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长征副刊２０１９年１月６日 星期日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4时20分 印完5时40分

刘德明，陕西省礼泉县人。 1925
年，为生活所迫，到国民党第 26路军当
兵。受我党进步思想影响，1931 年 12
月，在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
共产党。先后任排长、连长、参谋、营长、
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第 4、第 5次反“围
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 年
春，在红军东征战斗中负伤，伤愈后入抗
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德
明任第 115师第 686团第 1营营长，开赴

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午
城、井沟等战斗。1938 年，第 115 师东
调，他调任陈士榘支队副团长、团长、支
队参谋长，转战晋西南地区抗击敌人。
1939 年 12月，晋西事变中，中共晋西南
区党委决定成立“抗日讨逆指挥部”，刘
德明任副司令员。部队转移到晋西北
后，任山西新军决死第 2 纵队副司令
员。1940 年 11 月 15 日，刘德明兼任晋
西北军区第 8军分区副司令员，领导军
民粉碎敌人多次“扫荡”。

1942 年 2 月，日寇向晋西北第 8军
分区所在地调集重兵，在交城山区东、
西葫芦川一带进行“大扫荡”。17 日 6
时，担任警戒的哨兵发现驻地对面白
草沟方向有火光和狗吠声，感到情况
不妙，火速报告了司令部首长。不一
会儿就听到哨位上开了火，刘德明立
即命令警卫连快速占领预定阵地阻止
敌人前进，同时令直属机关人员紧急
集合，向后山转移。命令下达后，刘德
明对政治部主任郝德青说：“你带后方

人员登西南的高山，我去警卫连阵地，
今天一定要让敌人撞个大钉子！”郝德
青说：“好，不要硬打，要保重！”说罢两
人便分手了。听到敌人的枪声愈来愈
近，刘德明率警卫连副指导员王友仁
和一个警卫班，迅速占领南沟村对面
一个山头。在他的指挥下，敌人几次
冲锋都被击退。刘德明准备再次给敌
人沉重打击时，却从望远镜里发现，有
敌人向我阵地匍甸前进，便让警卫排
两个班从敌人侧面夹击，吃掉这股敌
人。正准备下令出击时，不料迂回到
我阵地后面山上的敌人打来一梭子机
枪子弹，刘德明不幸被击中，光荣牺
牲。刘德明牺牲后，第 8军分区所在地
的军政民各界两千余人为其召开了追
悼大会。

(注：本版档案资料中的“罗志毅”应

为“罗忠毅”)

刘德明—

英名永留晋西北
■宋冰梦 周恒好

巍巍燕山山脉，延绵不断。遵化市
野瓠山北坡门道沟的山上满是栗子
树。在两棵格外醒目的栗子树下，一座
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着。1942年 2月 19
日，战斗中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
胸部中弹，在此地牺牲。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陕西
省蒲城县人。1932 年 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5年参加红军，1937年 3月进
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七七事变”
后，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要求奔赴抗
日最前线。随后，包森奉命率部挺进津
冀交界处的盘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
地。1940年 10月，冀东军分区成立，包
森任副司令员、第13团团长兼政委。

1941 年 11 月，冀东军分区制定了

打伪“治安军”的作战计划。12 月 26
日，包森率部打响了分区作战的第一
枪。他设计了巧攻东双城据点的作战
方案。以 3个主力连担任主攻，使日间
战斗保持胶着状态，入夜后发起总
攻。经过 8个小时的争夺战，除伪“治
安军”营长带少数几人逃跑外，其余全
部被歼。

接着，包森又率第 13团乘胜南下，
在遵化西南部寻找战机。1942年 1月 3
日，该团以4个连的兵力，又歼灭了由平
安城进犯刘备寨的伪“治安军”第 10团
两个连。1月12日，包森获悉，驻玉田城
内的敌人将于 13 日“扫荡”平安城一
带。他分析，伪“治安军”多次被歼，士
气低落，于是当机立断，率 7个连的兵
力，连夜急行军 15公里，赶到平安城西
南10公里的果河北岸一带设伏，取得了
果河沿大捷。当时冀东军分区司令员
李运昌曾这样评价包森：“作战最勇敢，
执行任务最坚决，立的战功最大，创造
了以少胜多、成营成团消灭敌人的奇
迹，充分表现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2月 5日凌晨，包森带领第 13团第
2营在夏家峪与日军遭遇，因情况不明，
转移到龙虎峪南山隐蔽。包森据敌情
判断，敌人必定回窜，遂于 16时许令 2
营两个连沿山沟隐蔽进驻贾庄子设伏，
由特务连在南山掩护。在敌人尖兵进
入村内时，我军被迫射击，当即歼灭日
军田口休助中佐大队长以下70余人。

歼灭日军的战斗结束后，1942年 2
月 19日，包森率第13团第 1营转移过程
中在遵化野瓠山与日军田中大队及伪军
遭遇。包森组织部队沉着应战，多次打
退敌人进攻。日伪军集中兵力配合数门
大炮，不顾一切围攻包森部队。包森在
密集的炮火中爬上野瓠山，指挥部队进
行反击。当他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时，
不幸被日军狙击手射中胸部，子弹从包
森的左胸打进去，顿时胸口满是鲜血。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包森断断续续地说：
“注意隐蔽，我……不行了，快去找苏然
营长，让他……代替我指挥……”包森因
伤势过重，壮烈殉国。

包森牺牲后，1942年 3月 17日，延
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称赞道：
“我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同志，亲
自指挥所部向敌猛烈进攻，冲杀数小
时，毙敌指挥官等 300 余人，缴获甚
多。不幸，包森同志亦英勇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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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侠，江苏省丰县人。少年时代
投身军旅，先后在国民党军中任参谋、连
长、营长、团长等职。1931年，日本帝国
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攘外
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东北三省很快被日
本侵略军所侵占，范子侠所在部队被调
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作战。范子
侠对此痛心疾首，虽然联合正义青年军
官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却
于事无补。对现实极度失望的范子侠愤
然离开内战前线，辗转中另寻抗日救国
之道，直到 1939年他遇到共产党与八路
军，并且成为其中光荣一员。范子侠后
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新 10旅旅长兼
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司令员。

据时任第 6军分区政委的朱穆之回

忆，范子侠经常讲：“我是不会死在床上
的，要么就是敌人把我打死。”他还对部
队官兵说：“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
你们推着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范子
侠打仗总是身先士卒，越是危险越是冲
锋在最前面。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他眼疾复
发，流泪不止，白天戴着浓茶色眼镜坚持
指挥战斗，夜里利用战斗间隙用药水治
疗缓解疼痛。当正太路中段桑掌桥争夺
战处于胶着状态，范子侠亲自带领突击
队，伪装掩护直抵敌人碉堡 60多米处，
集中火力一通猛打猛冲，一举攻占敌人
坚固据点。关家垴战斗最激烈时，范子
侠率领部队冲锋，左手被敌人的子弹打
穿，血流不止，仍坚持在前线指挥。后来

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枪弹穿透了手
背，这是光荣纪念标志。伤疤还残存着，
看看我的伤疤，感到无限欣慰，算是为祖
国流了一点血。”

1942 年 2 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第 1
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各一部共 3万余
人，对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的
太行、太岳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先后发
动春季大“扫荡”。当时，第 129师兼晋
冀鲁豫军区政委邓小平正带领工作组
在 6分区视察工作。范子侠坚持自己
留在前方指挥部队，要分区其他领导带
着机关转移并保护邓小平等同志安
全。为了侦察敌情掩护机关行动，2月
10日夜，范子侠亲率 1个连袭击功德旺
日军据点，抓到一个“舌头”，初步掌握

了敌情部署。11日上午，日军开始向 6
分区驻地进攻，范子侠根据掌握的情
况，指挥部队留在沙河县城与 6分区驻
地间与敌周旋，或正面迎击，或带小部
队侧击、伏击、穿插尾追袭扰，搞得敌人
晕头转向，直到 12 日下午才得以扑进
柴关，而沿途群众和分区机关早已安全
转移。

敌人气急败坏离开柴关，四处盲
目搜索。范子侠带着部队又赶回柴关
尾击敌人，想把敌人诱至军区机关转
移的相反方向。此时部队已经连续作
战两天两夜，极度疲劳，决定在柴关做
饭休息。不想敌骑兵失去追踪目标又
窜回柴关，范子侠指挥部队抢占村边
小河对岸山头，与敌展开激战。敌人
虽然被打退了，范子侠却不幸连中 3
弹，一发子弹打在他左肩下的大动脉
上，虽经包扎仍血流不止。范子侠被
抬进柴关村时，许多疏散的群众听说
范司令受了伤，都自动回来救护，关切
他的伤情。范子侠知道自己坚持不住
了，一再嘱咐要把敌情报告邓小平政
委。之后，他说冷，要烤火。然而，当
大家找来柴火生起火，范子侠已经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范子侠—

兑现身先士卒的诺言
■周忠全

“朝阳升起在黄金山上，

秋风吹起枯草，

在晴空中旋扬。

平静的塘马，

变成了血腥的战场。

我们的罗、廖首长，

身先士卒，英勇顽强，

沉着指挥，驰骋疆场。

为了民族的解放，

牺牲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是 70 多年前苏南抗日根据地军
民悲痛传唱的一首挽歌。歌词中的罗、
廖就是带领苏南军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
者的新四军第 6师参谋长兼第 16旅旅长
罗忠毅、第16旅政委廖海涛。

罗忠毅，湖北省襄阳县人，1927年入
冯玉祥部当兵，1931年 12月参加宁都起
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 5军团，1932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便坚定地走上了
他向往的革命道路。1934 年 10月中央
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忠毅留在闽西南地
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
后，罗忠毅先后任闽西抗日义勇队第 1
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 2 支队参谋长。
他以非凡的指挥才能，率部在苏南地区
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
发展壮大自己，参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
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多次挫败日伪军“扫
荡”“清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廖海涛，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 年
参加闽西暴动，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闽西
坚持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对原苏区
进行极其残酷的“清剿”，抓住了他的母
亲、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并写了封劝
降信，要挟其投降。廖海涛见信后，将信
撕毁，提笔写下：“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
党员，没有屈膝投降的布尔什维克！”敌
人恼羞成怒，当即枪杀其母，将其子丢进
汀江，逼迫其妻改嫁，惨死他乡。全面抗
日战争爆发后，廖海涛被任命为新四军
第4团团长，率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1年 4月，苏南新四军部队改编为
新四军第 6师。罗忠毅和廖海涛分别担
任所属第16旅军政主官，二人在11月 28
日异常惨烈的塘马战斗中双双殉国。

塘马是溧阳西北丘陵上的一个小村
庄，北距日军侵占的溧（水）武（进）路、南
距国民党军驻扎地都只有一二十公里，
是第 16旅的指挥中心，也是新四军最早
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之一。1941 年 5月，
罗忠毅、廖海涛奉命恢复茅山抗日根据
地，率部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历经数
月，接连打下蒲干、西晒、包巷、里锦等日
伪据点，打跑了丁庄蒲、墓东、阴桥头等
伪军，像一把利剑直插日寇心脏。敌人
惶惶不可终日，无时无刻不在策划拔掉
这把利剑，多次集中强大兵力，远途奔

袭，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连续对茅山抗
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1941年 11月 27日深夜，日军第15师
团和伪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从溧武路沿
线各据点出发，向塘马地区奔袭。28日
拂晓，旅部特务连哨兵发现敌情，战斗随
即打响。罗忠毅、廖海涛命令参谋长王
胜、组织科长王直，率领旅部机关及地方
党政机关等 1000余人向东转移。此时，
敌人的炮弹已打到塘马村头，罗忠毅屹
立桥头，等机关全部过桥后，立即同廖海
涛率部在塘马东边王家庄，选择三面环
河的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他们顽
强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牢牢地把敌人钳
制在王家庄，希望为机关转移争取更多
的时间。随后，机关人员胜利突围到安
全地区，粉碎了日伪军消灭我抗日根据
地党政机关的企图。然而，完全不顾自
己安危的罗、廖二人，英勇地与敌人拼
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1年前方电讯记载：“我罗旅长忠
毅、政委廖海涛即亲率直属队200余人与
超过己二十倍兵力之敌展开血战，搏斗
竟日，斩杀达数百人，罗廖两同志于战斗
中，均身先士卒，反复冲锋十余次，最后
该部乃得突围而出，惟我罗廖两同志于
突围中，竟不幸以身殉国。”塘马之战，第
16旅为我党、我军保存了大批骨干和有
生力量，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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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言，湖北省黄陂县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编入红 1军第 1
师第 3团第 3营第 9连。1931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经历了第 5次反“围剿”以及
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连长、指导员、
教导员、营长、副团长、团长、政委等
职。 1937 年 2 月进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毕业后，郭国言历任第 129 师第
386 旅第 772 团营长、副团长、团长。
1941 年调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 3
纵队副司令员，后任太行军区第 3军分
区司令员。

郭国言作战顽强，身先士卒，每次
战斗必亲临前线带头冲杀，13年的革命
生涯，先后 7次负伤，致使右腿残疾，却
以惊人的毅力始终坚持战斗在最前线。

1942年初，农历新年还未到，日军
便以第 1军统帅 3万余人的兵力对八
路军太行根据地以及太岳和晋西北根
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1942 年 2月
9日，4000多名日伪军压境至山西省武

乡县蟠龙一带。面对武器精良、来势
汹汹的日军，时任太行军区第 3军分区
司令员的郭国言临危不惧，沉着应
战。他率部兵分三路对敌进行阻击，
亲自指挥一路设伏大有村西岗头，准
备攻其不备。上午 11时左右，战斗开
始。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郭国言穿
行于阵地之间，指挥战士们奋勇冲
杀。日军发起的几次进攻，都被我顽
强压制。几经反复，战斗持续至黄昏，
敌人见始终无法冲破我防线，便开始
用大炮狂轰滥炸。阵地瞬间硝烟弥
漫、弹片横飞。郭国言一面冷静指挥，
一面观察敌情伺机转移。他安排战士
和民兵埋伏在阵地中，却不顾自身安
危，起身侦察敌情。不料敌人的一发
炮弹呼啸而来，炮弹在阵地爆炸，郭国
言应声倒地，壮烈殉国。为悼念这位
英勇的指挥员，太行军区第 3军分区、
太行第 3专署及武乡县抗日政府在横
岭寺为其召开了公祭大会。

郭国言—

热血尽洒太行巅
■贾 茹

回眸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我军将领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身先士卒、
舍生忘死的例子不胜枚举。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一份特殊的烈士简
历。其中记载着范子侠、包森、郭国言、刘德明、罗忠毅、廖海涛六位我
军旅级和军分区领导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光辉事迹。这份承载着岁月

峥嵘与铁血荣光的历史档案，让英雄的业绩与崇高品格穿越时空，在我
们心中巍然矗立；也让今天的我们更加理解了人民军队何以能跨越重
重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历史如明镜，砥砺后来者铿锵前行。

——编 者

第4404期

一份烈士简历背后的铁血荣光

六
烈
士
简
历
封
面
。

档
案
资
料

责任编辑/卞振E-mail:bianzhen1026@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