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样一个连队，诞生于抗日烽

火，以敢打恶仗、硬仗，敢于冲锋陷阵、

刺刀见红而威名远扬。它就是全军唯一

两次被国防部和中央军委授予最高荣

誉称号的英雄连队———“硬骨头六连”。

1939 年 3 月，“硬骨头六连”以 14

名红军战士为骨干，组建于河北雄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该连转

战冀中、晋绥、西北战场，参加过延安

保卫战、宜川战役等著名战役战斗，擅

长近战格斗、刺刀拼搏，先后涌现出刘

四虎、尹玉芬、李恩龙等战斗英雄。

1946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机场

检阅为保卫边区立下赫赫战功的部

队，六连就在受阅部队的行列。1949

年，该连被西北野战军第 1 纵队授予

“战斗模范连”称号和“英勇善战，杀敌

先锋”奖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连保

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英勇顽强、一

往无前的“硬骨头精神”，在参加剿匪

作战、抗美援朝和完成战备训练、抢险

救灾、施工生产等各项任务中战功卓

著、成绩突出。

1951 年 4 月，六连再次被西北军

区授予“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1962

年，该连赴东南沿海地区执行紧急战

备任务，以“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

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闻名全军。

1964 年 1 月 22 日，国防部发布命

令，授予武汉军区陆军某部六连“硬骨

头六连”的光荣称号。2 月 25 日，“硬骨

头六连”命名大会在武汉隆重举行。原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代表国防部颁

发奖状。原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湖

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号召学习六连

的硬骨头思想和作风，做到思想红、作

风硬、武艺精。六连连长李学正、指导

员杨守杰代表全体官兵接受了国防部

授予的荣誉。

1977 年 1 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

出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号召。邓小平

同志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对连

队来说，学硬骨头六连是对的，因为硬

骨头六连的作风不只是一个连队的作

风，所有的连队以至各级干部都应该

像他们那样勤学苦练，有他们那种政

治思想。”

1984 年，六连在收复老山战斗中，

敢打善拼，完成坚守 1 个阵地和收复 2

个高地的任务。1985 年 6 月，中央军委

授予该连“英雄硬六连”荣誉称号。

2020 年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

“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回信，勉励他们

牢记强军目标，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打

赢本领，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把

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

2020 年 7 月 29 日，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3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

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了陆军第七十四

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在“硬骨头六连”的荣誉室里，珍藏

着一把在战斗中拼弯的刺刀。它是英雄

刘四虎留给连队的一件传家宝。六连的

官兵，都听过这把刺刀背后的故事———

1948 年 2 月袁 在宜川战役抢占瓦子街

东南高地战斗中袁 六连担负主攻任务遥
战役打响后袁 刘四虎带领全班奋勇突

进袁连续攻占两座山头遥当接近敌军时袁
遇敌火力阻击袁战友相继阵亡遥 刘四虎

端着刺刀只身冲入敌阵袁英勇格斗遥 遭

到 10 余名敌人围攻后袁他毫无惧色袁凭
着过硬的拼杀技术袁 一连刺死 7 名敌

人袁直至失血过多袁昏倒在战壕里袁手中

还攥着那把拼弯了的刺刀遥 战后袁西北

野战军开展向刘四虎学习的杀敌立功

运动遥他的事迹被改编成戏剧尧连环画尧
歌曲袁在军地广为传颂遥

渊据中国军网冤

河北省黄骅市慈庄村一座院落，

简朴中透着庄重，这就是宁都起义主

要领导人赵博生烈士故居。2014 年经

重新修缮后，与赵博生烈士纪念馆一

同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

放。故居内陈列着赵博生烈士的部分

遗物和生平事迹展览，一幅赵博生烈

士戎装照被放置在堂屋北墙的正中

央，透过照片上烈士坚毅的眼神，一段

烽火硝烟的革命历史徐徐展开……

赵博生，1897 年出生于河北沧

县东慈庄（今属黄骅市）一个农民家

庭。1917 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

校第 6 期，先后在皖系、直系、奉系军

队中任职。1924 年冬转入冯玉祥的

西北军，任旅参谋长、特种兵旅旅长、

军参谋长，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

争。其间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影

响，倾向革命。他曾亲自创作《革命精

神之歌》在部队教唱：“侧耳倾听，宇

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

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

精神长生……”

1931 年赵博生任国民党军第 26

路军参谋长时，被调至江西“剿共”战

争前线。“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

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

时，与在第 26 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

部取得联系，他表示：“我要求加入中

国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

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12 月 14 日，在蒋介石准备

清除 26 路军中的共产党员的危急时

刻，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所

部 1.7 万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起义

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团。

他先后任红 5 军团 14 军、13 军军

长，军团参谋长、副总指挥，率部参加

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建（宁）黎

（川）泰（宁）等战役战斗。每战他都亲

临前线，部署周密，指挥果断，屡建战

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授予的一级红旗勋章。

1933 年初，国民党军集中 4 个

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

南城苏区进犯，赵博生奉命率领红 5

军团 3 个团据守长源庙一带山脉，配

合主力在黄狮渡一带消灭敌人。他指

挥部队连续打退数倍于己之敌的疯

狂进攻，坚守住了阵地，出色地完成

了钳制任务。1 月 8 日与敌人展开激

烈的肉搏战，赵博生在与敌人相距只

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不幸壮烈牺

牲，时年 36 岁。随后，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

县，并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立“博生

堡”，以志纪念。

“革命先烈们过的日子充满了枪

林弹雨、血雨腥风，今天的幸福生活正

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太应该

好好珍惜了！我们一定要把烈士的遗

迹保护好，把革命的精神传承好，把英

雄的家乡建设好！”赵博生烈士族弟、

慈庄村党支部副书记赵恩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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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徒河溶溶水 多少忠烈血换来
———冀鲁边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敬读

在山东省乐陵市冀鲁边区革命纪

念园内，矗立着冀鲁边区人民英雄纪念

碑和烈士墙。纪念碑高 9.30 米，代表着 9

月 30 日烈士纪念日，碑前刻有“人民英

雄永垂不朽”8 个金色大字。两侧建有烈

士墙，长 24 米，代表着冀鲁边区范围涉

及河北、山东的 24 个县；高 3.7 米，代表

着冀鲁边区革命根据地形成于 1937 年。

纪念碑背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冀鲁边区袁沃原辽阔袁民风淳朴刚

毅袁志士仁人辈出遥 百余年来袁国遭欺

凌袁冀鲁边区儿女挥长缨卫社稷袁诛顽

敌正乾坤袁披荆斩棘袁功勋卓著遥 大革命

和土地革命时期袁共产党人即于冀鲁边

区大地点燃燎原星火曰抗战时期袁成为

抗战根据地曰解放战争时期袁又成为我

军之坚强后方遥 历次革命战争期间袁数
万名冀鲁边区儿女从戎报国袁彼等前仆

后继袁浴血疆场袁有十余万人英勇献身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袁冀鲁边区人

民自力更生尧艰苦创业袁经济发展日新

月异袁城乡面貌万象更新遥 无数优秀儿

女为中华民族之解放和发展贡献杰出袁
其光辉业绩彪炳史册袁千古传颂曰其崇

高精神辉耀大地袁万民景仰曰其英名将

永远镌刻于人民心中遥
为褒扬人民英雄袁 启迪并激励后

人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袁开创冀鲁边

区更加美好之未来袁 公元二零一四年

秋袁秉承广大人民群众夙愿袁特立斯碑

以志遥
德州市人民政府

公元二零一四年九月

伫立碑旁，敬诵碑文，冀鲁边区艰

苦奋战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无数革命

先烈用热血铸就的冀鲁边精神熠熠生

辉，照耀着后继者前行之路。

山东抗日烽火在冀鲁边燃起

冀鲁边区亦称津南、鲁北地区，是天

津、济南两大重镇南北相夹的战略要地，

徒骇河穿流其间。1937 年七七事变后，

平津迅即沦陷，日寇沿津浦路南犯，冀鲁

边区首当其冲，最先遭到日寇铁蹄践踏。

在这危亡关头，冀鲁边区党组织果断承

担起领导抗战的重任，于 7 月 15 日组建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

国军，站在了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

最前列。8 月 13 日，抗日救国军在乐陵

县黄夹镇发动了山东省最早的抗日武装

起义，而后东征西讨，连克日伪侵占的盐

山、无棣、乐陵、庆云等县城，建立了数个

抗日民主县政府，控制了以乐陵为中心

的东西约百里、南北约五六十里的区域，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8 年，根据毛泽东“派兵去山东”

的指示，八路军主力部队点将拨兵分赴

各地。9 月，肖华率领一 一五师东进抗

日挺进纵队进驻冀鲁边区乐陵县城，对

边区各路抗日队伍进行统一整编，全力

组织开展对日作战，使冀鲁边抗日烽火

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到 1939 年 9 月，冀

鲁边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由原来的不足

3000 人发展到 2 万余人，成为山东六大

战略区中主力部队发展最快、人数最多

的一个区。

平原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战的典范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

直接震慑着被日寇视为“生命线”的津浦

铁路大动脉和沿线的天津、沧州、济南等

城市。1939 年至 1940 年，为增援山东抗

日根据地，边区先后分 9 批输送 15000

余名官兵转战鲁西、鲁南。边区主力部队

转移后，日寇重兵回师华北，利用冀鲁平

原缺少屏障的地形特点，采取以据点、公

路为链锁的“囚笼政策”，动用机动部队

快速出击，在“囚笼”中反复搜索“扫荡”、

来回穿插“蚕食”。久经考验的冀鲁边区

党政军民没有退缩，咬紧牙关，克服困

难，采取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斗争策

略，灵活机动地坚持平原游击战。

冀鲁边区没有山，人民群众就是最

大的靠山。边区军民同心同力，改造平原

地形，大挖地道，把道路挖成纵横交错、

村村相通的交通沟，阻滞日寇的行军速

度，又便于抗日部队伏击敌人、隐蔽转

移。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地下长城”的

掩护下，边区部队在“囚笼”中巧与敌人

周旋，广泛运用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

麻雀战等战法，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以

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英勇反抗精

神，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10 余次、“治

安强化运动”5 次，击退国民党反动派制

造的数次摩擦和袭击，有力牵制、打击和

消灭了大量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边区发展成为有 2.5

万名党员和 2 万余人的武装，活动区域

达 24 个县、600 万人口的重要战略区，

成为全国两处坚守下来的平原抗日根据

地之一。

冀鲁边精神永放光芒

敬读碑文，抚今追昔，我们可以真切

感受到当年冀鲁边区党政军民在艰苦奋

战中所迸发出的坚定信念和英勇气概。

“敢为人先、大爱为国、不屈不挠、团结奉

献”的冀鲁边精神跨越时空，依然让人荡

气回肠，热血沸腾。

敢为人先，开拓奋进。冀鲁边区共产

主义思想传播早，党的组织建立早、活动

早，为开展抗日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打下了坚实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区

的革命先烈高擎战旗，誓死抗争，创造了

山东抗战历史上的“四个第一”：华北民

众抗日救国军是山东第一个抗日民众团

体和武装，领导了省内第一次农民抗日

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

东抗日第一枪，在乐陵创建了第一个县

级民主政府，充分体现了边区军民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底气。

同甘共苦，大爱为国。冀鲁边区军民

同仇敌忾，生死与共，涌现出无数英雄模

范。“边区慈母”马振华为保证战士们能

吃饱肚子去打仗，把自己饥肠辘辘的妻

子和两个孩子赶去讨饭，不让他们吃军

粮。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常大娘，为了掩

护战士，全家承担起了挖地道的重任，挖

成可容纳近百人的地道，成为边区三地

委和靖远县委的机关驻地，毛泽东称赞

她为“大爱为国，革命母亲”。当时边区有

首歌谣唱到“八路军呀好比一条鱼呀，老

百姓就是河中水呀！”生动诠释了边区军

民鱼水情深、同甘共苦的真挚情怀。

不屈不挠，坚韧自强。在八年全民族

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冀鲁边区军民在党

的领导下，始终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用

血肉之躯筑起牢不可破的革命阵地，使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于星罗棋布

的碉堡岗楼之中，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70 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慷慨就义，10 多

万基层干部、战士和群众为国捐躯，充分

展现了边区军民不畏牺牲、一往无前的

英雄气概。

精诚团结，无我奉献。冀鲁边区党组

织高举抗日旗帜，团结改造国民党进步势

力、地方实力派，组织动员回族群众，共同

抗战。冀鲁边区回民支队能征善战，多次

受到通令嘉奖。国民党任命的乐陵县县长

牟宜之倾尽县政府财粮积蓄支援八路军，

还有散尽家财的开明乡绅、潜伏敌穴的

“两面村长”，他们不遗余力为抗战部队提

供物资援助，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一脉相

承的爱国热情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凝聚力。 渊陈赛 闫化川冤

军史文物翌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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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生：我死国生我死犹荣

一把拼弯的刺刀

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建立时间最早、持续时

间最长的红色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以中

东铁路为主干、哈尔滨为枢纽，满洲里、

绥芬河为节点，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

高效运转的国际秘密交通网络。这条红

色之路在中共百年风云激荡、波澜壮阔

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列主义传播一线。1919 年，在列宁

的领导下，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成

立。共产国际一建立，便与中国革命运

动紧密相连。当时通往苏俄的交通线分

为海路和陆路。海路要从上海乘船，经

香港或日本长崎等地，陆路要从张家口

往北或从延安往西去苏俄。但以上几条

线路都不如走中东铁路便捷。

共产国际成立不久，在伊尔库斯克

成立了远东书记处。1920年初，远东书记

处率先在满洲里建立了一个中转站，而后

又陆续在哈尔滨、大连、北京、上海等地建

立了联络处，逐步形成一条跨国的红色之

路。这条红色之路开通后，迅速成为马克

思主义向东北亚各国传播的大动脉，边城

满洲里宛如这条大动脉上强劲跳动的心

脏，担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马列主义在中华大地得到广泛传

播，同时也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

发展步伐。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就是

因为这条红色之路对马克思主义产生

信仰。1920 年，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

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以北京《晨

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途经满洲里赴苏俄

考察。一路上，他看到苏俄人民在列宁

领导下为摆脱贫困所表现出的勇气和

智慧，认识到中国要解放就必须走共产

主义道路。1922 年在张太雷的介绍下，

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

的共产主义战士。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克尔斯

基，也是通过满洲里抵达上海出席中共

一大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

在为国共合作穿针引线的过程中，多次

途经满洲里往返中国和苏俄。俄共（布）

代表维经斯基曾 6 次途经满洲里。李大

钊、陈独秀、周恩来、张太雷、陆定一、张

琴秋、伍修权、邓恩铭等许多革命志士，

都曾在满洲里这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上留下寻求真理的红色足迹。满洲里红

色国际秘密交通线，是传播马列主义的

真理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

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六大代表出入线。中共六大是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

国代表大会，大会前后过程极为惊险和

曲折。

1927 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

的大革命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生死存亡

的危急关头，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

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八七会议通过的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中央临时

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但在当时的国内，已找不到

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考虑到 1928 年春

夏，莫斯科将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和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

大会，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次

会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

时指导，党中央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万里之

外的红色苏联，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断交、国内白

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

的情况下，六大代表怎样才能安全地到

达莫斯科是一个难题。当时的边城满洲

里，危机四伏。军阀张作霖杀害了中国共

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时，在

东北地区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封锁中苏

边境，断绝与苏联商贸往来，在满洲里城

区四周挖了城壕，派驻大批东北军加强

边境封控，使这场规模浩大的秘密护送

行动步步惊心、险象环生。

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共中央

密切配合，在满洲里、绥芬河等地的地下

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参加中共六大

的代表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冒着生命危

险踏上艰辛的赴会征程。代表们化装成

商人抵达满洲里火车站后，每人手里都

拿着哈尔滨接待站发的一张一元面值的

美金，其实这是过境通行证，钱上的编号

就是代表的证件号。接头地点在站台或

站前广场，接应马车的车灯号码是 67、

69 两个号。代表们手中的号码牌对上之

后直接跳上马车，秘密越过边境，到 86

号小站，再乘火车经赤塔抵达莫斯科。

就这样，满洲里地下交通员们共护

送了 71 名代表安全出境。1928 年 6 月

18 日到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六大结束后，

在交通员的协助下，又有 56 位代表从

满洲里安全入境回国。

隐蔽斗争生死线。20 世纪 30 年代，

日本侵略者为把满洲里变成反苏、反共

的前哨阵地，在这里建立了 40 多处警

察、宪兵和特务机构，实行残暴的特务统

治。为加强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的工作，

1931 年 11 月，组织上选派锡伯族女党员

李芳前来满洲里协助纪中发创建国际秘

密交通站———晋丰泰杂货铺。在这个特

殊的工作岗位上，李芳服从大局，胆大心

细，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色地下交

通员。

每当有准备越境的同志来到晋丰泰

杂货铺，李芳便想尽办法安顿好他们。那

时，日伪当局对粮食供应控制非常严格，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李芳冒着生命危

险，利用杂货铺打掩护，到处购买粮食、

肉食、蔬菜等，保障远方来的同志们能够

吃好休息好。在满洲里工作两年半的时

间里，她机智勇敢，严格执行党的地下工

作纪律，成功护送了包括许光达在内的

70 多名同志出入境。

1934 年，党组织派杨永和、林凤珍

夫妇到晋丰泰杂货铺做交通员。夫妻二

人刻苦学俄语，出色完成了组织上交给

的一个又一个任务。1937 年 4 月 15 日，

因叛徒出卖，杨永和被捕。随后，日本宪

兵又逮捕了林凤珍，连同两个女儿一起

押送长春监狱。林凤珍在狱中多次受到

严刑拷打，但她始终恪守对党钢铁般的

承诺———“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

材里”，没有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

从 1920 年建立到 1937 年被破坏，

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的地下交通

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历

尽艰辛护送革命同志安全出入中苏国

境，传递重要信件、情报和资金，用鲜血

和生命筑起了一条红色之路。

渊于美丽 宋默华冤

红色之路———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战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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