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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需要一瓶酒，只要您拨通“400-852-1979”。

我们“一送到家门，二送到部门，三送到单位，四送到

酒店餐桌”。江府承诺：城区二十分钟，乡镇四十分钟

即可送到！

“四送到”好处多：
012345#678#9:

1;/</=>?@A#BC9DEFGHI6JK

JLMNOA#9(E,P$QRST#UV

咨询可拨打：

8406599913773437999

江府资讯 jf0002

老酒厂仍有4000平方米厂房

出 租 ， 有 意 者 请 联 系 ：

400-852-1979或13773437999

（上接三版）经过激烈的巷战，我六十八团

第一营遭到敌人子母雕堡群火力封锁。一连战

士戴文祥机智地迂回敌人侧后，利用死角猛射，

连续打下7个地堡，共缴获枪支18支。八纵突

击部队接近“洪部”时，日军已乱成一团，有的只

是木然地望着新四军官兵向前冲击。日、伪军

见大势已去，无心再战了。经过一阵激烈的枪

战，“洪部”周围的枪声渐渐稀疏了。在八纵强

大的军事、火力攻势下，日军岩崎学大佐见败局

已定，即令传令官传令日军军官及士兵，摇起白

旗放下武器。

我军于26号凌晨1时30分全歼守城的日

伪军，伪县长张冠球携家眷于当夜破城后逃往

扬州。最终，日伪军终于宣布缴械投降。这一天

夜里，老县衙大门口第一次换挂上了“高邮县人

民政府”的新牌子。随后成立了“珠湖区”，副县

长林倚石兼区长。

五：“洪部”受降
粟裕指示：受降仪式由第八纵队政治部主

任韩念龙主持（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仪式开始，一名日军军官出列，向日军司

令官岩崎学大佐行军礼后，说了几句报告词之

类的话，双手把一叠日军花名册、军械、军需登

记册呈交给岩崎学，后退一边。岩崎学向韩念

龙行一军礼，而其他军官行的是注目礼。然后

便将这些花名册、登记册又双手毕恭毕敬地呈

交给韩念龙后也退站在一边。韩念龙接过后稍

稍翻阅了一下，忙和身边的姚政委商量了片

刻，即命令岩崎学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去广

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和物资，另派多人随同

我军一营政治教导员徐持平同志一起到集中

点上去受降，并宣布了三条纪律：一是投降的

日军官兵仍各回原住处待命，为了安全活动范

围仅限于院内，不得外出；二是战死的日军官

兵可按日本国习俗火化，骨灰收好以备带回本

土；三是受伤的日军官兵，将由我方医务人员

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冶。

这三条宣布完毕，简短的受降仪式即告结

束（六十六团一营去受降的地方，300多个日军

已排成三行站在那里等待）。而一向不愿张扬、

厌恶招摇一直没有暴露身份的粟裕司令员及

随从就挤在我新四军士兵中，从头到尾地观看

了受降全过程，直至一声不响地微笑着悄然离

开。

高邮城内的890多名日军全部向新四军缴

械。“鬼子投降了”“鬼子投降了！”的声音到处都

是。老百姓们纷纷在家门口挂出红灯笼、燃放鞭

炮、拿烟拿糖、倒茶递水出来欢迎新四军，街上

到处都是欢蹦乱跳的老百姓。新四军部队大部

撤到城外，并严格执行城市纪律，配合地方政府

有条不紊地做着接收工作。整个高邮城里丝毫

没有一点儿战后的混乱现象，只有胜利的喜悦。

时任新华社华中二支社、人民报社记者甄为民

同志奉命调任随军记者，参与了那天的高邮受

降报道。

12月29日，粟裕接见缴械投降的日本军

官。当由陈超寰用日语向日本军官介绍粟裕司

令员时，日军人员才得知受降时粟裕也在场，并

且穿的还是普通士兵的军服。日本军官惊讶异

常，连连表示：“不胜感激之至！”连连念叨：“不

胜荣幸之至！”

日军司令官岩崎学大佐竟双手捧起一把紫

光闪闪的指挥刀，高高举过头顶向粟裕深深地

鞠躬，心悦诚服地说道：“谨以这柄远祖相传的

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六：战果及意义
从 1939年 10月 2日，日军华中派遣军

独立混成旅侵占高邮开始，直至到“高邮战

役”的胜利，终使沦陷六年之久的高邮城宣布

解放。“高邮城”也成为了全国最后一座解放

的县城。

攻克高邮之战，我军以7个团俘虏和歼灭

日军之众、缴获枪炮弹药军械物资之多，不仅在

华中抗日战场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战场上也是

少见的。高邮成为全国从日军手中收复的最后

一座县城。

据当时初步统计：此役共歼灭山本源兵团

日军1100余人（其中生俘岩崎学大佐以下892

人），歼灭孙良诚部伪第5军42师师长王和民、

副师长任遒武以下伪军约4000多人（其中生俘

3493人），缴获山炮1门、速射炮2门及迫击炮

等大小炮种计61门、掷弹筒约30个、轻重机枪

145挺及步枪等4308支、子弹数10万发、炮弹

数10箱、汽车数辆、汽艇4、5艘，摩托卡1部、

军马200多匹等。

“高邮战役”的胜利，以1:1.5的微弱优势、

以伤400余、亡200多位新四军战士的生命为

代价，创造了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一次战役歼

灭日军人数较高的纪录，是新四军建军以来较

大规模的“对日打援攻坚战”，它在日本帝国主

义签署投降书以后，给了拒降的日伪军以“最有

力的教训”，打破了蒋军“开锁进门、长驱直入、

直捣两淮”的企图，大大改善了华中南线战略态

势，为我军战略战术的转变和后来的“苏中战

役”创造了良好的战斗条件。战后，新四军8纵

队的全体官兵受到了华中军区首长（张鼎丞、粟

裕、刘先胜、钟期光）“军政双优”的嘉奖。

(肖维琪、刘春龙、戚维斌、李才稳、谢芳、胡

鹤玲、晏学凤、秦爱萍、顾军、孙延秋、秦晓庆、赵

勇、焦成钢、丁常椿、胡正元、徐燕等同志对本文

也有贡献，特此鸣谢！）

责 编 袁 慧

高邮战役花絮
□ 项俊东

（一）水路开溜，妄想破灭
运河高邮段全长43公里。在高

邮城解放前，有几间小洋房就建在石

工头，位于镇国寺南侧，老百姓俗称

“海军司令部”。司令部的日伪军人数

不多，仅十几个日本兵，其他的都是

伪军、他们拥有5艘大、小汽艇和3

条木船，木船常挂在汽艇后面。

这些日伪军平时都是集体行动，

鱼肉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

百姓怨声载道。

为了防止并切断日伪军从运河

上逃窜到扬州，时任高邮抗日民主政

府二区区署干部朱桂龙（高邮车逻

人）主动请缨，胸有成竹地接下了堵

击日军汽艇的任务。

朱桂龙家以前是渔民，以捕鱼为

生，对水上情况比较熟悉。很快，朱桂

龙提出了“筑暗坝”的想法，并要求

“抢时间、争速度、保质量”。

朱桂龙很快就召集了当地的民

兵有好几十人参加。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纷纷献计献策。最终统一了口径：

将筑坝地址选在高邮城南约 5至 7

公里处的地方。选中这个地方主要原

因是，这一老运河段水域浅、岸边石

头很多，这些石头都是当时加固运河

堤坝护堤用的。

小石头扔进河床无济于事，如何

将大石头扔进水里又不延误时间呢？

时间紧，任务重。朱桂龙就和民兵们

找了两条大木船，几十个人通宵达旦

轮番作业，先搬运大石头上船，再一

块块地卸进河道深处。

运河水位平均深有4米，水位高

的话汽艇照样通过，咋办呢？大家就

集中讨论开了。这时有人提出再加立

一些树桩。于是他们就找来大锯子将

运河沿岸的一棵棵树木放倒了，之后

用斧头将树桩一一削尖、隔开，竖立

在河中，用石锤打进河道淤泥中，树

桩之间留有间距，并用铅丝连捆好，

水面上放了一些稻草、水草、大树叶

漂浮着伪装好，不远处又卸下了一车

车的泥土。大家成日带夜干了三、四

天，一条水上长龙“拦船大暗坝”（石

坝加树坝）就匆匆建好了，就只等鬼

子来撞船了。

当时打坝时，流行着这样一段顺

口溜：坝头打得牢又好，鬼子汽艇出

不了。岸上新四军好追跑，问你打坝

要不要？要！人多好办事，三天就把坝

打好，隆咚隆咚一隆咚，今天打坝闹

哄哄。我们个个都是打坝的真英雄！

1945年12月25日夜里，“海军

司令部”的十几个鬼子丢下了木船、

扔下了伪军，趁着月色急急忙忙地开

着5艘汽艇拉足了马力，一路南逃。

日军得意洋洋地以为平安无事了。可

当汽艇行至“拦河暗坝”时，为首的大

汽艇率先撞了上去，撞上去就动弹不

了。后面的小汽艇也跟着连连地追

尾，无法调头并陷进了设计好的泥土

中。

这时，岸上的机枪声、迫击炮声

响彻云霄。新四军战士从南北两面夹

击，打得鬼子抱头乱窜。有的鬼子慌

乱中都跌进了冰冷的运河水中。战士

们一起喊道：“缴枪不杀！”第二天高

邮城解放，新四军战士们共缴获了四

艘小汽艇和一艘撞坏了的大汽艇（修

好后，送往前线），最终高邮日军南逃

的妄想彻底落空。

（二）日军医道玄机，红小鬼

戴红花

“高邮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南京

总部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不断

派飞机空投武器和食品接济日伪军，

但终不能挽救敌伪被歼之命运。

新四军攻入高邮城以后，当时俘

虏了一个日军军医叫杨茂辉。他是中

国人，为了戴罪立功，向夏雨同志和

警卫员红小鬼顾立锦交代了一个军

事秘密：在空地上并排铺上三面日本

军旗，并在每面都用砖头压住四角共

计12块砖。国民党飞机就会来空投

武器和食品。

1945年12月26日，日伪军已全

部投降后，国民党飞机真的飞到了高

邮城上空，以为高邮城还是被日伪军

掌控着。我军采用杨茂辉交代的办

法，在魁楼附近的空地上铺好三面日

军旗，果然收到了空投的子弹18600

发、快慢机盒子枪若干和压缩饼干

3000盒。为了奖励夏雨、顾立锦和杨

茂辉，首长让夏雨和顾立锦还有军医

杨茂辉都带上了大红花（在当时戴大

红花是最高荣誉，给俘虏戴大红花全

国都很少有）。

（三）净土寺塔最后解放
净土寺塔位于城东南，俗称“东

塔”，塔身很高，四周都是水网、开阔

地及农田。据当年参加“三垛河口伏

击战”的抗日老兵肖锋讲：守塔的敌

人是一个连，连长是伪第5军42师

师长王和民的亲侄子。敌人仗着有机

枪十几挺又有快慢机，一直顽固不

化。因为地势空旷平坦，我军攻击了

好多次未能奏效。近了敌人用快慢机

扫，远了敌人用机枪封锁，而且塔内

又有暗道直通城内，粮食及弹药都可

以通过暗道得到及时补充。王和民的

亲侄阴险狡诈，假投降了好几次，使

我军连续牺牲、负伤了几十名战士。

一时无计可施。俞炳辉团长调来

炮连用八二炮直吊宝塔。迫击炮吊不

准，加之新四军的炮弹威力差，好几

枚炮弹打进塔身都未炸响，甚至有的

还落在了宝塔周围的农田里。

粟裕在总攻前两天，特地跑到南

门去看地形。营团长们向他诉苦道，

这个宝塔不解决不行啊！粟裕最后下

令说：“调军区山炮连来，一定要把宝

塔内的敌人拿下！”第一炮没有打中，

第二炮打中宝塔顶的下部，有两挺机

枪被打哑了。接着又是一炮把东南角

打坍塌了一块。接着战士们连续用

‘土坦克’攻打，直至最后攻打到塔

下，烧断了楼梯，促使敌伪没有了后

勤保障，连续饿了 3天，方使一个连

的伪军从塔身及地道里出来。他们摇

着一件件白褂，纷纷缴械投降，王和

民的侄子被击毙。

高邮战役油画。 赵勇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