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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相：浴血疆场的盐湖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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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汇

李平相在八路军115师期间，随部队在
山西汾阳、孝义一带活动，抗击日寇。由于作
战勇敢、表现突出，1938年6月，李平相加入
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员。

1939年，李平相所在部队改称为苏鲁
豫支队，他担任司令部测绘员、见习参谋。部
队奉命从山西东进到苏鲁豫地区，要穿越敌
占区。面对敌人的7路围攻，部队经常是白
天休息、夜间行动。为了确定行军路线，在参
谋部领导下，李平相在油灯下画地图，为部
队提供翔实资料，保障了部队行军安全。由
于工作认真负责，他于1941年荣获旅党委
青年党员骨干奖状。

1943年，李平相离开苏鲁豫司令部，奉
命任新四军3师7旅侦察参谋兼骑兵连连长。
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苏北反扫荡战役和宿北、
盐城等地的战斗，经常带着骑兵着便衣活动
在敌占区，为部队行军作战提供可靠情报。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顽固
势力在苏北地区猖狂活动。1945年8月24
日，李平相在蚌埠外围侦察敌情时，被敌人
抓捕。在狱中，李平相经受严刑拷打、摧残和
折磨。在残酷的战斗岁月里，他的革命信念
始终未变。9月底，经地方党组织营救，他出
狱了，后到淮西司令部休养。1945年年底，
他升任七旅侦察科副科长。1946年至1947
年，他任16师侦察科科长和作战科科长。

1948年，李平相调往四野，担任127师
380团参谋长、副团长。在此期间，他率部参
与四平攻坚战、长春外围战、于家窝铺战斗
等。在战斗中，身为副团长的李平相带领突
击排突破敌方防线，在激战中光荣负伤，出
色地完成了突击任务。

1949年11月，李平相升任127师380
团团长，随四野南下，参加粤桂边会战和解
放海南岛战役。在海南岛登陆作战中，他率
部在一个半小时内取得歼敌一个团的出色
战绩，得到上级嘉奖。1951年9月，李平相升
任128师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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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李平相调往南京军事学院高研
班学习，4月初赴朝鲜考察。他亲眼看见了我军武
器装备和美式装备之间的差距，看到志愿军战士
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胜利付出的巨大牺牲，深
刻认识到国防现代化和军事教育的重要性。此后
十多年间，他一直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1955年，
李平相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李平相被授予
大校军衔。李平相历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
学院合成军队指挥系主任、军事学院训练部司令
部工作教研室主任、副部长等职务，为国防现代
化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

1970 年，李平相被调往武汉军区任副参谋
长。1974年，李平相又被调往乌鲁木齐军区司令
部担任副参谋长，一直到1982年年底。

1983年，他调回北京，担任解放军后勤学院
训练部部长、副院长，后被授予中将军衔，1991年
离休。

李平相同志为人低调谦和，生活简朴。1951
年年初，在执行任务时，他路过家乡看望十多年
未见的父母。在董村火车站下车时，他把警卫员
留在车站不让随行，说好两天后再在车站相会。
随后，他换掉军装，身着便装一人独步走回西王
村。到家看望父母后，见到过去的伙伴，他只谈往
事，不谈现任职务和工作。因下雨，他未能于两天
后返回车站。两名警卫员一路打听找到西王村，
村民才知道李平相在外当了部队团长。

1994年，李平相将军在北京病逝。纵观李平
相的一生，他从北疆原野到江南鱼米之乡，从碧
波荡漾的南海到狂风怒吼的新疆边陲，足迹踏遍
大半个中国。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戎
马一生，身经百战，从士兵走向将军，把一切献给
党、献给人民，堪称最可爱、最可敬的一代共和国
功臣！

再立新功

战场建功

□王志英 张振华

1945年9月，中共太岳五地委和五专
署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以原稷
麓县五区和原安邑县铁路以北二区（即三
路里和上郭乡）为基础，建立了安北县民主
县政府。

1946年4月21日晚，县大队全体队员
越过敌人封锁线，到冯村一带开展工作时，
得到可靠情报：顽匪几个编村村长第二天
要在太方村集中，往顽安邑县府送款。

区长兼区干队队长何太安当即率领
10 多名队员，连夜飞奔燕家卓村，于拂晓
前，埋伏在该村西门外的大路边，因为这里
是太方村通往安邑县城的必经之路。

上午10 时许，三辆马车进入伏击圈。
区干队一拥而上，把敌人团团围住。太方编
村村长突然大喊：“北面打枪了。”，企图分
散我军注意力。就在他企图抽出自己手枪
的一刻，我部战士“叭”的一枪，就把他撂倒
在地上。

上郭编村村长、上段村村副，企图跳车
逃跑，被当场击毙。冯村编村村长和敌安邑
爱乡团服务员，被活捉回区。

由于这次行动是在敌占区的中心地
带，因而我军急忙将马车上的钞票和银币
收集起来，迅速撤回根据地。

回来一清点，共有钞票500多万元、银
币600多块、步枪2支、手枪3支。上郭编村
村长，因罪大恶极且顽固不化，经赵县长批
准，枪毙于西里张村南。

机动灵活的安北县大队机动灵活的安北县大队

▲▲解放军指战员行军解放军指战员行军

□李栋花

□史光荣

1942年9月，上级委派原河东特委委
员关中廷在垣曲朱家庄创建垣南办事处，
并成立一个警卫班，共有11名战士，10支
步枪。

垣南县抗日政府组建后，立即着手组
建垣南县自卫大队。

在原警卫班的基础上，扩建为警卫
排，排长安金铭，副排长陈新，下设3个班，
班长分别是张全才、王保宽、杨金川。

不久，太岳五分区司令部又下拨了部
分枪支弹药，还有一挺机枪等装备，并陆
续派来大队长张振清、指导员卢梁栋、参
谋长李元等，垣南县自卫大队遂正式成
立。

到 1943 年夏季，部队就发展到了 80
多人。第二年时，部队发展到上百人。部队
活动范围扩大到夏县的奇峰、马村、唐回、
温峪、架桑、曹家庄，闻喜的上下横榆、白
家川、后川，垣曲的丁村、南蔡、前后青廉、
西交斜、乐尧、复兴、南庄、朱家等村。

县大队、区中队在保卫根据地、保卫
人民政权的同时，还主动出击，消灭敌人
小股力量，并配合五分区康支队、四大队、
八大队袭击日伪军，破坏日伪军的通讯设
施。我军寻机歼灭敌人，先后破坏日伪军
通讯设施8次，割回电线28000斤并上缴
分区司令部，他们在战斗中历练，在战斗
中成长，较短时间内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1945年10月，接三分区司令部命令，这支
部队调往平陆茅津渡固守河防，1946年前
半年编入56团。

垣南县大队袭扰打击敌人垣南县大队袭扰打击敌人

李平相，出生于盐湖区西王村一个贫
穷的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明勤奋，父母节
衣缩食供他上学。“七七事变”后，抗日烽
火燃遍全国，李平相在解县第二高小读
书，热血沸腾的他瞒着家人，投笔从戎，于
1937 年 10 月从学校直接参军，进入八路
军 115 师 343 旅 685 团，从此开始了军旅
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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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战士清剿敌伪匪徒我军战士清剿敌伪匪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