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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例

图文军史馆

记 史

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的展

厅 里 ，陈 列 着 一 件 国 家 一 级 革 命 文

物。它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中央

代表谢觉哉（别号觉斋）介绍进步青年

王欧村赴陕的名片，写于 1943 年 4 月

21 日。这张名片是八路军驻甘办事

处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有

力见证。

名片正面用印刷体写着“谢觉斋”

三个大字，空白处是谢觉哉亲笔书写

的：“西安七贤庄十一号 十八集团军

驻陕办事处 林伯渠先生道安”。名片

背面手书：“王鸥邨（村） 秦安人 中学

毕业 愿赴陕公或抗大受训特介绍前

来请转介前去 四月二十一”。

这张名片背后的故事要从八路军

驻甘办事处的建立说起。1937 年 5 月

9 日，借助“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

张文彬、彭加伦一行七人来到兰州，筹

建“红军联络处”，对外称“彭公馆”。7

月 29 日，谢觉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

份抵达兰州。8 月 25 日，中国工农红

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兰州红军联络处”也于即日改为“八

路军驻甘办事处”。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成立后，全体

工作人员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克服各

种艰难困苦，围绕中共中央提出的“动

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一中心

任务，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

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营救了一批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

人员；热情接待过往人员，及时转送抗

战物资，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

带 领 全 体 人 员 利 用 各 种 机 会 ，对 群

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进行宣传教育工

作 。 在 当 地 出 版 的 报 刊 上 ，他 们 针

对 抗 战 形 势 及 国 民 党 的 错 误 政 策 ，

发 表 了 大 量 切 中 时 弊 的 文 章 ，对 于

宣 传 动 员 群 众 积 极 参 加 抗 日 活 动 、

揭 露 批 评 国 民 党 当 局 的 丑 恶 嘴 脸 ，

起了很大作用。

据 统 计 ， 八 路 军 驻 甘 办 事 处 先

后选送了 5 批 300 余人赴延安抗大、

陕 北 公 学 学 习 。 杨 静 仁 、 乔 映 淮 、

王欧村等一大批进步青年从这里走

上了去延安的道路。王欧村是抗日

名 将 、 共 产 党 员 吉 鸿 昌 将 军 的 秘

书。他思想进步，深受将军的器重

与信任，被任命为第 30 师军需处少

校主任。

1934 年 11 月 9 日，吉鸿昌不幸被

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在抄家时发现

了王欧村为将军起草的文稿，他随即

被列入通缉黑名单。此后，王欧村辗

转来到张家口，积极参加救护伤员等

工作，后因病回家调养。养病期间，他

仍投身抗日工作，想尽一切办法联络

各方的抗日部队。

之后，王欧村来到兰州，与八路军

驻甘办事处取得联系。谢觉哉亲笔写

了介绍他赴延安的名片。王欧村持此

名片赶赴西安找林伯渠。时逢林伯渠

外出，一时未能联络上。此时，王欧村

病情急剧恶化，遂返回家乡养病，于

1943 年 11 月病逝。

如今，这张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

理想和追求的名片，陈列在八路军兰

州办事处纪念馆展厅里，接受着游人

的注目与敬仰。它静静地诉说着：在

那个向往光明、向往革命的年代，进步

青年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引导下，

为了民族解放和家国振兴迈向心中的

革命圣地……

一张名片背后的故事
■潘 洁

1947 年 12 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

发起冬季攻势。主力挺进沈阳外围地

区，第 2、第 8 和第 10 纵队一部包围新立

屯、法库。国民党军急调长春、开原、四

平等地兵力南下沈阳，令第 52 军第 2 师

由辽南北上，企图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

沈阳之威胁。

面对新情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断

然 改 变 围 攻 法 库 的 计 划 ，决 心 声 东 击

西，出敌不意，先打彰武，以调动分散国

民党军，创造在运动中歼敌的战机。19

日 20 时，东总电令：“决定以二、七纵及

总部炮司合攻彰武，由二纵统指。”第 2

纵队由南向北实施主攻，第 7 纵队由北

向南实施助攻，第 7 纵队第 21 师由彰武

西北角向东主攻突破。

彰 武 位 于 郑 家 屯 、大 虎 山 间 铁 路

线 上 ，是 沈 阳 西 北 一 个 突 出 据 点 。 国

民党军第 49 军第 79 师 3 个团约万余人

据守，利用城周围起伏的丘陵地形，构

筑 多 处 外 围 据 点 ，并 依 托 城 墙 外 壕 及

城 内 坚 固 建 筑 物 ，构 成 纵 深 多 层 防 御

阵地。

22 日 ，东 北 民 主 联 军 第 7 纵 队 第

20 师进到城西南高山台附近、第 19 师

进到城西二台子、第 21 师进到城西北

王家街；第 2 纵队第 6 师进到城南西六

家子、第 5 师进到城东太平庄，完成了

对 彰 武 县 城 的 包 围 任 务 ；第 4 师 集 结

于 距 彰 武 县 城 约 25 公 里 的 东 六 家 子

一 带 ，向 新 民 方 向 警 戒 ；炮 兵 进 至 赏

屯一带。

23 日，各部队肃清外围据点，逼近

城垣。第 2 纵队第 5 师由城东南突击，

第 7 纵队第 21 师由城西北突击。经 3 小

时激战，守敌 300 人悉数被歼。

25 日，第 2 纵队第 6 师第 17 团奉命

攻 占 城 东 南 吉 岗 窝 堡 北 沙 坨 子 地 堡

群。第 7 纵队第 19 师第 55 团连续 3 次

爆破，攻克了 6 个地堡阵地，占领了火车

站和西坨子，歼敌 500 余人。

26 日 6 时 前 ，各 部 均 按 指 定 位 置

进 入 阵 地 。 9 时 40 分 ，开 始 炮 火 准

备。第 21 师第 61 团第 2 营第 4 连在密

集 的 火 力 掩 护 下 ，以 疏 散 队 形 向 前 运

动，首先夺下铁道以西的 1 号地堡群，

接 着 又 夺 下 3 号 地 堡 群 ，营 的 二 梯 队

第 5 连攻下 2 号地堡群，战斗用时仅 14

分钟。

国民党守军为挽回败势，在城墙上

各据点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以 1 个营的

兵力由北门向 2 号地堡群迂回包围。同

时，敌 2、3 号地堡群内火力点复活，我第

2 营腹背受敌，造成较大伤亡。在与国

民党守军反复争夺 10 余次后，第 2 营被

迫退回 1 号地堡群，与守军形成对峙。

第 1 营于黄昏后接下第 2 营阵地，第 3 营

为团的预备队。

28 日 6 时前，第 61、第 63 团奉命夺

下城外 2、3、4 号地堡群，完成攻城准备。

7 时 30 分总攻开始，东北民主联军

集中 66 门火炮向城墙东南角、敌师部阵

地等主要目标抵近射击 90 分钟，将城东

南角炸开 30 米宽的缺口，打乱了敌人的

指挥系统。

9 时整，当第一颗总攻讯号——照

明弹升空时，爆破组一举将鹿砦炸开；

第二颗照明弹升空时，架梯组已将梯子

架上城垣。由于组织严密，步炮协同密

切、动作勇猛，第 2 纵队第 5 师第 14 团仅

用 5 分钟就突破城垣，第 6 师第 16 团在

南门也突破成功。第 7 纵队第 21 师各

部相继突入，进入纵深战斗，穿插迂回，

分割围歼。

敌第 79 师师部率残部在城中心地

堡内顽抗。我第 2 纵队第 6 师第 17 团由

南门突破后，直扑敌师部，会同我第 5、

第 21 师从三面进行猛烈攻击，终将敌师

部歼灭。至 12 时许，第 2、第 7 纵队经过

5 个小时战斗，全歼敌第 79 师近万人，

取得了冬季攻势的第一个胜利。

30 日，中共中央特致电彰武参战部

队及全体指战员，“庆祝你们攻克彰武，

全歼敌七十九师的胜利”。

合攻彰武
■任 刚 谢子宜

王克勤向全连官兵介绍带兵经验。 资料图片

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央军委

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措

施，其中包括开展王克勤运动。这项运

动对于瓦解敌军，进一步提高我军的战

斗力和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中央军委号召人民解放军各部开

展的王克勤运动，与一位名叫王克勤的

解放军战士及其创造的思想、体力、技

术等互助活动密切相关。1920 年，王克

勤 出 生 于 安 徽 阜 阳 一 个 贫 苦 农 民 家

庭。长大后，他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

受尽打骂凌辱。1945 年 10 月，王克勤

在平汉战役中被俘。在与人民军队的

接触中，王克勤被人民军队军营中处处

洋溢的“官兵平等、团结友爱”精神所感

染，遂强烈要求加入人民军队，获得晋

冀鲁豫野战军批准。王克勤被分配到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6 纵队第 18 旅第 52

团第 1 营第 1 连，当了一名机枪手。

为 提 高 解 放 战 士 的 阶 级 觉 悟 ，使

他们认清谁是敌人，谁是阶级兄弟，第

6 纵队开展了诉苦运动。诉苦运动对

王 克 勤 触 动 很 大 ，他 想 起 过 去 在 国 民

党 军 中 受 到 的 军 阀 欺 压 ，而 加 入 人 民

解放军后生病时，班长为他端水送药，

副 连 长 亲 自 为 他 做 病 号 饭 ，连 长 和 指

导 员 坐 在 他 身 边 嘘 寒 问 暖 ，这 使 王 克

勤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军

队 的 温 暖 ，他 下 决 心 要 为 中 国 人 民 解

放事业奋斗到底。

阶级觉悟提高后，王克勤勤学苦练，

战斗技能不断得到提高。他枪法精准，

作战勇敢，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入

伍不到 1 年，他便升为班长。1946 年 9

月，王克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王克勤班共有 11 人，其中 5 名是老

战士，其他是解放区入伍的新战士和被

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由于班级人员

思想状况复杂，技术能力参差不齐，如

何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和军事技能成

为摆在王克勤眼前的一道难题。忽然，

他脑海中闪现出解放区普遍建立的农

业生产互助组。为什么不能将这一模

式用在带兵练兵上呢？王克勤立即付

诸实践，把全班分为 3 个组，组长由大伙

儿推选，组员自由结合，开展思想、体

力、技术等方面的互助活动。

思想互助主要是开展以诉苦运动

为主的思想政治工作。王克勤性格沉

稳，工作方法细致入微。当战士有了思

想疙瘩时，他循循善诱，通过摆事实、讲

道理去解开战士的思想包袱。新战士

白志学作风懒散，操练不积极。王克勤

主动找他谈心，鼓励他树立信心，搞好

训练，在战场上杀敌立功。这次谈心让

白志学转变了思想，他全身心地投入到

训练中，后来成为杀敌英雄。

技术互助是指通过技术上的互教

互学，来提高军事素质和部队战斗力。

王克勤提出“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

相结合”的思路。部队整训时，他先演

示了日式和苏式机枪的使用方法，然后

让全班战士互教互学进行练习。最后，

战士们不但熟练掌握了枪支使用方法，

甚至可以闭着眼拆装枪支。

生活互助也称体力互助，主要是通

过生活上的互帮互助，密切官兵之间的

联系。王克勤常说：“咱穷兄弟在一起

干 革 命 ，求 解 放 ，应 该 比 亲 兄 弟 还 要

亲。”当看到刚入伍的战士还没有被子

时，王克勤主动把自己的被子盖在新战

士身上。行军途中，他帮体力不好的战

士背枪和行囊。过河时，他把受伤的战

士一个个背过去。部队宿营后，他又忙

着烧水给战士们泡脚、挑泡。

“三大互助”产生了良好效果，迅速

增强了王克勤班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

高了作战效能，并在不久后进行的山东

巨野战役中得到检验。1946 年 10 月，

国民党军第 11 师向巨野徐庄发起猛烈

进 攻 ，遭 到 我 第 52 团 第 1 营 的 顽 强 阻

击，其中王克勤班打得最为出色。王克

勤利用自己的军事技术和作战经验，在

班里开展互助活动。他对大家说，只有

挖 工 事 时 多 流 汗 ，打 起 仗 来 才 能 少 流

血。因此，他们挖完主工事，又挖了预

备工事；既挖了射击工事，又挖了隐蔽

工事。在王克勤的正确指挥下，全班团

结互助、互相支援，一天打退国民党军

10 余次进攻，毙伤敌军 123 人，而全班

无一伤亡。战后，第 18 旅为王克勤班记

大功一次，王克勤被授予“战斗英雄”和

“三大互助模范”称号。不久，他被提升

为排长。

三

开展团结互助运动，向来是我军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需要，许

多部队都在基层连队中建立起团结互助

组织，有的称“战斗联手”，有的叫“战斗

小组”或“互助组”，对于取得作战胜利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些活动时建时

断，经验未能及时总结和推广，所以影响

力有限。王克勤创造并发起的“三大互

助”带兵方法，经历了实战检验，并取得

辉煌战绩，这引起了纵队机关的注意。

机关及时总结了“三大互助”经验，并向

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作了汇报。司令员

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非常重视，指

出：“王克勤班开展的团结互助活动，是

适应战斗需要和部队情况而产生的一个

重要典型，是广大战士高度的政治觉悟

和革命友爱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对巩固

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有极大意义。”同

时，指示部队认真总结好这个典型，并在

其他部队迅速推广。

为加大宣传力度，第 6 纵队文工团

编排了歌剧《王克勤班》，演出引起了强

烈反响。晋冀鲁豫野战军《战友报》和

边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

报 道 了 王 克 勤 事 迹 及“ 三 大 互 助 ”活

动。晋冀鲁豫边区画艺研究社为王克

勤 画 了 像 并 大 量 印 制 ，发 行 至 基 层 单

位，进一步扩大了王克勤及“三大互助”

的影响力。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人民解

放军规模不断扩大，而补充兵源的很大

一部分来自国民党军俘虏，如何将他们

改造成为合格的革命战士，成为摆在我

军 各 级 指 挥 员 面 前 的 一 个 重 要 问 题 。

王克勤由国民党军俘虏成功转变为我

军战斗英雄，本身就是一个鲜活而真实

的案例，尤其是他创造的“三大互助”，

更是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凝聚力和改

造俘虏的利器。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在

全军开展王克勤运动。

1946 年 12 月 6 日 ，党 中 央 机 关 报

《解放日报》报道了《冀鲁豫前线我军开

展王克勤运动》。11 日，《解放日报》刊

发了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指

出：“晋冀鲁豫部队现在广泛开展王克

勤运动，藉以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与瓦解敌人，是有其重大意义的。”社论

高度评价王克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创造了新的光辉的范例……他接受人

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高度发挥阶级友

爱，互助互学，巩固官兵团结与军队团

结，加强战斗力，更有效地消灭敌人”

“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当前自己

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

地推行这一行动”。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掀起了王

克勤运动的高潮。“三大互助”在全军迅

速推广，所有的班、排都成立了互助小

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互助活动，并涌

现出很多模范班、排和英雄人物。“三大

互助”对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提高军队

战斗力及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四

1947 年 6 月 30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

主力 12 万余人强渡黄河，突破国民党

军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随即发起

的鲁西南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

攻的序幕。第 6 纵队负责歼灭定陶之

敌。7 月 10 日，攻城战斗打响。王克勤

身先士卒，不幸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

年仅 27 岁。

司令员刘伯承听到这一消息后，沉

痛地说：“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

个王克勤。”随后他和政治委员邓小平

联名发出唁电：“我们以极悲痛的心情

悼唁本军著名英雄王克勤同志，悼唁我

们 一 切 为 人 民 事 业 而 牺 牲 的 烈 士 们 。

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

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

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

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

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

限的崇敬。”

为永远纪念王克勤，晋冀鲁豫军区

决 定 将 王 克 勤 所 在 排 命 名 为“王 克 勤

排”，号召学习王克勤同志，为继续开展

王克勤运动而奋斗，直至歼灭一切进犯

者。

王克勤运动始末
■张瑞安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介绍进步青年王欧村赴陕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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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73 集团军某旅“强军精武红

四连”连史馆里，珍藏着一张毛泽东

主席交纳菜金的收据。

1971 年 8 月 15 日，毛主席乘坐专

列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视察。江西

省军区某部 4 连官兵奉命执行由向塘

至鹰潭的紧急护路任务。

在此期间，官兵每夜望着毛主席

窗前的灯光亮到黎明，倍感主席工作

辛劳。大家一合计，就把连队菜地里

的南瓜、辣椒、小葱、苋菜和连队宰的

猪肉拿来给主席改善伙食。吃饭时，

主席听说桌上的几盘菜都是战士自己

种的，非常高兴。

之后，毛主席派工作人员来连队

结账，官兵坚持不收。不久，那位工作

人员又来到连部，告诉大家：在得知同

志们不收款的事后，毛主席说，谢谢他

们，要按价付款。

毛主席的话激荡着全连官兵的心。

给养员周忠邦双手接过毛主席委托工作

人员交来的叁元柒角叁分的菜金，然后

在收据上记下这一笔不寻常的账目。

这 张 珍 贵 的 收 据 ，不 仅 体 现 了

毛主席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更成为

连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弘扬红

色传统的生动教材。

珍
贵
的
菜
金
收
据

■
池
俊
成

毛主席

交纳菜金的

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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