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猿星期六 2023年 猿月 圆缘编辑院施露 李凤启 组版院王逸文

Email院zonghe566@126.com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愿 往 事

新四军中的野绝命后卫师冶院十八烈士
严乾龙 彭辰阳

电视剧《绝命后卫师》描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红军长
征途中血战湘江战役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师长陈树湘
被敌俘虏后绞肠自断，八十多年后感动了无数观众。二〇
一九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湘江战役纪念馆时称赞：“革
命理想高于天！”

在广袤的苏北大地，射阳县海河镇七十九年前发生的
海河塌港（现在的烈士村）伏击战中，新四军一个排为掩护
大部队转移牺牲了十八位战士，还有两位负伤的战士艰难
撤退，其中一人肠子“沙”出来爬了三四公里，身后留下一
路殷红的血迹……这场战斗中牺牲和负伤撤退的战士，堪
称新四军的“绝命后卫师”。

渊一冤
黄克诚（1955 年授大将军衔）任三师师长，主要活动

在盐阜和两淮地区，打了许多恶仗和胜仗，著名的刘老庄
连八十二烈士，被列为对新中国有杰出贡献的百名英雄模
范人物之一，就来自三师七旅十九团。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担任七旅旅长和政委的彭
明治（1955 年授中将军衔）、郭成柱（1955 年授少将军衔）
在射阳县大兴镇指挥攻克合顺仓战斗，只用了三十分钟时
间，便完成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海匪陈浩天部被我军全
歼，计毙伤伪军一百余名，俘伪警备团长以下二百余名，缴
获轻机枪五挺、钢炮一门、手炮三门、步枪一百三十七支、
短枪十六支、各种枪弹五千六百余发，以及摩托车、望远镜
等……

二十九日黄昏，战斗结束后，七旅二十团团长黄炜华
（1955 年授少将军衔）率领部队连夜向近百多公里外的阜
宁县西乡转移，当晚团部设在塌港西北方向三公里左右的
老圩头（现海河镇三河村），担任大部队掩护任务的二十三
营十连某排三十多人在海河北岸边塌港宿营并放出警戒。

六月三十日拂晓，从海河上游由西往东远远传来日寇
的汽笛声，排长和几十名战士早已隐蔽在乱坟场和茅屋
里，眼睛注视着河里的动静。

汽笛声越响越近了。敌人好像是要吓倒哪个似的，汽
笛按得特别响。我们几十个同志的心也越来越沸腾。这时，
塌港庄显得更静悄了。刹那间，一艘汽艇，两只民船已看得
一清二楚，特别是敌人船头上的瞭望哨兵，他手持望远镜，
高傲地东张西望。

驶来的三只敌船装着密密麻麻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兵
力比我方多五、六倍。同志们眼红了，个个摩拳擦掌，发誓
要把敌人消灭掉。敌船刚刚驶进伏击地，几个战士就一口
气冲到河边，机枪、步枪一起张口，手榴弹在敌人船头上、
钢盔上爆炸。几分钟内，敌人纷纷从船上翻入水中。钢盔在
敌船四周水上飞旋，敌人头颅不断开花，水面上不断翻起
了敌人的死尸，顺流漂去。

扑向河里的敌人，在他们汽艇上火力的掩护下，拼命
地向岸边冲来。第一只艇上二十来个，没到岸边就被我们
消灭了，第二只艇上的日寇又是同样的结果。但是，第三只
艇上狡猾的日寇，把汽艇远远地停下来上岸，从战士们右

（西）侧绕到后侧，用机枪进行扫射。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战士们始终没有在敌人面前退却，直到手榴弹打完，机枪
不能张口，我方同志已经伤亡半数以上，但仍不肯放松消
灭敌人的机会。一班长跑在最接近敌人的地方，一个人打
死十多个鬼子。后来火力哑了，肉搏战开始了，刀对刀、枪
对枪，战士们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打。他们个个是刚强铁
汉：机枪手史方壮的枪打不响，便带上两只手榴弹冲过去，
打死八个敌人，自己牺牲了；另一名机枪手孙龙祥，负了重
伤，在临死前，对排长说：“排长！我牺牲了，枪要带回去！”；
一班长、三班长和鬼子厮杀了一阵，终因寡不敌众，也牺牲
了……

但是，全排三十几个人，始终是一个决心———消灭敌
人。一班只剩下徐盘友一个人，他还紧握手榴弹，喊道：“同
志们，冲啊！和敌人血战到底啊！”同志们终于用铁和血打
退了敌人。这次伏击战，我方仅一个排的兵力，就打死了四
十多个日本鬼子和伪军。我们有十八名战士英勇牺牲，最
小的只有十七岁，负伤撤退的十二人。他们用自己的血肉
之躯，保证大部队的安全转移。一寸山河一寸血，与其退而
亡，不如战而死。塌港伏击战中，十八烈士体现了中华民族
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战后，在朱姓拦蟹簖子附近，到处是血水、尸体、弹
洞……部队领导和当地老百姓整理烈士的遗体时泣不成
声。那一刻，日星为之隐耀，苍天为之垂泪，风木为之同
悲，海河为之呜咽……

渊二冤
当天傍晚，残阳如血。于天明和郭焕章两名伤兵转移到

离塌港三四公里的老圩头（现在的海河镇三河村）寻找团
部。他们灰色军帽、军装，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磨烂了的
草鞋，背着枪。其中一名战士腹部受伤，肠子已经“沙”出体
外，爬到村头，路上留下了一串殷红的血迹。党员、武工队长
路曰恒叫上几个民兵，把这两个伤兵用门板抬回家，用棉花
醮上盐水为伤兵清洗伤口，轻轻地把伤兵的肠子塞进肚子
里，让这个伤兵在床上半躺着。好在子弹是侧面擦过肚皮，
没有伤及内脏，半躺着身体弯曲伤口也就上下吻合在一起。
周围的老乡又找来十分有利骨伤恢复的地蟞虫在碗里捣
烂，让伤兵用烧酒冲服，还从中药店买来止血止痛、敛血生
肌效果极好的血竭涂在伤口上。路曰恒的爱人姚桂贞还杀
了家中的老母鸡为伤员补身子。由于精心调理，再加上伤兵
年轻生命力强，没到一个星期，肠子沙出体外的伤员伤口就
愈合了。

射阳县是一九四二年建政的老解放区，党组织活动是
公开的，路曰恒任务很多。后来，组织上指示路曰恒把这两
个伤兵安置到邻村的另一名党员家，每天供应一人一斤糙
米（当时老百姓连大麦和玉米糁子都吃不上）。三个多月后，
这两个伤兵伤痊愈了，通过老圩头所在的陡港乡把他们又
送回了部队。

当时的塌港和老圩头都隶属于陡港乡梅舍村。十八烈
士牺牲的第二天，路曰恒和乡里另外十几名党员、民兵一起
掩埋十八烈士遗体。坑挖好了，他们先拉上被我军击毙的日
寇小田的尸体，脸朝下扔进坑里，让日寇趴着为十八烈士

“垫棺材底”。
路曰恒枪法准，水性好。安葬完烈士遗体，他又“吃猛

子”潜入海河水底，摸起了一支日本三八大盖步枪。后来，六
区区长戴谦（解放后任卫生部中医研究所党委书记）写信给
路曰恒，说主力部队缺少武器，希望他能把这支步枪献出
来，送信人施从九还带来了六十块大洋奖励他。路曰恒不仅
十分爽快地献出了这支步枪，且六十块大洋一分没收。

塌港伏击战发生后的第九天，亦即一九四四年七月九
日，由刘少奇题写报头的盐阜地委机关报———《盐阜大众
报》（当年叫《盐阜报》）便刊登了报道《塌港伏击战》，详细记
载这次战斗发生的时间、地点，交战部队双方伤亡人数，特
别是十八烈士的英勇事迹，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须知
当年的《盐阜大众报》没有固定的报社地址，也不是定期出
刊，记者采访连自行车都没有，更没有如今的电信电脑传
输，都是用铅字人工排版，仅过九天时间十八烈士的事迹就
登出来了，可见当时的地方党委和参战部队对这次战斗的
意义是多么重视，十八烈士的影响又是怎样之大。

为了表彰烈士们的功绩，一九五九年，相关部门将烈士
当年牺牲的塌港改为烈士大队，一九六七年射阳县人民政
府又在烈士牺牲地方建立了“十八烈士墓”，让子孙后代永
远瞻仰，一九八三年烈士大队又改名为烈士村。从此，十八
烈士墓成为射阳百万人民的精神坐标，盐阜老区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阔步迈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渊三冤
据当年只有十几岁，家离发生战斗地方只有百十米远

的目击者孙志灿老人二 0 一六年发表在《射阳日报》上的
文章回忆，“十八烈士墓”及其周围应有十九位抗日英烈。
孙志灿清楚地记得，战斗发生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十。“当天
早晨，我家的人刚起身开门，就见到两位新四军战士，他们
身着灰布军衣，腰间皮带上各插两枚手榴弹，周身潮湿、泥
泞（因夜间下大雨值勤），站在我家门前一棵小树旁，向西
边的小关子方向瞭望。他们见到我家开门，就很客气地向
我父亲打听小关子（后来的海河镇政府治所）离此地有多
远，敌人有多少等情况。家父告诉他们，小关子只有伪军，
没有鬼子，人数多少说不清楚。说话间，猛然听到西南方向
隐隐传来马达声，家父随即告诉这两位战士，日本鬼子来
了！你们听，这种声音就是日本鬼子汽艇的声音，除此而
外，伪军与民间是没有气艇的。这两位战士听说鬼子来了，
马上又可以打上仗了，非常高兴，立即分工，一人监视情
况，一人向东北方塌港庄上跑去通知部队。当时，我们全家
人看到要打仗，早饭也未吃，什么东西也不带，就向北边老
圩头方向跑。我刚跑出大约二百米外，枪声响了……战斗
结束后第二天，埋葬了十八烈士遗体。又过了几天，邻居在
一条小沟的芦苇丛里又发现了一具战士遗体，军属朱老爹
向我家要了两张芦席，把这名牺牲的战士也安葬在十八烈
士坑旁。”孙志灿后来就是在烈士精神的鼓舞下成为革命
军人和国家干部的。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近几年，旧村改造，烈
士村又建起了多幢功能齐全时尚宜居的农民新居，在为新
居取名时，老百姓一致认为，是烈士们的鲜血换来了新中
国的旭日东升，新居离烈士牺牲的地方不远，就叫“旭日新
居”。烈士村所在的海河镇盛产梨果。几年前，镇里决定在
烈士村建一个现代化梨果批发市场，并取名叫“四季果
香”，一是这里是三二九省道必经之路，便于客商游人前来
打卡，二是也让烈士近距离的品尝“果香”。前几年通车的
射阳高铁站也坐落在海河镇。凭吊十八烈士———游“旭日
新居”———品“四季果香”———坐高铁腾飞，四点一线，起于
红色、融于绿色，一路览新居、向未来：这不正是烈士们抛
头颅洒热血所要让子孙后代得到的幸福吗？

渊四冤
十八烈士的英雄壮举影响着射阳的几代人。战争年

代，射阳县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就有三千二百六十
七人，淮海战役支前民工有一万六千多人，为建设新中国
壮烈牺牲的有一千六百多人。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
年代，地处黄海之滨的射阳驻军和广大民兵仍然对入侵之
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凌晨，台湾武装特务“江苏省反
共救国军独立第十八纵队”一股十人，伪装“中国人民解放
军”，乘特制小舟在射阳县沿海沙滩毁机弃船登陆，随即被
当地哨所和民兵发现，县驻军和沿海民兵两万五千九百五
十九人和群众两万零五百六十二人参加剿匪战斗，仅一昼
夜时间，没费一枪一弹，十名武装特务全部落网，并缴获十
八支卡宾枪、手枪和所有子弹、手榴弹、电台及伪造证件及
人民币等物，有八十九人立一、二、三等功，十一个单位立
集体功。

遗憾的是，尽管八十年前《盐阜大众报》就刊登了十八
烈士的事迹，但由于当年报纸发行量和流通少，读者的文
化水平低，战争频繁，部队行踪不定，十八烈士叫什么名
字，究竟属于那个部队一直困扰着烈士鲜血染红土地的射
阳人民和人民武装部。直到今年全国开展纪念“延安双拥
运动 80 周年”活动，县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下决心为
烈士寻找老部队和家人。他们几经周折，才从一位老新闻
工作者口中得到线索。

渊五冤
悠悠八十载，“十八烈士”即将“归队”见到亲人。老部

队七旅前身是一九二八年四月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
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组成的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军。一九九七年凤凰涅槃为全军第一个轻型机械
化步兵师。九十六年风雨征程，九十六年南征北战，九十六
年烈火淬炼，他们从井冈山到陕北、华北、苏北、东北、两
广、海南岛，打遍了全中国，现在又到了陕西渭南，先后有
几万官兵。现在，这支部队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建
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强军报
国。

近日，这支部队的官兵代表将专程赴我县，祭扫抗日
英烈，参观鹤乡，了解老解放区在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开新时代

“双拥”的新篇章。

奔腾不息的海河滚滚东流，日夜不停地传颂着烈士们
的业绩：正是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为我们蹚出了一条
血迹斑斑的胜利道路，走进了崭新的中国，才迎来了天安
门前五星红旗的升起。过去的轮船和现在的解放军汽艇，
从这条河上经过烈士墓前，都会放慢速度，鸣笛向烈士们
致敬……

清明时节雨纷纷，迷茫的雨丝缠绕着怀念先烈的心
结。烈士们的英灵升腾在苍松翠柏间，幻化为和煦的春风、
美丽的彩虹、暗夜的火把、天际的星汉……今年，“十八烈
士”墓周围苍松翠柏显得格外挺拔，各种野花竞相开放，红
旗猎猎，射阳大地草长莺飞，生机勃勃，迎接烈士的“娘家
人”。

“十八烈士”以血当墨，书写了壮丽的史诗。我们多么
希望你们还在原地，不曾离去。你们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世
世代代不朽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永不向邪恶强暴低头，宁
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壮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铭记英雄，缅
怀先烈，让我们再一次探寻无法消逝的伟大！

渊本版照片由县人武部提供冤

岁月烟尘，掩不住烈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光芒，穿越
时空，辉映未来。

这位“老新闻”也是革命军人后代，其家中至今还保存
着七十五年前他父亲在淮海战役中火线入党的入党志愿
书和参加攻打孟良崮、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纪念章等物
件。他十分热爱研究党史、军史，尤为关心射阳县地方革命
史，他的老家就在当年的老圩头。他的身心，一直被“十八
烈士”激荡着，内心充盈着对“十八烈士”的无限景仰。退休
后十年，为寻找烈士老部队，特别是查清烈士的姓名（哪怕
是一两个），为他们找到亲人，他自费先后去过盐城新四军
纪念馆、大丰白驹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纪念塔、阜宁芦蒲陈
发鸿（新四军在射阳县牺牲的团长）烈士纪念塔、华中工委
纪念馆、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塔）、盐阜大众报社等地，本
县的县委党史办、县志办、档案馆、图书馆更不知去了多少
次。近两年，他写了《陈毅托子邹鲁山》《苏北甘祖昌———李
本云》《淮海战役中的入党志愿书》《家人心中最可爱的人》
以及姚焕平等六七篇反映军人家庭的通讯刊登在《解放军
报》等报刊，让发生在历史中的红色故事绽放多彩的夺目
光芒。他回忆，自己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每年清明都和同
学一起去祭扫十八烈士墓，他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的仪式
都是在烈士墓前举行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自己一九七二
年祭扫十八烈士后写的作文，上面清晰地记着五十多年前
讲解员称赞十八烈士来自“能征善战的部队”。他通过苦苦
寻找，终于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县党史办编辑的一本

《射阳革命史料选辑》里面有一篇《塌港伏击战》，转载的就
是当年的《盐阜大众报》刊登的十八烈士事迹，里面还有三
个烈士的名字。可惜也因年代久远，这本资料现在也很难
寻觅。他正要找相关部门反映，助十八烈士早日“归队”和
寻亲。

县人武部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和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局长胡志海专门找到这位“老新闻”的家，将其掌握
的资料与《射阳县志》和县委党史办资料及十八烈士墓上
的简单碑文进行详细比对，当天就联系上了老部队。随后，
又到县委党史办请邱明哲主任当面核实，证实资料的真实
性。

路曰恒回
忆录中关
于摸起日
本鬼子步
枪的叙述遥

当年参与掩埋
十八烈士遗体袁保
护撤退伤兵袁 并在
海河里摸起一支日
本鬼子步枪的老党
员尧 民兵战斗英雄
路曰恒解放后在苏
州地委专署机关工
作的工作证遥

以上是射阳县委党史办 1985年代编辑的 叶射阳县
革命史料选辑曳袁其中转载叶盐阜大众报曳刊登的新四军
攻克合顺仓和塌港伏击战战斗经过遥

以上是 1972 年海河镇一位中学生在祭扫十八烈
士后写的题为叶在烈士墓前曳的作文遥

3月 16日袁由县人武部尧县委宣传部尧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和海河镇等单位牵头组织袁由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的
为抗日战争中在海河镇塌港战斗中牺牲的十八位无名
烈士野寻亲冶活动袁走进我县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家袁查
看资料袁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和信息袁图为相关部门领导和
知情人及县融媒体记者一起合影遥

说明院经反复查证袁结合当时叶盐阜大众报曳和后来
叶射阳县志曳叶射阳革命史料选辑曳叶射阳大事记曳的记载和
三师七旅旅长彭明治将军自己的回忆录 渊这几方面都是
一致的冤袁十八烈士墓上的碑文野一九四四年五月上旬袁新
四军三师七旅二十四团七连某排十八名战士噎噎十一日
早晨噎噎冶时间和参战团营连的序列有误袁准确的时间应
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袁 参战团营连的序列应是二十
团二十三营十连遥 时间误差是因为过去人们习惯用农历
纪时袁 公历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即是当年农历五月初
十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