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伯承在运城
□张建国 姜婷

1937 年 8 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 8 月底到
10 月初，八路军总部及第 115 师、第
120师、第129师在朱德、彭德怀、叶剑
英、任弼时、左权和邓小平的直接指挥
下，由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分批东渡
黄河，在万荣县庙前村渡口上岸后，途
经万荣、河津、稷山、新绛北上，开赴抗
日前线。八路军途经运城虽然只有短
短一个多月，但对运城党的建设、群众
运动和武装斗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7年10月上旬，刘伯承率领的
129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荣河
庙前登岸后继续北上。当部队行至荣
河县周王村时，村民们自发聚在道路
两旁欢迎八路军，大家有的振臂高呼
抗日口号，有的端茶送水，鼓掌声、欢
呼声此起彼伏。看到群众这么热情，
刘伯承师长健步走入人群，不断和群
众招手示意，并向群众解说当前中国
的局势，号召同胞们在中华民族危难
之际，能够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
线的坚固长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
抗日本侵略，才能过上安稳太平的生
活。刘师长边走边说，群众也不断地
频频点头。面对群众的热情，部队在
周王村稍息片刻，刘师长和战士们一
起和百姓聊家常、话国事。在谈话中，
刘师长不让百姓称他为“老总”，而是

“同志”，拉近了群众与八路军的心。
刘伯承率领的129 师在周王村虽然只
是短暂停留，但是刘师长的讲话，群众
听到了心里，八路军严明的军纪、为百
姓着想的作风彻底打破了蒋阎的谣
言，人民群众也看到了民族独立、生活
幸福的希望。为了保卫家园，英勇的
运城儿女也积极投身革命，北上抗
日。稷山县翟店镇晋太机器铁工厂的
工人申文勋，看到刘伯承师长艰苦朴
素的作风、和蔼可亲的态度，深受教
育，决心参加八路军。当天，申文勋立
即联系同伴，追赶部队，追至新绛县万
安村后参加了115师，在陈赓支队晋南
游击队第1大队3中队当兵。在运城，
像申文勋这样在八路军北上抗日途经
运城时参军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八路军北上抗日途经运城，激发
了运城人民投身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
运动的积极性。1937 年 9 月，在中共
河东工委领导下，运城学生抗日救国
联合会和运城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相
继成立，它们联合组织各种抗日宣传
活动，共同出版了《联合》进步刊物，动

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战争和救亡活
动，为战士捐献和缝制衣物，开展慰问
活动，积极为八路军进行扩军宣传。
学生们在八路军北上抗日途经运城沿
线，组织群众设立慰问站。每当有抗
日军队通过时，慰问站的同志们就为
将士们送水、递毛巾，组织群众高呼抗
战口号，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为抗日将
士们鼓劲加油。

八路军北上抗日途经运城，点燃
了运城人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人民
群众必胜的信心。北上抗日的八路军
先头部队，不久即在晋北前线首战平
型关取得歼敌1000余人的辉煌战绩，
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荣河庙前继续渡河
北上抗日的八路军后续部队。平型关
大捷的消息，随着部队的行进，传遍了
河东大地，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人
民听到八路军首战告捷的喜讯后，无
不欢呼雀跃。运城共产党和积极抗日
的社团组织，大力宣传平型关大捷的
重大意义，宣传八路军将士誓死救国
的牺牲精神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增强了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运
城广大青年和学生激情迸发，踊跃参
军，告别亲人，奔赴抗日前线。仅万泉
县就为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八路军
第 115 师先后输送了 40 多名青壮年。
安邑县为 120 师扩军 1 个连，解县为
115 师扩军 1 个连。牺盟会还积极开
展抗日募捐活动，3 天时间就募捐到
1000多块银元。

八路军北上抗日途经运城，在运
城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政治影响，
有力地促进了运城各项抗日工作的开

展。八路军东渡北上以后，闻喜、解
县、平陆、临晋、垣曲、荣河等各县迅速
恢复和发展了党组织，并通过动委会、
牺盟分会和县自卫队等组织积极开展
救亡运动，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各县党组织和牺盟会相互配合，按照

《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发展抗日力
量，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都有不同程
度的扩充。万泉县自卫队由50多人扩
充到 500 余人，荣河县也由 10 多人扩
充到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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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
近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已穷途末
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强
调解放区军民1945年的首要任务是“消
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从1945年3月中旬起，太岳区第一军
分区对困守沁源城关和交口据点的日、伪
军发起总攻。沁源军民以1.5万颗地雷密
布地雷战，以袭击、狙击、夜袭等手段困扰
日、伪军，切断其补给来源。交口之敌于4
月上旬被迫放弃据点而逃。沁源城关据点
之敌于4月11日狼狈逃窜，沁源获得解
放。在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战中，太岳区第
一军分区部队和英勇的沁源人民共作战
2730次，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创造了
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范例。

收复沁源后，太岳区第一军分区所
部又在安泽军民的配合下，对安泽县的
日、伪军据点展开围攻，并于4月下旬一
度攻入古县镇。此外，38团于4月中旬
对白晋线之沁县至屯留段发起进攻，余
吾据点的日、伪军后逃回屯留，余吾获得
解放。5月11日，第一军分区所部拔除
了安泽旧县和青朴堰敌据点。次日，驻
守安泽县城的日、伪军在该军分区军民
的围困下弃城逃往洪洞县，安泽全境解
放。8月，决一旅旅长李成芳率领38团，
在赵城、安泽县游击大队的配合下，给阎
顽杨本兰部以致命打击。并向平遥、介
休地区出击，参加了对日总反攻。

（《文史月刊》）

太岳区的群众性长期围困战太岳区的群众性长期围困战

1952 年 12 月 29 日，肖选进奉命率
第 74 师开赴平康前线，接替第 15 军 44
师东起芝村南高地、西至梨木洞，全长
10 多公里的防御阵地，以发利峰、西方
山、斗流峰等主要阵地为依托，与正面之
敌美军第三师形成对峙。

平康是朝鲜中部的要冲，是敌人北
犯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 3
师是美军主力，装备精良，并占领了391
高地、别有峰、488.8 高地南无名高地、
472.4高地等阵地，每天都要向志愿军阵
地发射炮弹2000发~3000发，还不断出
动飞机轰炸。

在离志愿军阵地约3公里的外丰洞
东敌人阵地，驻有美军第 3 师 15 团的 1
个加强排。

1953 年 2 月 9 日，按照肖选进的指
示，第220团派出一个班偷袭了敌阵地，
打得敌人猝不及防，十几分钟就歼敌 8
人，首战告捷。2月24日，220团再派出
由 15 人组成的加强班，利用夜幕掩护，
越过 7 道铁丝网，再次袭击外丰洞东驻
敌，经过激战，毙敌42人，开创了以少胜
多的纪录。

美军连续伤亡后，加强了设防，并于
夜间也派出小分队对志愿军小分队设
伏。可肖选进棋高一着，继续组织小分队
利用夜暗阴雨，悄悄深入敌方阵地了解
地形，在微弱灯光下摸清了敌人设伏的
位置，迅速组织反伏击。4月16日在月井
里青石包，我方又消灭美军一个加强排。

在派出小分队出击的同时，肖选进
还借鉴兄弟部队的经验，开展冷枪冷炮
活动。在前沿阵地到处构筑狙击台，机动
灵活地狙击出入阵地之敌。部队出现了
6 人歼敌百人以上的“百名狙击手”，打
得敌人胆战心惊，不敢轻易出入阵地。

（《党史纵览》）

抗美援朝中的抗美援朝中的““百名狙击手百名狙击手””

▲▲电视剧电视剧《《太行之脊太行之脊》》剧照剧照

▲▲129129师领导合影师领导合影 （资料图）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国
民党军队对苏北发起猛攻，占领了两
淮地区大片土地。为支援主力部队作
战，苏北当地党组织成立支前指挥部，
上级派周克玉到射阳县支前指挥部工
作。他带着民兵和担架队，参加了华
中野战军第 6 师两次保卫涟水的战斗
保障工作，这是周克玉第一次真正接
触到血肉横飞的战场。当时，守卫涟
水的华中野战军第六师面对的是国民
党整编74 师的主力部队，战斗打得十
分艰难。第二次保卫战中，由于敌众
我寡，上级命令放弃涟水北撤，周克玉
他们负责保障6师18旅52团的作战，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100多次战

斗。
此后，周克玉先被调到县总队，接

着又被派往苏北军区独立三团任连指
导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前，
他任第三野战军第24军政治部组织部
干部科干事。从1949年到1960年，周
克玉在24军工作了11年，先后担任干
部科干事、任免科科长、干部处处长等
职。1952 年，他还随军参加了抗美援
朝战争。回国后，他历任北京军区政
治部秘书，济南军区司令部秘书、炮兵
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
副部长、独立师副政委、组织部部长，
67军副政治委员，第67集团军政治委
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副主任

（常务），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他被授予大尉军衔，1988年被
授予中将军衔，1994 年晋升为上将军
衔。

周克玉从十几岁开始记日记，不
少日记都是用诗歌形式写成的。

翻看周克玉的日记，最能展示他
当年驰骋沙场雄风的，当是那首记录
他 1949 年 4 月 20 日夜参加渡江战役
的诗：“千帆竞渡断浪飞/万炮齐发敌垒
摧/扬子江头雷霆夜/铁军雄师显神威/
怒涛席卷江南岸/金汤一夜尽成灰
……”在这气吞山河的诗句中，一位威
武的将军形象已露端倪。

（《党史纵览》）

儒雅将军周克玉儒雅将军周克玉

▲▲稷山北阳城村八路军总部路居稷山北阳城村八路军总部路居
旧址旧址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