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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铁路锄奸保卫战
赵志军 乔新

徐树绵发觉叛乱阴谋已败露，当即找姚朋
汉、王子臣研究对策，指示徐树贵、赵普等人连
夜将家属送往景家台，并派韩德贵等30余名叛
匪把守路口，盘查行人，打死自治军侦察员李秋
农，扒光衣服，砍下头颅，挂在街上示众。并勾
结怀德县叛匪汲寿柏匪帮300余人在景家台大
榆树屯抢劫车马，准备攻打伊通县城。营城子
公安分局长王亚东接徐树绵的电话后，在天德
泉烧锅召开会议，制定叛变计划，并带领宋奎武
同国民党先遣军东北行营三十三师联络员到太
平桥会见师长陈惠民，经密谋后，第二天在天德
泉烧锅院内集合30余人，由王亚东宣布正式投
降国民党先遣军东北行营三十三师。

在叛匪徐树绵和王亚东的勾结下，1946年1

月2日夜，国民党“中央先遣军”(群众称大靰鞡
脚队)五六百人进犯伊通街，从东南北三面实施
包围。4日早4时左右，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集中
攻打驻守南门、西大岭太阳庙和西烧锅的守城部
队。顷刻，从东南角打开缺口攻进县城内，占据
了王兰廷大院，接着占领了箭亭子、旗修庙。

守城部队是东北人民自治军独立二团，在团
长齐连升、张胜明的指挥下，坚决反击，顽强战
斗。省委担心新兵缺乏战斗力，不能击溃敌人，
同时担心内部有坏人乘机发难。于是，决定调省
军区警卫营到伊通增援。刚完成剿匪任务、正在
磐石整休的吉林军区警卫营接到命令后，营长江
河率领1个连，急行军于5日拂晓赶到伊通，警卫
营顾不上疲劳和饥饿，立即投入战斗。

在独立二团和军区警卫营干部战士的奋勇
反击下，到5日午，全部击溃了敌人。但江营长在
战斗中不幸被流弹击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
这时，吉林军区司令员贺庆积率领部队乘两辆汽
车载着大炮由岔路河赶到伊通，在东门外正遇上
从景家台赶来的援敌当即将其击退。三天三夜
的伊通保卫战取得了胜利。这场战斗活捉敌团
长常义生以下 70 余人，其中有日本人 40 余人。
自治军指战员46人光荣牺牲、10人负伤。

梨树地区的剿匪斗争 榆树台是梨树北部
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梨树光复后，“天
下好”匪首王永清从梨树逃到榆树台，在这里成
立了地方维持会，任伪官吏杨晓岚为会长，原警
察署长范振铎和郑玉生是维持会的骨干，他们

勾结“四季好”“五洋”“北来好”等土匪，网罗汉
奸特务，组成所谓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八师
第八支队共200余人，盘踞在榆树台。这支土匪
气焰十分嚣张，强迫过往行人向国民党青天白
日旗行礼。市民杨维臣、齐铁民拒不服从，竟被
残忍枪杀。为消灭这股反动武装，1945年11月
2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辽西军区保安一四六团

一个营，在梨树县武工大队的配合下，开始攻打
榆树台。拂晓前保安团从西门发起攻击，当敌
人发觉时，保安团已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
战。经过一天的激战，匪徒死伤大半，剩余70人
逃往辽河方向。县委宣传部长马庚带领县委工
作人员等组成“梨树县委工作队”接收了榆树
台。 （未完待续）

郑家屯停车场 护路军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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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更是东北根据地开辟和建设的“大动脉”。在东北解放战争
中四平、郑家屯、哈尔滨等编组站承担了运送军用物资的重要职责，为四平战役和东北解放战
争的胜利提供有力保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对铁路的争夺已成为争夺东北的一个斗争焦点。国民党军事
上占领南满、东满等地后，派精兵强将组建护路和警备机构，防范我军对铁路的占领。在其军事
力量薄弱的北满、西满则派遣特务勾结反动地下党团、日伪残余势力打入我党我军内部，发展组
织、搜集情报、破坏捣乱，以策应军事进攻。国民党潜伏在东北的骨干分子“八·一五”光复后纷
纷出笼，在各大路段广泛发展团体，成立“铁路复兴会”“铁友会”“科技会”“申友会”等外围组织，
利用当时东北群众的落后意识，控制“三番子”等封建行帮组织，配合派遣特务大肆活动。对此，
中共东北局领导根据地居民进行斗争，东社部和东北公安总处积极开展铁路锄奸保卫工作。

1946 年 4 月苏军撤离东北后，东北民主联
军和北满、西满各地人民武装集中力量，迅速
铲除了把持铁路领导权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缴
械和遣散了国民党护路武装等机构，组建了东
北铁路总局及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铁路
管理局。分别成立了护路军司令部，同年 6 月
建立了东北铁道司令部，投入了七个团兵力，
除担任沿线守卫和剿匪任务外，还对各段、站、

厂派驻军代表，掌握运输生产，组织工人纠察
护厂护段、维护治安秩序检查违禁走私、防范
打击敌特和盗匪。

由于当时干部少，只能联合当地公安机关共同
摧毁铁路内部的四个反动党部，同时在铁路沿线城
镇打掉24个特务小组，另外组织动员广大员工积
极配合部队清剿进犯铁路的建军土匪，击溃了建军
土匪对铁路的袭扰和破坏。

1946年6月，东北敌我斗争进入相持阶段。此
间，国民党为配合其军事进攻，加紧在铁路实施党特
及内奸活动。这一时期，在东满、牡丹江、三岔河等地
不断制造撞车、炸桥、烧枕木、破坏机车与器材等严重
事件。为了保证铁路军运、粮运、民运的安全，东北局
于1946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锄奸工作指示》，指出
敌人在铁道沿线曾用极大力量建立特务组织，为了
肃清敌人，应在铁路沿线建立点线工作。

沿线各城镇车站由当地党委负责，每处首先
布置1至3人，每3人编一组，负责侦查肃清沿线特
务奸细，以便战时能切实封锁消息，保护我军在铁
路交通上的安全。

1946年11月，东社部派干部深入牡丹江铁路
开展锄奸工作。牡丹江铁路国民党势力共有三部
分，牡铁特别党部、牡市党部特别系统、各地潜入
的敌特分子，其中有6人混入共产党内部。一人担
任支部书记、机务段军代表要职。我军接受牡铁
后，敌特分子转为秘密活动，与敌长春指挥机构保
持密切联系，开展多项反动活动。破坏铁路器材，
虎山站站长依宝元企图让火车出轨，堵死山洞、数
次割断全线变压器电线，在发报机底下垫纸，使电
报无法发出，电话经常不通。消极怠工隐藏器材，

电务段长梁鸿昌故意拖延工作，在苏军回国时，党
特头目公开号召隐藏器材准备让国民党来接收。
收集情报、隐藏武器、调查军事运输情况，横道河
子党特分子埋藏十余支枪。发展组织建立外围，
从牡丹江到绥芬河，一面坡北到佳木斯均采取逐
站发展策略。站长、股长，科长以上几乎都是党
特。铁路学院的学生，国民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以
上。此外，敌特分子还制造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破
坏劳模运动、打击积极分子，不择手段阻碍我党在
铁路开展工作。

我铁路公安机关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有力打
击。1947年1月18日，东社部发出《铁路锄奸保卫
工作指示》后，为使公开执法与秘密侦查工作和工
人群众运动与行政领导更加密切结合，东北铁路
管理局设立公安处，各铁路管理分局设立公安分
处，各铁路办事处设公安特派员，各车站建立点线
工作，布置秘密锄奸工作。

从1946年5月到1948年2月，根据东北铁路总
局党委对内部锄奸工作要求，哈尔滨、齐齐哈尔、牡
丹江铁路均派出锄奸工作团，深入各地开展锄奸工
作，为锄奸侦查调查工作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线
索，查清破获了一批隐藏在铁路内部的党特组织。

1947 年 5 月至 1948 年，随着东北
军事斗争胜利，大片沦陷区回到人民
手中，解放区的铁路线也回到人民群
众手中。据新华社 1947 年东北前线
27 日电：“郑家屯方面，东北民主联军
一部，继 22 日收复通辽后，续于 24 日
收复八面城，进占老四平。守敌分向
昌图、四平逃窜。民主联军另一部乘
胜收复去年曾歼敌 87 师之大洼（八面
城西南）。至此，东起老四平，西至通
辽 300 余里之铁路线已全部为人民所
掌握。”国民党完全陷入东北军民的铁

壁合围中，退守沈阳、长春、锦州几个
孤立的据点，党特活动越加猖獗。铁
路是敌特破坏的要害，撞车、烧车皮、
炸货场、窃取军事情报，引导敌机轰炸
车站、埋设地雷、制造机车事故、偷走
毁坏机件等事件不断发生，严重破坏
和威胁铁路运输安全。为了打击敌特
破坏猖獗气焰，保护铁路畅通，支援前
线战争，1948 年 7 月 31 日，东北局做出
加强铁路公安组织工作，统一锄奸保
卫与护路工作决定。铁路公安机关直
接 负 责 铁 路 锄 奸 治 安 、武 装 护 路 工

作。铁路公安组织全路设东北铁路公
安处，统一管理全路之锄奸、治安、执
法护路工作。各铁路管理局管区设立
铁路公安局，郑家屯、梅河口暂设铁路
公安分局。凡设车务段、列车段之处
均设铁路公安段。重要车站、大型铁
路工厂及重要桥梁山洞，各设铁路公
安驻在所。铁路公安部队要严守山
洞、桥梁，防匪防空，押车、警戒，维护
铁路治安秩序。铁路公安处统一编制
部署，统一指挥、统一教育计划，实行
分散担负任务。

解放战争期间，特别是进入战略
反攻时期，东北铁路局担负着繁重的
军事运输任务。仅从辽沈战役准备工
作开始到胜利结束，东北铁路西部和
东部铁路运输线共开出军列 681 列，
19561 辆，运送各种作战物资 58 万吨，
为支援前线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民主联军于 1947 年发起秋
季攻势，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面临全
面崩溃局面，占领区只剩下长春、沈
阳、锦州段几个孤立据点。根据辽沈
战役部署“围锦打援”的战略，东北野
战军迅速包围锦州。蒋介石为了挽
回败局，一方面派兵增援锦州，另一
方面派飞机日夜轰炸东北解放军的
铁路运输线。为了保证军运顺利进
行，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铁路局按照东
北野战军司令部和东北铁路总局的
命令，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
就修到哪里，解放军到哪里，火车就
开到哪的战斗口号”。广大干部员工
和铁路公安机关、公安部队干警积极
投入保卫军运工作中。东北野战军
总司令部和东北铁路总局联合组织
军事运输委员会，分别在梅河口、郑
家屯设立军事运输委员会，哈尔滨、
齐齐哈尔、牡丹江、海拉尔、郑家屯
铁 路 分 局 分 别 成 立 了 军 委 领 导 小
组，全力保障军运，支持东北全面解
放工作。

齐 齐 哈 尔 铁 路 公 安 处 派 出 领 导
人员到辽沈战役前线郑家屯铁路分

局开展工作，狠抓安全教育，落实各
项安全规章制度加强对重点人员的
审查控制，确保重要设备的安全。维
护车站治安秩序，加强警戒警卫，依
靠地方政府，动员群众搞好护路联防
工作。教育动员员工搞好防空、防御
敌机轰炸破坏铁路运输。1947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0 月，国民党经常出动
飞机轰炸郑家屯地区铁路线，大郑线
西辽河大桥一次就被敌机投了 14 枚
炸弹。为了预防敌机空袭破坏，减少
损失，保证军运畅通，齐齐哈尔铁路
局分局、郑家屯铁路分局先后成立了
防空指挥部，管内站、段分别成立了
防空领导小组和抢修队，武装押运军
列。从 1948 年 9 月，东北野战军发起
攻势后，铁路的军运任务十分繁忙繁
重。为了确保军运的绝对安全，组织
铁路公安部队对军运物资进行了武
装押运，一般军列派一至两个班，重
要军列派一至两个排的战士武装押
运，保卫特别军列的安全。根据东北
野战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为了在最短
时间内用最快速度安全及时地把作
战物资运到前线，齐齐哈尔、北安、白
城子四个机务段组成特别机车大队，
担负牵引特别军列运输任务。为了
确保特别军列安全，铁路公安机关积
极 配 合 党 政 、工 会 挑 选 质 量 好 的 机
车，选拔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司机
司乘人员，分别从齐齐哈尔北岸、昂
昂溪站出发，一直把作战物资送到前

沿的郑家屯、新立屯、西阜新等站。
1948 年 9 月 27 日，齐齐哈尔铁路

局奉令编组一列特别军列，负责将辽
沈 战 役 作 战 物 资 直 接 运 到 前 沿 阵
地。齐铁公安处配合军代表和行政
部门，在昂昂溪西机务段选调质量好
的 1195 号机车，选拔 16 名司乘人员
组成临时乘车组牵引 3005 次秘密军
火列车。全列车编组 32 辆，其中 8 辆
是炸药，22 辆是榴弹炮、火箭炮弹。
为确保绝对安全，公安机关派出执法
部队两个班押运。9 月 28 日 6 时 15
分，3005 次秘密军火列车驶离昂昂溪
车站，由平齐县经白城子、郑家屯、彰
武、新立屯直抵西阜新前线。沿途车
站都有铁路公安人员、执法部队和地
方部队武装警戒。9 月 28 日晚 8 点 30
分，军列由郑家屯开出，刚运行 2 时
30 分，即遭到两架敌机的轮番轰炸。
为躲避敌机空袭，运行中没有及时给
机车补水，列车行至五峰站时水箱因
缺水不能继续运行。随车战士、员工
和站上警戒人员肩挑手端给机车补
水，使军列顺利开到新立屯站。10 月
2 日 4 时 6 分，3005 次军火列车在乘务
人员和押运部队、驻战公安人员及地
方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冒着被敌机轰
炸扫射的危险经过四昼夜艰苦奋战
终于安全地将军火运送到作战前线，
对 辽 沈 战 役 胜 利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
东北行政委员会给这个机车乘务组
及集体记一等功。

接管铁路初期的保卫工作

开展铁路锄奸保卫工作和反奸工作

哈尔滨铁路局先后查清破获了国民党
哈尔滨铁路特别党部、国防部军统局
北满站哈尔滨特别组、三棵树小组、中
统哈尔滨列车段刘锡昌小组及国民党
外围组织铁友会等 11 个反革命组织。
齐齐哈尔铁路局在组织群众反奸斗争
中，发现反动党团、特务、外围组织及

日伪军、警、宪特等人员 3526 人，其中
国民党特务 4 人、国民党员 257 人、三
青团员 27 人、外围组织 177 人、伪宪兵
3 人、光复军 123 人、伪警察 78 人、伪特
务 31 人、反动会道门 2661 人、其他 165
人。摸清了敌伪底数，纯洁了队伍，打
击和分化瓦解了敌人。笔者曾在查阅

四平市公安局 1948 年档案中发现，一
份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处长杜瑞甫写
给四平市公安局负责侦查工作的副局
长廉克荣的一封介绍该公安处刘玉江
等人押送一名敌特分子来平调查取证
信函。足见铁路公安机关在除奸反
特、保卫铁路动脉中的成效。

统一加强铁路锄奸护路工作

护卫铁路保障东北解放战争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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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护路军战士在缴获的日本机车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