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亭伏击战：军民结合的模范战例

苏亭战斗，是八路军第 129 师 385

旅 769 团 1 营 3 连为破击日寇运输补给

线，于 1942 年 5 月 30 日，与民兵配合在

山西辽县苏亭附近进行的一次伏击战。

这场战斗是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密切

协同配合创造的成功战例，也是以极少

代价换取较大胜利的一次模范战斗。

料敌于前袁侦察敌情

1942 年 5 月 24 日，日寇对根据地

进行连续合击后，又以南艾浦、十字岭

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25 日，129 师第

769 团 1 营第 1、第 2 连坚守南艾浦，第

3 连及团警卫排坚守十字岭，分别打退

日寇多次进攻，安全掩护八路军总部和

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突出重围。八路军

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部队突围作战中，

于十字岭壮烈牺牲。

26 日，第 3 连转移到辽县扣拐儿镇

后板峪村。后板峪山上的群众在反“扫

荡”的间隙中，抓紧生产、支前，妇女们把

野韭菜包子送给连队，干部和民兵将手

中的子弹无偿地支援第 3 连使用。后勤

保障上粮弹有继，使第 3 连“如虎添翼”。

虽然在几次战斗中连队减员较多，集中

起来也只有七八十人，但大家士气仍然

非常高昂。虽然大家很想打个大仗，但兵

力实在有限，不敢贸然行动。为切实掌握

情况，第 3 连派遣侦察人员同地方武装

一起侦察敌情、掌握民情，与区武委会主

任和村长了解当地地方武装、民兵组织

和敌人活动情况。28 日晚，外出探点的

侦察员与两名老乡送来栗城敌工站侦知

的可靠情报：栗城日军 300 余人携民夫

和甚多骡马，将于 30 日经柏官寺、苏亭

回辽县县城。得知情报的第 3 连满怀对

敌人的仇恨，及时联系县大队和区小队

等地方武装力量，积极做好战前的一切

准备，就等着杀日军一个片甲不留。

共商大计袁精细设伏

769 团 1 营教导员在与第 3 连指挥

员分析敌我情况后，决心以伏击手段打

击敌人。连队请来乡、村干部，了解周边

敌人的活动规律，共商伏击敌人的作战

计划。之后，同区武委会主任、沐池村村

长带领民兵化装成老百姓，去苏亭镇东

寺垴一带实地侦察地形。大家分析认为，

苏亭谷地为敌人运输队必经之路，地形

崎岖狭窄，东有悬崖，便于我使用滚石，

公路转弯处又利于我军发挥火力；敌人

进入谷地很难向我两侧迂回，而我伏击

部队则居高临下，易于隐蔽和观察敌情；

且距敌人据点辽县不到 5 公里，敌人很

容易麻痹。根据这些现实情况，指挥员

遂定下决心，以伏击手段打击敌人。

第 3 连充分贯彻毛泽东在《论持久

战》中的“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

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

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

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

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这一战术

思想，果断决心以苏亭镇以东山地为主

战场，在当地民兵配合下设好埋伏：以 3

连（欠 3 排）协同辽县 7 区民兵在苏亭镇

一带设伏，以该连 3 排在煤窑沟设伏，

担任杀伤阻敌与消耗敌之运输部队任

务。民兵主要担任观察、报知，解决战斗

员不足的问题。车上铺民兵 10 余人配置

在沐池以东山地各个小山头，担任对辽

县方向的警戒；沐池民兵 30 余人位于

掷弹筒班附近，搬集大石头，准备以滚石

打击敌人；东寺垴、柏官寺民兵 20 余人

配置在柏官寺以北山地；东叫沟民兵负

责埋设地雷。同时，第 3 连派有战斗经

验的骨干做技术指导，配备加强民兵设

伏点。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着来个“瓮

中捉鳖”。

军民互助袁伏击制胜

30 日中午 12 时，柏官寺北高地观

察哨民兵发来信号报告：日寇 300 余人

正沿公路北上，其主力已通过柏官寺。第

3 连和各路民兵迅速隐蔽进入预设阵

地，到 13 时 50 分，敌人已全部进入我伏

击圈。战斗信号发出后，民兵主要负责推

滚石、扔炸药包等杀伤敌人，并以烧烟、

插红旗、放土炮、放鞭炮等动作迷惑敌

人。当敌人大部奔向视线开阔的河滩时，

立即陷入我方的轻机枪、掷弹筒及步枪

的猛烈交织火网内。战斗仅 20 余分钟，

日寇便死伤大半，其余狼狈地向沐池村

方向逃窜，八路军以火力尾追敌人，沐池

村以东山堤民兵，亦趁机以步枪杀伤敌

人。直至 15 时左右，日军才纠集残部，向

我伏击区反击。但此时，按照“快打、快

撤、不恋战”的策略部署，第 3 连和各村

民兵已胜利完成隐蔽转移。3 连官兵让

民兵完全撤下来后，部队才往后山转移，

确保民兵没有伤亡。

整个伏击战中，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

密切配合，体现了军民互助、血肉相连的

关系，取得了较大的胜利。129 师刘伯承

师长后来总结说：“这一段部队最好的伏

击战例，就算是在辽县、黄漳补给线上之

苏亭。我以两个排兵力并领导民兵伏击了

归巢之敌约三百余人，毙伤敌一百四十余

人、骡马八十余匹，我仅伤班长 1 人，亡战

士 1人。”苏亭伏击战，是一次以弱胜强的

战斗，也是一次军民联手克敌制胜的战

斗，更是人民战争所取得的胜利。

渊田碧 匡小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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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鲜血洗刷民族的耻辱
———河北省容城县烈士塔碑文敬读

容城县烈士塔位于河北省雄安新

区容城县城内金容中街老礼堂院内，始

建于 1946 年，1947 年被敌人破坏。1966

年重建，占地 1156 平方米。烈士塔通高

8 米许，正面镌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

个毛体大字，背面刻有《重修革命烈士

纪念碑说明》。烈士塔下方有四面塔碑：

前面刻有《不朽的功业———献给我们的

烈士》碑文附记，另三面镌刻着 298 名

烈士名字。基座平台四角建有四座小侧

翙碑，分别记载任凤 、杨瑞森、文光斗、

宋玉科等 9 位先烈的英雄事迹。碑文附

记全文如下：

熬过长夜袁盼见天明遥 八年来袁咱们

受苦受难在一起袁 工作战斗在一起袁为
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要要要争取民族解放尧
人民战争的胜利袁 坚忍一切残暴的重

压袁向民族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遥
而你们袁 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

女袁走在大伙的前头袁英勇顽强袁冲开

浓雾袁划破夜空袁在革命光辉要要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袁 你们寻见自己的

道路袁 使用一切武器袁 直捣敌人的心

脏袁用鲜洁的热血洗刷民族的耻辱袁更

不惜以宝贵的生命换取民族的永生袁
人民的解放遥

在野容徐冶野容白冶两条公路上袁深刻

着你们无数次英勇的战绩袁 拒马河袁大
清河袁已记取你们作战的英姿袁将永远

奔腾歌唱遥 亲爱的烈士同志们浴 你们的

光辉将永恒照耀着你们已获解放的故

乡要要要容城一百六十个村庄袁容城十六

万人民遥 从稚子到白发袁从白发到稚子袁
无分男女袁 将辈辈传颂你们勇敢的名

字袁在他们欢笑的生活中袁流滴感激的

热泪遥

你们的功业是不朽的袁 你们的精神

将永生浴
我们度过漫漫长夜袁不只八年遥八年

前袁革命的拓荒者袁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

英勇牺牲于反人民的刽子手刀下的烈士

们袁更使我们追念遥你们是容城人民解放

的最先锋袁 你们为后继者开辟出一条明

光的先路遥
八年后的今天袁抗战胜利袁和平即

将实现袁而反人民的刽子手袁仍不忘其

八年前的故技袁 使我们不少忠于民族尧
信守和平的同志袁不死于日寇袁而死于

那些反动者之手袁这使我们内心更充满

深沉的悲愤浴
天已微明袁但还要走一段艰难曲折的

历程遥 亲爱的同志们袁你们已经留下最好

的榜样袁斗争不屈袁胜利一定属于人民浴
中共容城县委

容城县政府

容城县保安大队

容城县工农妇青文各团体

容城县人民武装委员会 同献

碑文概括了容城县军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向封建势力、日本法西斯主义

英勇斗争的动人事迹，记载着革命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光辉形象和

丰功伟绩，是一篇激情澎湃的战斗檄文，

一笔一淌泪，一字一滴血，一碑一精魂，

读后令人肃然起敬、感动不已。

容城县是革命老区县之一，抗日战

争时期属于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中的三

角地区。三角地区，就是北平、天津、保定

三城市的中间地带。南有大清河、白洋

淀，西北有北平和平汉铁路，东北有天津

和北宁铁路。三角地区的形势直接影响

到华北的整个战局。

1938 年 5 月，吕正操的冀中人民自

卫军和孟庆山的河北游击军正式改编为

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创

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的三角

地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

量的大旗。冀中军民为了民族生存，在犬

牙交错、往返拉锯、你争我夺的三角地展

开了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奋力搏

杀。吕正操等在冀中开创的抗日根据地，

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平津、南

至沧（县）石（家庄）路之间，成为晋察冀

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

年，在庆贺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

成立 3 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坚持

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

争的模范。”

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

后，日本侵略军急于变华北为“大东亚

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首先确保冀中，

于是派冈村宁次纠集了 5 万多兵力，从

1942 年 5 月 1 日起对冀中进行了空前

残酷的大“扫荡”。日伪军修起 1700 多

个据点，修筑 7500 多公里公路、4000 多

公里封锁沟，把大平原分割成 2000 多

块，冀中成为“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

路，无村不戴孝，到处冒狼烟”的恐怖世

界。容城军民挖地道 53 里、交通沟 422

里，运用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

多种人民战争的方法和战术，进行较大

战斗 29 次，毙伤敌人千余名，俘敌 77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及其他战利品，开

创了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冀中地道

中，有容城县烈士塔镌刻的尹景芬、周

文俊等多位烈士饮弹殉国时洒下的汗

水与鲜血。

碑中记载的几百位烈士，是冀中红

色革命史中一群可歌可泣、舍生取义、永

不叛党的铮铮铁骨：威震敌胆、血洒桑梓

的容三区抗日武装队长孔德明，人民一

直用《十想》小调颂扬他的英雄事迹；宁

翙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任凤 ，在被敌人折

磨喂毒、神经错乱，赍志以殁前，嘴里一

直重复一句话“共产主义是好的！”后人

赋诗一首表达对英雄的无限怀念：“拒马

河水浊浪翻，残松弱柳不胜寒。英雄毕生

求真理，壮士全力除弊端。屡遭缧绁心不

转，久陷囹圄志弥坚。晨曦可见身先死，

一代风流不能眠”；砸盐店、举义旗，被敌

人割下首级悬新城南门示众多日的文光

斗；明代忠良后人、敌区神八路杨瑞森；

神奇“飞毛腿”、英雄小八路宋玉科；掩护

战友突围、誓以身躯保轩辕的刘济民

……冀中，这片烈士们洒过血、流过汗的

土地将永远铭记———中华优秀儿女用生

命书写的困顿与搏击、顽强与悲壮、血性

与柔情、坚毅与忠贞。

渊闫丽丹冤

中华英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有

一本原沈阳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颁发给

雷锋的汽车驾驶执照。这本驾驶执照

为对折式，左内页印刷有注意事项，右

内页有雷锋的照片和手写的姓名、部

职别、性别、年龄、发照单位等信息。它

的字迹虽有些褪色与模糊，却浸染着

岁月的光辉，见证了雷锋的成长。

雷锋是在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里

成长起来的。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他说：“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瓦砌

起来的，我们何不做这一砖一瓦呢！”

1958 年，18 岁的雷锋在湖南望城

县团山湖农场工作时，学会了驾驶拖

拉机。为尽快掌握驾驶技术，他总是第

一个来到拖拉机旁，一边擦拭，一边观

察结构。3 月 16 日，雷锋在《望城报》上

发表了《我学会开拖拉机了》一文。他

在文章中说：“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

来报答党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一定努

力钻研，勤学苦练，克服一切困难，忘

我地工作，争取做望城县的第一个优

秀的拖拉机手。”负责教雷锋的师傅看

出雷锋是个勤奋好学、有股子韧劲的

年轻人，就把自己的驾驶技术和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雷锋很快就熟

练驾驶拖拉机，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

拖拉机手和望城县第一代年轻的拖拉

机驾驶员。

11 月，雷锋积极响应号召，来到鞍

山参加建设鞍山钢铁厂的工作。在安

排工作时，负责同志看到雷锋的表格

里写着会驾驶拖拉机，于是，将他分配

到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驾驶推土

机。那时的鞍钢正缺少推土机驾驶员，

雷锋愉快地接受了工作安排，并说：

“我就甘当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发挥作用！”从一开始起，

雷锋就认真听师傅讲推土机驾驶操作

技巧。他每天早来晚走，当师傅做检修

维护时，雷锋总是凑到跟前，学习了解

拖拉机的构造和性能原理，想着能够

尽快地驾驶它，为建设鞍钢出一份力。

雷锋在鞍钢工作的一年多时间

里，3 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 次被评

为标兵、18 次被评为红旗手，还荣获鞍

山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荣

誉。后来，人们给雷锋驾驶过的这台推

土机取名为“雷锋号”。

1960年 1月，雷锋参军入伍的梦想

终于实现。新兵连结束后，他又顺理成章

地被分配到运输连，成为了一名汽车兵。

为了能够使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合

格的驾驶员，雷锋努力钻研汽车理论和

驾驶技术，并做了大量的学习笔记，画

下一幅幅汽车结构草图。

当时，训练班车少人多，雷锋就带

领战友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动手制

作了一个“模拟驾驶台”，并和大家一起

进行操作练习。由于雷锋原本就有很好

的驾驶基础，加上平时勤学苦练和刻苦

钻研，他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通过了

驾驶员考核，在连队新兵中第一个通过

考核、拿到驾驶执照。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珍藏的雷锋驾驶执照，正是雷

锋这段经历的生动见证。

在运输连，雷锋驾驶的是一辆苏联

生产的嘎斯 51 型载货汽车。这辆汽车

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使用，分配给雷锋

驾驶时，已经相当陈旧，零部件磨损严

重，不仅经常出现故障，更是有名的“耗

油大王”。别说新兵，就是连队的老兵对

它也是敬而远之。然而，雷锋却主动要

求驾驶这辆“耗油大王”。他想尽办法精

心保养和维护车辆，用心钻研如何更好

地发挥车辆效能、节省油料消耗等，不

断提高自己的驾驶水平。他曾创下 8 个

月安全行车 20346 公里的纪录。他坚持

不带故障出车、不留隐患过夜。他还总

结出了多条安全行车措施，让车辆始终

处于最佳状态，使这辆有名的“耗油大

王”变成了全连的“节油标兵车”。

这本驾驶执照，不仅见证了雷锋作

为一名优秀汽车兵忠诚使命、朝气蓬勃

的军旅人生，也承载着雷锋传递给人们

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渊缪炳法冤

军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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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琢：井冈山骁将

雷锋的汽车驾驶执照

苏亭伏击战遗址

军民协作

位于湖南省石门县磨市镇王官

桥村的王尔琢烈士故居，是当地重

要的革命遗址，已于 2019 年修缮一

新。位于故居内的王尔琢烈士雕像，

庄严肃穆。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人们前往烈士故居参观瞻仰，

学习王尔琢烈士的光辉事迹。

王尔琢，1903 年生，湖南石门

县人。1920 年考入长沙省立甲种

工业学校，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

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 1 期，同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学生队

分队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

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

年参与国民革命军第 3 师的改编

工作，任东路先遣军党代表，参加

北伐战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 3 军

26 团党代表。1927 年任国民革命

军第 4 军 25 师 74 团参谋长。同年

8 月，率该团重机枪连参加南昌起

义。起义后任第 74 团团长，随部队

南下广东。10 月底，南昌起义军余

部整编成一个纵队，王尔琢任参谋

长，与朱德、陈毅等率部转战闽粤

赣湘边，坚持武装斗争。1928 年 1

月参加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

军第 1 师参谋长。

1928 年 4 月，朱德与毛泽东

部队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中国

工农红军第 4 军参谋长兼第 28 团

团长。他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红

4 军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

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发

动的第二、三、四次大规模“进剿”。

王尔琢率 28 团英勇作战，成为纵

横井冈山的一员骁将，为保卫和发

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

贡献。同年 8 月 25 日，在江西崇义

思顺墟追击叛徒时，英勇牺牲，年

仅 25 岁。

在为王尔琢举行的追悼会上，

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他为革命

所作的贡献。会场上悬挂着由毛泽

东拟稿、陈毅书写的挽联：“一哭尔

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

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

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

2009 年，王尔琢当选“100 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

雄模范人物”。

“王尔琢是从石门老区走出去

的著名英烈，是中国工农红军优秀

指挥员。他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生动阐释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

信仰追求，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不怕牺牲的革命豪情。”石门县党

史研究室副主任刘狂彪说。

石门县位于湘鄂边界，武陵山

脉东北端，地势险、海拔高，曾被纳

入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如

今，石门县脱贫摘帽，昔日“穷山

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

年底，随着安慈高速公路石门至慈

利段建成通车试运营，石门县结束

了不通高速的历史，奋进在高质量

发展的大道上。

渊柳王敏冤

王尔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