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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5 年 12 月 至 1946 年 5
月下旬国民党军侵占郑家屯为
止，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反奸
清算，打击敌伪残余取得战果。
辽 源 、双 山 两 县 共 清 算 斗 争 汉
奸 、特 务 和 恶 霸 地 主 分 子 110
人。其他罪恶较小，认罪态度较
好 ，交 出 敲 诈 勒 索 群 众 的 财 物
后，均从宽处理。经过反奸清算
斗争，辽源、双山两县在积极分
子中发展党员 100 余名，提拔干
部 60 余名，并建立起 13 个区政
权，25 个村政权。

梨树县民主政府清算了一
贯效忠日本侵略者、欺压百姓的
伪县长崔宝山(本人在逃)和家在
梨树县的伪满热河军管区中将
司令官王永清，枪决了罪行累累
的伪警察署警务课特务吴振中，
没收了他们的全部家产，分给了
人民群众，榆树台、喇嘛甸、小城
子等区的清算斗争也开展起来，
先清算了霸占妇女的恶霸杨晓

岚和伪村长钱万清等人的大批
财物，分给了人民群众。怀德县
（北县）也在 1946 年开展了反奸
清算运动。县委派出工作队，以
大 自 然 屯 为 重 点 ，深 入 发 动 群
众，明确重点目标和对象，把罪
大恶极的反动势力除掉。先后
镇压了日伪警察、宪兵、汉奸、国
民党特务和恶霸分子 41 人。

反奸清算斗争有着重要的意
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残余势力，
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
础；启发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在
增加群众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
群众的阶级觉悟；发现和培养了

一批积极分子，提拔了一批土生
土长的新干部，发展了新党员。
四平市建立了 6 个区委、区政府
和 150 余人的公安队，军分区直
属 部 队 和 县 大 队 、区 中 队 共 有
2000 余 人 ，地 方 新 老 干 部 共 有
400余人。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发
展壮大了地方武装，收缴了散在
民间的武器弹药，武装了各地县
保安大队、区中队，对于清剿土
匪、维护治安，保卫地方政权和人
民 生 命 安 全 ，都 起 到 了 很 大 作
用。反奸清算斗争，发动了群众，
教育了群众，为开展以后的土地
改革准备了条件。 （未完待续）

曹纬 1924 年生于山西省隰县，
原东北民主联军一纵一师一团组织
干事、营教导员，一级战斗英雄。在
四 平 攻 坚 战 中 英 勇 牺 牲 ，年 仅 23
岁。

1947 年 6 月，四平攻坚战打响。
这 是 东 北 民 主 联 军 首 次 以 强 大 兵
力，对敌重点设防城市的一场硬碰
硬恶战。时任营教导员的曹纬按战
前部署，带领全营猛打猛冲，迅速攻
占守军第三守备区核心——保安十
七团团部大楼。敌军组织反击，企
图夺回大楼。炮弹发出尖锐的呼啸
声撕破了战场空气，天上飞机疯狂
扫射，子弹带着死亡气息向下倾泻，
轻重机枪、步枪、冲锋枪……各种武
器同时开火，硝烟弥漫，大地颤抖。
在守军的立体火网中，我军付出很
大代价，营长、副营长相继负伤。震
耳欲聋的炮击过后，守军装甲车出
现了，最近装甲车离指挥战斗的曹
纬只有 300 多米。像蚂蚁一样的步
兵，跟在装甲车的后面，冲向我军阵
地。曹纬临危不乱，指挥战士们沉
住气，等敌人靠近了再打。随即他
瞄准一名站在装甲车后面的尉官，
一枪将其击毙。接着，曹纬又瞄准
一个趴在地上的重机枪手，一枪毙
命。战士们效仿曹纬，瞄准射击，敌

军纷纷溃逃。见此情景，曹纬立即
组织战士们集中火力向敌兵猛攻。
正在英勇冲杀之时，一颗子弹从侧
面飞来打进曹纬胸膛，英雄教导员
曹纬为四平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
生命！

刘白羽老人在遗嘱中写道：“我
牢记着无数新世界的创造者，特别
是在四平攻坚战中的曹纬。”“四平
突破口怎么也打不开，司令员叫来
曹纬，向他下命令，他带着一股英雄
气质，跟我握了一下手，大踏步向火
线走去。不久，一个参谋让我接电
话，是曹纬部队打来的。他到前线，
奋 臂 高 呼 ，打 开 了 突 破 口 ，就 在 这
时，一颗流弹击中胸膛，他牺牲了。”

曹纬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
却 深 深 地 影 响 了 刘 白 羽 一 生 。 他
说：“我遇到多么大坎坷，多么大灾
难，曹纬都在我心灵中呼唤，一定要
作一个光明正大、宁死不屈的合格
的共产党人。”

终生铭记英雄的不仅有刘白羽
老人，还有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我
们。英雄生命虽然短暂，但“捐躯赴
国难，誓死忽如归”的伟大爱国主义
精神却可以光照千秋。把英烈铭记
于心，我们的心灵将更加明亮，我们
前行的脚步将更加铿锵有力。

四平保卫战结束后，东北民主
联军退守北满及东满、西满、南满部
分地区，因为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曾
一度陷入艰难境地。农民对根据地
建设十分重要，在随后的一年多时
间里，通过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
和剿匪斗争，广大农民获得了梦寐
以求的土地，做到耕者有其田，居者
有其屋，从中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
为人民而斗争的磅礴力量。广大农
民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为保卫胜利
果实主动参战。据《东北解放战争
大事记》一书中记载，在历时三年的
东北解放战争中，共有300多万农民
参加战勤工作，160多万青年农民参
军参战，使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
起深厚的民众基础，做到了植根人
民。

四战四平期间，人民群众对我
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开展了强有力支
援，依靠共产党获得土地的广大农
民知道，只有尽心尽力帮助东北民
主联军彻底打败国民党，才能保住
分到手的田地房舍。于是，他们在
巨大的革命热情驱使下，主动参与
到这场自卫战争中，他们出力、出
人、出钱、出粮，支援东北民主联
军。用宽厚坚实的脊梁负担起民主
联军庞大的后勤保障。东北三年解
放战争期间，东北农民共交纳公粮
600 多万吨。从鸡鸣天亮到月挂高
空，解放区农民送粮大车不绝于
途。解放区人民忠实履行《东北解
放区爱国自卫战争勤务暂行条例》
的规定，积极参加战勤大队，跟随主
力部队转战南北，往前线运送弹药、
食品，向后方转运伤员。根据地人
民不断掀起劳军热潮，向民主联军
捐赠大批军粮、军鞋、军草、干菜、肉
类、现金等。在四平收复战中，梨树
县榆树台镇黄家窝棚村村民黄永，
用花轱辘大车给解放军运送给养、
炮弹。解放军某炮兵部队当时住在
他家，且与一家人相处得非常好。
会做木匠活的黄永经常帮助解放军
修理炮车。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展陈

的文物中，有一根四平市民苏殿武
保存多年的扁担，在四平保卫战中，
他曾用这根扁担给民主联军送饭、
送水、作战物资，一直用到扁担折断
都舍不得扔。

当年一份支前统计表中收集了
1946 年 8 月到 1948 年 3 月四平收复
站期间的支前数据。当时为解放区
的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
省、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区，按一
个县城一般拥有十至二十几万人来
推算，各县平均出动战勤民夫一万
人以上，这就是人民的力量。在伤
亡重大的四平攻坚战中，双辽县共
出担架900多副，民工600多人，大车
300多辆。全县17岁至50岁的群众
几乎都编入了战勤小组，平均每天
接运伤员近200多人，最多一天接运
伤员 1600 多人。此次战役，洮南县
担架队为了更快地转运伤员，将本
来六人一副的担架改成四人一副。
他们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在风雨
中抬着担架奔波，有的人被地雷炸
伤了，有的人鞋跑坏了，光着脚跑，
十天运送伤员30多次。四平战地兵
站部为此特致函洮南县政府为他们
请功，战后这支担架队被评为模范
担架队。在四平收复战中，黑龙江
省一个担架队出动了300多副担架，
共从火线中运出伤员700名，时逢初
春的一场大雪刚刚融化，雪水没脚，
很多担架队员的棉鞋底都被泡烂
了，他们干脆光脚抬着伤员跑，有的
人因此落下了终身病痛。有的担架
队员脱下棉衣盖在伤员身上，自己
穿着单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民工
们在漫天炮火、枪林弹雨中爬冰卧
雪，出生入死，抬担架、送弹药、抢救
伤员、打扫战场，有的人还拿出自己
仅有的一点钱给伤员买饼干、鸡蛋、
纸烟。四战四平中，支前民工中有
负伤者也有牺牲者，这场战争的胜
利有着他们一份人民永不会忘怀的
功劳。

解放区妇女日夜为部队赶制军
鞋、棉衣。1947年，仅哈尔滨市就交

纳军鞋23万多双。农民响应政府号
召，为民主联军晒干菜，嫩江省1947
年晒干菜 15 万斤。从前，农民或者
是因为穷困，或者因为摊派壮丁而
被迫当兵，而依靠共产党获得了土
地、车马、房屋的农民，在巨大的革
命热情的驱使下，自愿走上了保家
保田的战场。1947 年夏季攻势后，
为了迅速补充四平攻坚战中严重减
员的主力部队，辽吉省委发出动员
青年参军紧急通知，解放区掀起了
空前的参军热潮。七天内，辽吉腹
地的12个县就有9000多人报名参加
主力部队，参军青年骑着马，带着大
红花游街，沿途群众为其敬酒，热烈
欢送参军青年走上保田保家的战
场。

据不完全统计，东北三年解放
战争期间，有160多万东北青年参加
了东北民主联军。其中作为老解放
区的合江省、嫩江省参军人数占当
地人口总数的4.5%。哈尔滨市香坊
区参军人数高达本区青年总数的
63%。1945年底，10万八路军、新四
军进入东北时，是清一色的关里子
弟。而到了 1948 年底，第四野战军
百万大军出关南下时，这支部队则
成为一支兵强马壮的东北子弟兵。

反观国民党军一方，1947年5月
16日，其 71 军主力 88 师、91 师在怀
德黑林子镇被东北民主联军一纵
队歼灭。战后，各师先后给军部打
报告，说明战死和失踪人员数，请
求给予补充。笔者查阅 71 军档案，
1947 年 5 月，88 师司令部给 71 军军
长陈明仁报告中写道，“此次本师
在同共军作战中，各级干部伤亡甚
重，亟待整补人员。呈团、营、连长
伤亡报告，请鉴核。”而国民党兵源
主要靠抓壮丁强征而来，在我东北
民主联军开展的土地改革等一系
列赢得民心的局面下，尤其是东北
解放区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国民党
失去民心，兵源很难得到补充，战
斗力大为下降。

四战四平的胜利，再一次验证

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
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
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
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
的。”这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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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纬，刘白羽终生铭记的英雄
黄诗泽

第三编
四平党组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1949年9月）

党史

“悖椤树下一掬泪，我以我心奠英
灵，战火开天辟地后，四平千古更英
雄。”1991年8月，战地记者刘白羽来到
四平故地重游，谈到曹纬烈士时，挥笔
写下这四句诗。

在伟大的解放战
争史中，记载着一场从
1946年3月至1948年
3月国共双方军队四次
血战四平的战斗。在
这场战争中，人民群众
用担架、大车和汗水为
我军前线提供了充足
的粮秣、可靠的战勤、
不竭的兵源，使我军赢
得了四平之战的最终
胜利。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
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
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
打不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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