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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红色热土，英雄辈出。盐都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以来涌现了许多革命烈士，拥有悠久的红色传承和丰富的红色资
源。特别是1928年中共盐城县委成立之后，盐都的革命斗争进入崭新阶段，勤劳勇敢智慧的盐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
红旗，勇往直前，英勇奋斗，争取解放，谱写了一曲曲雄壮激越、感天动地的革命颂歌，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增添了亮丽色
彩，为盐都大地留下了许多熠熠生辉的红色遗存、荡气回肠的红色故事，也给盐都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本报陆续刊登盐
都区革命斗争时期口述史资料，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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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区革命斗争时期口述史资料（五）

苏中部队在盐阜的战斗踪迹
徐 萍

1940 年 10 月，我怀着抗日救国的心情，到新四军
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同年 11 月，随抗校并入盐城抗
大。毕业后，分在苏中部队工作。在革命战争的年代
里，耳闻目睹了苏中部队和盐阜地区军民并肩战斗的
壮烈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粉碎日伪扫荡，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11 月，华中指挥部迁驻盐城，翌年 1 月新

四军军部于盐城重建。盐城成为华中抗日的指挥中
心，它像一把利剑插入日寇的心脏，日寇恼羞成怒，
调集大量兵力，进犯我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1 年 2 月 18 日，日伪集中 7000 余人，相继侵占
海安、曲塘、安丰、东台、兴化等地，威胁驻在盐城的
新四军军部等领导机关的安全。5 月初，华中局、军
部决定保卫盐城。苏中一师二旅归军部直接指挥，并
拟在刘庄、伍佑及龙冈地带作战，阻击日伪军的进
犯。7 月，日伪军集中 17000 余人，分四路向盐城猖狂
进攻。军部作战部署是，第三师七旅、八旅，配置在
盐阜地区相继歼敌；第一师之二旅阻击东台北犯之
敌；一师一旅、三旅在适当时机向敌人发动攻势。

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击退合击盐城的敌人，我
军三师七旅二十团布防于秦南仓、楼王庄一线，二十一
团驻守上冈一带，十九团活动在东沟。一师二旅五团位
于通榆路，分成若干分队，阻击敌人北犯，四团、六团在
盐东与兴化县活动，待机歼敌。20日敌陷盐城，28日晚
占领阜宁。我一师一旅、三旅、在粟裕师长指挥下，在苏
中连克蒋垛、黄桥、古溪、金沙、马塘、姜堰，共歼敌千余
人，迫敌从盐阜区南撤。当敌转向苏中地区“扫荡”时，8
月初，三师乘机反击，七旅相继收复东沟、益林、阜宁、建
阳。八旅攻击上冈、东夏庄、陈家洋、海河镇。一师二旅
攻克裕华镇，乘胜攻击大中集，歼伪军一个营，共歼灭伪
军400余人，20日，迫敌停止“扫荡”盐阜区。由于苏中、
苏北军民密切配合作战，共歼日伪3800余人，击沉汽艇
30 余艘，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10 月上旬，二旅挺近敌后，打击敌人。二旅作战
任务是，在西至秦南仓、湖垛，东至海边，南至东台，
北至南洋这一范围内，寻机歼敌。为了完成任务，旅
直部队开至上冈以西，四团进至盐东、盐西地区，五
团活动于兴化、建阳之间，六团坚守在兴化。

敌占盐城，先后驻防的伪军有 33 师、36 师，日军
有一个联队，机动兵力 200 人。以盐城据点为依托，
构筑点线相连的据点，进行严密分割封锁。我军采取
敌进我进的策略。四团经常在盐城县活动，与盐城县
军民生死与共，狠狠打击敌人。

9 月 11 日上午，驻守秦南仓之敌，分三路向东夏庄
侵犯，我军经数次冲击，敌不支向南溃退，我军跟踪追
击，毙敌伪 200 余人。同日，秦南仓之敌分两路北犯吉
庄（新河庙西南），我新四军某部配合苏中抗联部队，
将各路之敌全部击溃。9 月 16 日，四团猛攻秦南仓日
伪据点，击毙日军伊达正芝小队长和伪军 150 余人，俘
伪军 160 余人。10 月，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后归一师指
挥）一部配合盐城县总队，曾先后两次攻克新河庙，全
歼伪军盐城特务总队第三支队陈金尧部，共毙、伤、俘
伪军营长以下 200 多人。20 日，大冈据点日伪军侵犯
茅家仓，我军奋起反击，毙伤伪军一部，残敌退守大
冈。25 日攻克龙冈，俘敌营长以下 66 人，缴获步枪 60
支。12 月 29 日，龙冈之敌百余及伪杨仲华一、二师部
共 900 余人，下乡抢粮，我四团在薛家桥、刘家渡与敌
激战 4 小时，敌向伍佑狼狈逃窜，我军乘机追击，毙伤
俘敌 2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90 余支、战刀 70 把、军用品

一部分。在斗争中，四团政委郭猛牺牲。
1942 年 6 月 17 日，二旅集中四团、六团一部，攻

克古殿堡据点，经 7 小时激战，歼伪军 22 师八十七团
第二营，俘伪军营长以下 87 人。6 月 25 日，四团攻击
丁家垛据点，经一昼夜激战，击退盐城、伍佑两股敌
援兵，收复了丁家垛，歼敌一部。是年秋，四团配合
县总队追击抢粮之敌，俘敌数十人，缴获步枪数十
支。11 日攻克楼王庄，歼伪军 30 余人，大大地改善了
盐城坚持斗争的局面，扩大了回旋余地。

12 月，二旅保卫军部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月底，
四团随旅部从盐阜区蒋家碾米厂南下苏南。

1945 年 10 月 30 日，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新四军苏
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率苏中两个旅，协同苏北地方部队
共同发起盐城战役。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下，伪军
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四师长戴心宽，于11月10日率部
起义，盐城和平解放，为解放战争准备了歼敌战场。

痛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夺取盐阜区解放战
争的胜利。

为了迎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1946 年 6 月 2
日，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以第七纵队兼苏中
军区，第九纵队兼淮北军区、第十纵队兼苏北军区。”
26 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我中原部队
奋起自卫，全国大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

1946 年 11 月 26 日，华野发起盐城保卫战。战争
开始，第七纵队由东台抗击北犯的蒋军，经丁溪、西团、
白驹一线激战后，三十一旅九十二团转至便仓与蒋军
激战，敌以优势兵力、兵器迂回包围守备便仓的我三
营，该营七连英勇顽强，突出重围，掩护部队转移。12
月 2 日，七纵队撤至伍佑，夜间接替第十三旅的防务，3
日，蒋军大部分到达伍佑以南地区，6 日、7 日敌猛攻我
伍佑外围地区，遭我第七纵队顽强抗击。7 日下午，粟
裕指挥我第一师、第七纵队、第十纵队及十三旅，对敌
突施全线反击，敌一接触我主力，就分多路南逃至刘庄
固守，我因受河水所阻，仅歼尾后一部分，共 5000 余
人。12 日，我第一师奉命北返涟水作战，第十纵队掩护
华野主力向北转移，控制制高点，浴血抗击，鏖战一
天。16 日，第七纵队从伍佑撤至盐城设防。18 日，蒋
机轰炸盐城，配合地面部队进攻，第十三旅撤至盐城城
郊，扼守南新河桥。19 日深夜，大批豺狼的魔爪，伸进
我阵地前沿。由于我部队连续作战，过度疲劳，正在熟
睡，等敌人的炮火打到宿营区，才奋起反击，与敌短兵
相接，进行反复拼搏冲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蒋军丧
魂落魄，狼狈逃窜，白天不敢再犯我阵地，我伤亡近一
个营的兵力。20 日夜 10 时，七纵队主动撤离盐城。九
十二团三营七连因撤离紧张，忘记撤回在南警戒的一
个战斗班，21 日拂晓，敌人进攻，由带班的副排长指挥
战斗，利用日伪时的永久工事、英勇地抗击敌人，临战
前，副排长向全班战士交代：如果被俘，不能讲谁是共
产党干部，保守党的秘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加
之弹尽援绝，被迫于上午 8 时左右结束战斗。七纵队
自担任通榆公路阻击任务 3 个多月以来，面对蒋军六
十五、八十三、二十五师五个旅，敌强我弱，战斗缴获甚
少。部队损耗较大。纵队司令员管文蔚、政委姬鹏飞
率领主力 6000 多人，以此为骨干力量，扩展兵力，和十
纵在苏北、苏中坚持敌后斗争，进行战略反攻。

1947年5月下旬，华野第十一纵队配合第十二纵队
在通榆公路线迂回作战，出击国民党军的重要补给线。
先后攻盐城南北的沟墩、草堰、上冈、白驹等 6 个据点，
歼敌1700余人，威逼盐城。迫敌停止苏中“清剿”，抽兵
驰援盐城。苏北地方武装乘胜扩大战果，攻入盐城南郊
大孙庄，袭击龙冈、伍佑、新河庙、夏家庄等据点。

南线转入战略进攻，“华野”乘敌调整部署之机，

处在敌后的第十一纵队、第十二纵队组成华中联合指
挥部，集中四个旅和苏中二分区四团的兵力，于 8 月
6 日至 12 日发起盐城战役，全歼蒋军第四十二集团军
之第一师及保安团队共 7000 余人。

蒋军遭此打击后，一面加强沿江防御，一面以整四
师、四十四师南北对进，于 8 月下旬重占盐城。9 月中
旬，第十一纵队、第十二纵队各一部攻克盐城南北的白
驹、射阳，歼敌四十四师一个营，再度切断了通榆公路
线，迫敌放弃盐城。12 月 1 日，我苏北十二纵队重新收
复盐城。

敌为保持后方沿海的安全，急调整四师、五十一
师等部队由东台向北“清剿”，企图在通榆公路以西
地区歼灭我军。12 月 24 日，敌开始北进，我十一纵队
以一部分兵力节节抵抗，诱敌北进。当敌进至盐南伍
佑、大团等我预定歼敌地区时，第十一纵队在第十二
纵队配合下，突然向敌发起围攻，经四昼夜激战，至
29 日，歼敌整四师九十旅、一一三旅旅部及两个团，
另一个团大部，共 7000 余人，残敌退守东台。战斗
中，第三十二旅九十六团参谋长张兆在伍佑英勇牺
牲，由黄恩珍接替团参谋长职务。

苏中二分区四团、六团在便仓河西设伏，全歼溃
逃之敌五十一师辎重营、警卫连和三六九团大部。

11 月 10 日，华中工委、华中指挥部正式成立，管
文蔚、陈庆先分别担任正副指挥，陈丕显任政治委
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纵队直属指
挥部，第十一纵队不再兼苏中军区。广大指战员在广
阔的江淮地区进行机动作战，迎接着党中央、中央军
委、华东局赋予新的光荣的任务。

横塘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徐向荣

1946 年 6 月，刚开始搞土地改革时，我任略斜区委
组织委员兼区农救会长。同年 9 月，该区撤销，分为东
盐、横塘两区，我分在横塘区工作。1948 年 1 月到 1949
年 2 月，我任横塘区委书记。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除
了坚持敌后斗争、支前工作外，主要搞了土改工作。

土改前，全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那时，地主
阶级拼命抵抗，耍尽了花招，利用各种手段，欺负和
要挟农民，好像离开了地主，农民就活不成似的。当
时农民群众觉悟也不高，总认为自己贫苦是命里注
定。我们就发动群众，开展“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并
利用典型诉苦的方法，启发农民觉悟。然后，有组
织、有计划地发动农民同地主作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经过减租减息，既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又教育和
锻炼了群众，为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各级领导层层传达学习了
中央“五四土改”指示，使我们明确了在抗日战争时
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适应农民要求，现改
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采取没收、清
算、献田等多种形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耕
者有其田，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才能消灭剥削制
度，使广大农民彻底翻身做主人。

我们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诉苦，吐苦
水，挖穷根，组织排演《白毛女》，进一步激发农民对地
主阶级的仇恨，开展对地主清算斗争，迫使地主、富农
退出了多余土地。永福乡仅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就迫
使地主富农退出了多余田地。这些田分给了佃农、贫
农和部分少地的中农，平均每户得地 6 亩左右，每人 2
亩多地，贫下中农喜气洋洋。但不少顽固不化的地主，
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表面上虽然规规矩矩，实际上把
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反动派身上，瞒报土地，藏起老契，
妄想变天。我们就针锋相对，发动群众揭穿地主的阴

谋，消除他们复辟思想，稳住得田户的情绪。要乡农救
会组织群众追查地主田契。经过几天的揭发斗争，大
部分地主、富农交出了老契，并当众烧毁。

全区的“五四土改”阶段进行了 1 个多月时间基
本完成了任务，全区参加运动的人数达 60％以上，人
均分得土地 2 亩左右。但各乡也很不平衡，如蒋园乡
人均 2 亩，车林乡人均 2 亩 2 分 3，永福乡 2 亩 2 分。

“五四土改”工作之所以搞得顺利，主要是因为
党的政策正确，加之部分出身地富家庭、政治觉悟高
的领导干部带头献田，放了好样子。如县委宣传部长
戴星明同志，在我区永福乡农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
主动地献出了他家的田地及地契。在他的带动下，不
少开明士绅也主动地献了田。这对当时的土改起了
一定的作用。但也有不少乡村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
和土地分配中富农路线的倾向。

1947 年初，上级布置搞土地复查，主要是进一步
发动群众，贯彻土改政策，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
求，同时，对上中农有被侵犯的部分给予补偿；对富
农打击过重的进行适当纠正；对地主瞒报的土地进行
清查收回，重新分给少地的农民；对公田、学田都查
出来进行分配，办学经费由政府统一安排。

为了进一步搞好土地复查工作，1947 年秋，县行
政扩大会议后，各区召开了乡村干部、活动分子参加
的翻身代表大会，贯彻土地复查新方针，在干部、党
员中全面开展了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整地富思
想、整阶级立场、整工作作风的“三查三整”运动。调
整干群关系，调整了乡村干部，乡村领导干部一律由
贫下中农担任，调整农会，新会员主要是贫雇农。有
相当一部分出身成分不好的党员、干部被哄下了台。
这一运动，对提高干部、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
平、搞好土复运动，都起了一定作用。后来，中央颁
布了《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按人口平分土地，并对解
决土改中的问题，也作了统一的政策规定。如对开明
绅士和一般地主富农，以及他们的家属，分给一份田
地；对扫地出门的地主也补分了一些房产土地，对已
回归的逃亡地富，也分给人口田地；土地好差搭配；
对逃荒在外的贫雇农，要留足田地；对被侵犯了的中
农田产实行补偿等。

1948 年春至 1949 年秋，县里派工作队来我区清
查调整土地，采用抽多补少、扯肥搭瘦、填平补齐的
办法，将个别分配不合理的田地，又进行了调整，使
之合情合理，农民群众大多满意。当时还规定了产
权，由县政府向农民颁发了土地证。至此，全区的土
地改革运动全部胜利结束。

经过土地改革，铲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
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广大农民扬眉吐
气，安居乐业，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家家户户自觉
养猪积肥，罱泥弄渣，年年增产增收。农民的生活逐
年富裕起来了，不少人家整理房基，修建房屋；有的
送子女上学读书；有的还购买了耕牛和大型农具。农
民们确实翻身做了主人，各乡各村到处是一片兴旺景
象，逃荒要饭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广大农民非常珍惜土改的胜利成果，对国民党
顽固派的反动本质也看得很清楚，为了支援我军粉碎
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农民群众一方面踊跃报
名参军，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动人场
面；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民兵，在保田保家乡的口号
下，坚持原地斗争，积极支援前线，有效地保卫了土
改成果。

因年深日久，加之记忆力减退，上述粗略回忆，
难免有差错，恳请原盐城县老领导戴星明、钱万新、
吴山等同志给予指正。 （来源：区委党史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