 期 的 游 击 战 争 和 艰 苦 生

活，罗化成积劳成疾，心脏病不时发

作。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员陈毅

曾多次劝他去后方养病，他总是婉言

谢 绝 ，继 续 带 病 坚 持 在 抗 日 前 线 工

作 。 陈 毅 亲 切 地 用“ 留 得 五 湖 明 月

在 ，何 愁 无 处 下 金 钩 ”这 句 古 诗 劝

他。他风趣地说：“目前正是抗战关

键 时 期 ，斗 争 需 要 我 ，不 正 是‘ 下 金

钩’的时候？”1940 年 2 月 27 日，罗化

成心脏病复发，经抢救无效在江苏溧

阳逝世，终年 45 岁。

那一天的溧阳寒风呜咽。新四军

在溧阳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把

一生献给革命的忠诚战士。

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张名片时，

仿佛能穿越时空，看见一位瘦削却挺

拔的“军需长”的身影，在崇山峻岭间

奔走，在枪林弹雨中坚守。他用生命

诠释了什么是“铁石心肠”——那是

对原则的坚守、对纪律的敬畏，更是

对信仰的至死不渝。这种精神，如同

闽 西 的 红 土 地

一 样 厚 重 ，如 同

武 夷 山 的 丹 霞

一般永恒。

“铁石心肠”的军需长
■刘小花 欧阳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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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 2 支队司令部军需长罗

化成的名片。

古田会议纪念馆供图

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

忙哩。

烧饼要用热火烤哎，军队要靠老百

姓帮……

——《黄桥烧饼歌》

1940 年 7 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

力北渡长江，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

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7 月中旬，江南

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

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所属部队整

编为 3 个纵队 9 个团，共 7000 余人。为

迅速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指挥部决定东

进黄桥，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地。

28 日傍晚，黄桥镇上枪声密集，由

远而近，第二天凌晨枪声渐止。晨光熹

微中，一条墨迹未干的标语映入人们眼

帘：“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落

款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此，以黄桥

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

起来。

小雨落在青石板上，淅淅沥沥地敲

打着沉睡的街巷。新四军的队伍在夜色

中悄然行进，草鞋裹着泥泞，却不曾踏入

一户民宅的门槛。官兵蜷缩在屋檐下，

用斗笠遮住半湿的军装，有人低声哼着

家乡的小调，有人嚼着冷硬的干粮。

清 晨 ，黄 桥 镇 的 百 姓 推 开 门 后 看

到，石板路上零星的泥印和墙角几捆码

得 整 整 齐 齐 的 稻 草—— 那 是 官 兵“借

宿”后留下的“谢礼”。部队出发后，一

位老妇人颤巍巍地捧着一筐热腾腾的

芋头追到镇口，却被战士婉拒：“大娘，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铁律。”铁律

无声，像小雨般无声浸润着百姓的心

田。街坊们开始奔走相告，口口相传：

“这支队伍，当真和那些抢粮拉夫的兵

不一样。”

当时，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

司令兼江苏省主席的韩德勤按照蒋介

石的命令，调集重兵大举进攻抗日根据

地。韩德勤集结 26 个团 3 万人对付新

四军几千人，觉得胜券在握，怎么也不

会吃亏，就疯狂叫嚣“将新四军赶到长

江里喝水去”。

黄桥，北接姜堰，南濒长江，东连如

皋，是苏中、苏北地区通往苏南的重要

门户。如果放弃黄桥，新四军在苏北就

没有立足之地。这一仗，只能胜，不能

败。一场战斗即将打响。新四军决定

采取隐蔽接敌、分割歼敌于运动之中的

方针来打击韩德勤部。

决战前夜，黄桥镇上烧饼店的炉火映

红了半边天。烧饼店的王掌柜把面案搬

到街心，面团在案板上翻飞，芝麻香混在

硝烟里飘向阵地。一时间，男女老幼推

车、挑担、肩扛，从四面八方为前线的新四

军官兵送烧饼，络绎不绝。前线的战壕

里，官兵捧着热气腾腾的烧饼，那饼上仿

佛还留有老乡手心的温度。

9月 30日，国民党军兵分数路，似恶

狼般扑向黄桥。10 月 4 日，国民党军第

89军第 33师一部向黄桥东门进攻；独立

第 6旅从高桥南下。第 6旅装备精良，其

先头部队进至距黄桥北门两三公里处

时，后尾已过高桥，全队均已进入我军设

伏地带。我军立即出击，激战过后，第 6

旅被拦腰斩成数段，旅长翁达饮弹自

杀。国民党军又以猛烈炮火向黄桥东门

进攻。黄桥告急，一路敌人攻进了城

内。第 3纵队司令员陶勇带领部队把敌

人从东门击退，配合第 2 纵队一部一举

歼灭敌第 33师。

至 5 日，我军全歼敌第 89 军军部，

军长李守维在逃窜中坠溺河中。6 日，

我 军 又 于 营 溪 歼 敌 增 援 的 预 备 队 大

部。韩德勤见大势已去，只能率残部逃

向兴化。我军乘胜追击，至 10 日，连下

富安、安丰，席卷海安、东台。此役，我

军歼灭国民党军 1.1 万余人。黄桥战役

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

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雨水冲刷着街巷，将草鞋的泥印、

烧饼的香气都冲散了。黄桥的百姓却

永远记得，那支淋着雨而来的队伍，未

曾踩坏一畦菜地，未曾白拿半块烧饼。

这场战斗的胜负，早在官兵夜宿屋檐时

就已注定——人心，从来不是靠枪炮征

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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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的井冈山上，成片的竹林

在风中摇曳轻吟，山间泉水灌溉着庄

稼，一切欣欣向荣、充满生机。时任书

记长的赵镕接到一个消息，组织让他

负责军需保障工作。此后，赵镕先后

担 任 红 一 方 面 军 总 供 给 部 会 计 科 科

长、红 9 军团供给部部长等职。

“后勤干部最重要的品德是一尘

不染，不能做到廉洁奉公、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就别当后勤干部，当了也不

是好干部！”在 1932 年军委总供给部创

办的供给学校的课堂上，赵镕这样说。

1933年，根据地军民进行第四次反

“围剿”作战时，由于人力物力的大量消

耗，军队经费十分紧张。心中烦闷的赵

镕决定走访调查、寻找解决问题的法

子。当了解到盐的价格非常昂贵之后，

他顿时眼前一亮，萌生出一个念头。

他马上召集人手熬盐换肉，并在

心中盘算着：一块银元只能买一两盐，

一斤盐可换十斤猪肉！一想到能解决

当 前 的 困 境 ，大 家 的 工 作 干 劲 更 足

了。随着用盐换来了粮食和肉，部队

的伙食保障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然而，这位身形消瘦的“大管家”，

即便自己的肚子填不饱，也要把口粮匀

出来，分给其他人。长时间下来，他就

患上了胃病。胃痛的时候，汗透衣衫。

但他觉得，相比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牺牲

的战友，这点疼痛根本不值一提。

除此之外，赵镕留给大家印象最

深的是他随身背着的两个布袋，就像

战士手中紧握的钢枪一样。

红军长征途中，他所在的红 9 军团

运输转运物资的

群 众 有 千 余 人 。

为把筹措的物资

收 入 、分 发 数 目

记清楚，部队走到哪里，赵镕就把物资

账目的数字记到哪里。

此时，他身上共有两个重要的布

袋，一个布袋装行军所用的银元，另一

个布袋装部队物资收支的账簿。一次

部 队 转 移 途 中 ，赵 镕 不 小 心 丢 了 布

袋。万般焦急的他赶紧往回跑，终于

找回了遗失的布袋。检查了一下，里

面的账簿等物没有丢失，他悬着的心

才落了地。

那之后，他更加小心谨慎。白天，

他会时不时用手摸一摸布袋，防止丢

失，但晚上睡着了怎么办？

办 法 总 比 困 难 多 。 他 决 定 每 次

睡觉前，用砖石架上 3 根扁担，将两个

布 袋 分 别 放 在 扁 担 两 端 ，头 枕 着 钱

袋 ，脚 压 着 账 簿 布 袋 。 这 样 即 使 睡

着 ，也 能 保 证 布 袋 一 直 在 自 己 的“ 掌

控”之下。

很难想象，那么多个夜晚，他是如

何熬过来的。长征这一路，大家一传

十、十传百，都知道了这位视布袋如生

命的部长。从那时开始，官兵们亲切

地称他为“‘背布袋’的供给部长”。

几十年做后勤工作养成的习惯，

伴随赵镕一生。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

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如一厉行节约，

绝不铺张浪费。赵镕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自己的初心。

上图：1933 年 7 月，赵镕任红一方

面军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的委任令。

资料图片

“ 背 布 袋 ”的 供 给 部 长
■李宝臣 刘小云

1948 年 3 月 7 日，毛泽东同志在总

结宜川战役胜利原因时指出：“西北野

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

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

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

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

胜 利 如 此 显 著 ，原 因 甚 多 ，前 线 领 导

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

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

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

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

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

西北野战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既是在各解放区开展整党和土地改革

运动的大背景下，对毛泽东同志和中

央军委开展全军性“诉苦”“三查”运动

指示的贯彻落实，更是西北野战军适

应战争形势的快速演进、加强自身建

设的迫切需要。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对陕北发动

重点进攻后，西北野战军克服敌我力量

对比极为悬殊和部队新组建带来的重

重困难，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等战

役的胜利，初步稳定并扭转了西北战场

局势。与此同时，由于作战频繁、条件

艰苦和部队规模的扩大，西北野战军也

逐渐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累积起

不少问题：一些官兵对我军的宗旨和使

命缺乏系统了解，为谁当兵、为谁而战

的信念模糊；部分官兵对长期艰苦的战

斗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厌倦情绪。这些

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11 月 27 日，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

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

告：部队需要有一时期训练，需要普遍

深入开展“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提

高阶级觉悟，增强团结。29 日，西北野

战军前委召开第 1、第 3、第 6 纵队旅以

上干部会，总结榆林、元大滩战斗的经

验 教 训 ，研 究 确 定 部 队 的 整 训 计 划 。

12 月 4 日 ，西 北 野 战 军 进 至 米 脂 、绥

德 、清 涧 、靖 边 地 区 ，开 始 冬 季 整 训 。

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正式开启。

“诉苦”是整个运动的突破口。运

动开始之初，各部“诉苦”的具体方法

各 有 不 同 ，因 而 效 果 也 有 明 显 差 异 。

这其中第 1 纵队第 358 旅运用“典型引

路”的经验最为成功。旅政治委员余

秋里在第 714 团指导“诉苦运动”，发掘

出 刘 四 虎 、路 新 理 等 几 位 苦 战 士 典

型。他们的“诉苦”激发起全团乃至全

旅官兵的强烈共鸣，每每使台上台下

哭声一片。这种来自身边战友的现身

说法，其效果是任何抽象说教都难以

比拟的。彭德怀对此非常重视，亲自

指导。一天，他来到第 358 旅，听了汇

报，又去参加“诉苦大会”，还找官兵座

谈，了解情况。他对余秋里说：“你们

搞‘诉苦’‘三查’很有意义，这使政治

工作得到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

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你们要

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回到野战

军司令部后，彭德怀即组织干部去参

观学习，推动更大范围的“诉苦运动”。

在“诉苦运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

“三查运动”随即展开。“三查”的主要对

象是干部，目的是查清每个人的阶级成

分和态度，并针对个人在思想、工作和

战斗中的表现进行整顿。在“三查”的

同时，西北野战军要求各部建立互助小

组，实行记功、记过、查功、查过等制度，

从而使运动得以向更深的领域扩展。

与此同时，通过发扬民主，用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方法，开展自上而下、自下而

上、从党内到党外的群众性思想运动。

各部不仅纯洁了队伍，而且提拔了一批

群众推选出来的干部，发展了一批新党

员。部队中存在的斗志不强、责任心不

高等问题得到纠治，团结氛围空前浓

厚，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更加紧密，共产

党员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1948 年 1 月，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

上干部会，各纵队领导汇报前一阶段“诉

苦”“三查”情况，并交流了经验。会后，

部队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转入开

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6月，西北野战军

又开展夏季整训。各部利用战斗空隙时

间，开展“三评运动”。在各级党委的领

导下，以支部为核心，贯彻群众路线，按

照民主方式，采取实事求是的说理方法，

由群众评议领导干部斗志强不强、能不

能指挥、会不会贯彻政策。通过奖功罚

过，那些作风顽强、有勇有谋的同志受到

表扬，意志衰退又存在其他问题的同志

受到批评和处分。这极大调动了广大干

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积极性，练兵打

仗有了新的进步。

8 月，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

分析了“诉苦”与“三查”运动前西北野

战军内部存在的各种思想状况和破坏

群众纪律的现象、开展运动的方法目

的。他表示，经过整军，部队中的气象

焕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共产党员在部

队的威信均大大提高，这说明群众路

线与民主作风整军的方针是正确的。

事实上，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

运动从时间跨度到方式方法，都走在各

野战军的前列。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

运动的做法引起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

度关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及时发现、

精心培育西北野战军的成功经验，从全

局高度不遗余力地加以总结和推介，由

此进一步推动了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

的兴起。其他野战军积极借鉴西北野

战军的经验和做法，并结合自身实际

加以落实，使新式整军运动在全面扎

实的推进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
■高宝新 郜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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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政治整训历史回眸

1940年，向黄桥挺进的新四军部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