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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沿革仁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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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兴街的
历史与辉煌

赵志军

双辽地区的剿匪斗争
1946年初，中共辽西省委从辽宁省法库县迁

至辽源县郑家屯后，面对辽源县匪情，根据陶铸
关于消灭土匪的指示精神，迅速制定了骑兵部队
和地方保安部队的剿匪计划，并及时把匪情及剿
匪等情况向辽源、双山、茂林、保康、长岭等地的
百姓通告。

1946年1月，根据中共辽西省委的指示精神，
中共辽源县委决定，将辽源县地方治安维持会的
武装队改编为辽源县保安大队，成为人民的武装
力量。抗日干部阎青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岳胜兼
任大队政委，队伍很快发展到50人。县保安大队
以下都设有区中队，也称区小队，各区委书记兼
任中队指导员，每个区中队三四十人，县保安大
队后称为县大队，队长冯世高，大队人员迅速发
展到二三百人。两县各区形成了“上马武工队，
下马区政府”的工作模式，这两支武装力量在当
时曾起到一定的作用。

1946年，辽源县各保安队为保护群众春耕，连
日围剿逃匿于各村屯零星土匪。服先区过去经常
受到土匪的袭扰，新政权建立以后，区政府为了防
止意外，就把全区村干部和基干队员组织起来，携
带枪支巡视，组织起了防匪自卫队，一旦有情况，立

刻投入战斗。当年在郑家屯出版的胜利报曾记载
了剿匪工作的有关报道：

“1946年3月1日，辽源(今之双辽，以下凡有
辽源字样均为双辽)在周家窑击退胡匪40余人，
打伤1人，生俘2人，缴获牛3头，驴15头，我方毫
无伤亡。

1946年2月，有几股土匪见双山县城小，部队大
部分干部已深入到附近农村开展工作，便纠集几伙土
匪，从各地拼凑1000余人，会集在双山附近的合亲里
妄图打进双山。他们扬言，打进双山县过年。”

当时，双山驻有辽西军区一四七团的一个后
勤部门，并且是新组织起来的，人员来自各个阶
层，成分复杂，武器装备差，缺乏战斗力。在这种
紧迫的情况下，一四七团火速派人赶到郑家屯，
请求驻扎在郑家屯的老十团派部队前去增援。
老十团闻讯，立即派一个连，乘汽车赶到双山，土
匪们听说老十团能征善战，没等交手就散去大
半，另一部分顽匪采取虚晃一招的战术从合亲里
经新立屯到八里营一带，准备在老十团稍一疏忽
之时，趁机重返双山。他们正做重返双山美梦的
时候，一四七团和老十团识破了土匪的诡计，连
夜组织队伍从双山出发，追到八里营子，把这部
分顽匪消灭。这场歼灭战，活捉了60余个土匪，
打死打伤不计其数，缴获了许多土匪抢劫的牛、

羊、衣物、马匹等。
战斗结束后，一部分土匪被押往双山县城。

为了震慑敌人，双山县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将抓
获的土匪押进会场，当场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土匪
头子“五湖”。会后，部队战士用汽车载着被土匪
抢去的牛、羊和其他物品让当地群众认领。缴获
的马匹、枪支弹药，收归公有，补充到新组建的骑
兵部队。

1946年3月5日，辽源县保安大队三中队，在
卧虎屯附近，击退胡匪30人，缴获马10匹，并将
胡匪抢劫过路百姓的车辆全部退给原主。

3月30日晚，辽源县茂林保安队10余人，进
击逃匿于胜利堡之土匪“老二哥”所部30余人，当
即将土匪击散，缴获财物发给了群众。

3月31日，辽源县卧虎屯保安队进击逃至沈
家窑的“七星子”“老头乐”“老二哥”等三股土匪，
缴获财物发给原主，保安队无伤亡。

4月1日拂晓，土匪“占九省”所部60余人，在
丰库村附近抢去大车14辆，马12匹。辽源县保
康(现内蒙古自治区科左中旗保康镇)保安队闻讯
即派兵追击，追至60里处，击毙了1名炮头和匪
首“五点”“明山”，缴获长短枪7支，财物一部分，
保安队无伤亡。

4月3日拂晓，辽源县茂林保安队将藏于茂林、玻

璃山一带的土匪击溃，救出绑票(人质)1名，缴获大
车8辆，归还原主。

4月18日，在县大队的支援下，卧虎区谢力屯
的群众击溃“老二哥”“七星子”绺子60余个土匪。

5月5日，双山区中队在农阁、周海坨子等地
击溃“七星子”50余个土匪……

据不完全统计，在北撤前，辽源、双山两县大队
和区中队共进行大、小剿匪战斗21次，击溃6个土
匪绺子的230名土匪。其中击毙大、小匪首24人，
打伤土匪47人、俘虏土匪39人。缴获马258匹、牛
65头、驴15头、羊125只、大车94辆、大枪63支、短
枪5支、子弹2100发、手榴弹1个、马鞍子1座、布25
匹，救出“肉票”8人，将缴获的物资退还给了群众。

在1946年5月以前的整个剿匪过程中，二分
区指战员为了人民的利益，不畏艰险，英勇杀敌，

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初步胜利。据统计，自共产党
进入东北至1946年3月底止，在东北进行较大的
剿匪斗争212次，毙伤俘匪徒78495人（内有日本
人1638人），缴获长枪2500支，短枪911支，轻重高
射机枪618挺，炮52门，还有其他武器弹药等军用
物品。东北民主联军收复土匪盘踞的城镇118座。

剿匪斗争的初步胜利，使民主政权在东北
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大振，社会秩序逐渐好转，
为开辟区、村工作，巩固各县区民主政权创造
了有利条件。但这一时期的剿匪斗争，由于主
力部队不足，地方部队时有叛乱，使得人民武
装和地方百姓在剿匪斗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
牲。一些残余匪患依然有很大的势力，剿匪和
镇压叛乱的斗争远未结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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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位于四平市铁西区仁兴街的仁
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盛大开街，720 度穹顶
式设计使整条街五彩缤纷，街两侧是全国各
地特色小吃摊位，美味飘香，每隔一段设立
演出场地，引得游人驻足观赏。据有关部门
统计，当天仁兴里游客达 15 万人，6 月 2 日达
到 35 万人。开街不到一周，已有 100 多万人
来游览，初步实现了“烟火仁兴里，璀璨英雄
城，打造一条街，带火一座城”的目的。

1906 年的四平和国内大形势一样，仍然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仁兴里附近是
沙俄租借地，日本接管后，改为日本南满铁路
株式会社附属地。在铁路东侧附属地边界修
了两条马路，即建国后的民主路和幸福路。
1927 年，又在铁西一侧修建了两条马路，即解
放后的三、四马路。四马路在日伪时期称“南
四条通”，当时只修了 180 米长，面积 1440 平
方米，柏油沥青铺地。解放后，这条马路经过
多次修扩，南北加长，使之成为繁华的商业
街。而仁兴街的命名由来，则与四平名将辽
吉功臣马仁兴有关。在解放战争四战四平期
间，四平攻坚战中参战的辽吉纵队独立第一
师师长马仁兴在 1947 年 6 月 23 日傍晚前线指

挥作战时中弹牺牲。为了纪念这位为四平解
放而牺牲的辽吉功臣，1948 年 5 月，中共四平
市委作出决定，将道里最繁华的四道街命名
为仁兴路。此后，以马仁兴命名的单位相继
有仁兴街办事处、仁兴街派出所、仁兴二小
学，1980 年改为仁兴小学，1998 年更名为四平
八一希望小学、仁兴商厦、仁兴照相馆、仁兴
旅社。2000 年，市政府在城市建设改造中，改
为仁兴商业步行街。在这条街上，商家店铺
林立，有建于 1948 年的四平百货大楼和日伪
时期建的道里电影院，有远近闻名的百年老
店李连贵大饼铺，远香楼饭店，红城饭店，回
民饭店，兴华、永红旅社，仁兴、天桥照相馆，
四平新华书店，四平大药房等。

在四战四平期间，国共双方为获取情报，曾在
四平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谍报大战。国民党为争夺
四平这块战略要地，先后向四平派遣军统、中统、
国防部保密局兴安站、保密局沈阳站四平潜伏组、
东北绥靖总队二大队四平潜伏组、国民党三青团、
国民党警察局、国民党71军谍报队等20多个特
务组织，在四平搜集情报，搞暗杀、投毒、破坏等
活动。而其中最大的特务组织为国防部保密局
兴安站，该站前身为军统四平组，1947年10月，军
统撤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设兴安站。该站总
部原在北平，后迁至沈阳。站长冯贤年为少将军
衔，下设四平组、辽源组、嫩江组、索伦组、满洲里

组等12个特务组织，近百名成员，其中满洲里组
组长赵永禄为少将特务。兴安站站部设在道里
二马路兴华旅社（日伪时期兴泰旅馆），该旅社
原属军统北满四平组，经理为史少舫。1948 年
四平收复战前夕，四平公安机关调查城内潜伏
特务组织，做到基本了解并掌握了个别特务人
员名单，如兴安站内勤翟国栋、特务雷润之
等。东北公安处相关领导指示：“四平市公安局
目前应集中力量收集潜伏敌特分子，敌特电台
和潜伏武装。”并派出工作组到四平市公安局指
导破案工作，先后查获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
三青团四平市支部及军、警、宪特档案资料。

作为四平市铁西区最繁华的一
条街，仁兴街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
始逐渐繁华起来。仅以老字号的四
平百货大楼为例，作为四平市第一家
中百商厦坐落在仁兴街南24号，成立
于 1948 年，是解放后由百货二商店、
五金一商店及仁兴副食品商店合并的
联营公司，1985年改名为四平百货大
楼，1992年改为四平市百货大楼有限
公司。上世纪80年代末，年销售额超
过 3000 万元，年利润达到 100 多万
元。1994 年申请加入了中百商厦集
团，是四平市第一个加入中百商厦的
商业企业。当时有营业面积13250平
方米，下设百货、服装13个商场、一个
批发部，经营品种达 2800 多种，日客
流量达到 8 万人，是省内外游客必到

之处。
仁兴街第二个地标建筑是仁兴

商场，该商场由中国工商银行四平市
中心支行投资2920万元，于1988年4
月兴建，1990 年6 月交付使用的大型
综合性商场。商场建筑面积为18300
平方米，主体五层，具有现代化水平
内外装饰。仁兴商场是多种经济成
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组
成的综合性、开放型大型商场，当时
日销售额达 35 万元，年销售额超过
亿元。2007 年 3 月由吉林省华宇集
团投资改制为华宇集团四平市仁兴
商厦有限公司。

谈仁兴街就不由让人想起久负
盛名的百年老店——解放战争期间
四平公安机关地下情报站的李连贵

大饼铺，1985 年，该店在四平站前扩
建，变成李连贵风味大酒楼。2006年
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认
定李连贵大饼为首批中华老字号。
202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李连贵风味大酒楼在
全国有连锁店 450 余家，市内直销店
15 家。为助力仁兴里，开业期间，李
连贵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亚
龙和员工到现场发放李连贵熏肉大
饼馈赠卡，助力仁兴里经济活力提
升。据了解，仁兴里开街当晚 3 个小
时营业收入达 30 余万元，而在仁兴
里的吾悦广场当天收入达 40 余万
元，是平时的6倍。

仁兴里用一条街的繁华带火了
一座城，助力英雄城走向繁荣富强。

曾是解放战争中的国共谍报战场仁兴街

的繁华与辉煌仁兴街原百货二商店原百货二商店

仁兴里鸟瞰图

因兴安站站长冯贤年在四平收复战
前仓促出逃，将站部档案移交给翟
国栋，翟国栋也化装潜逃至沈阳，逃
走前把档案藏在家中。3 月 14 日，
翟国栋家住进了解放军部队，从其
家中搜出七支手枪和一部分文件，
经公安局侦查员带回局内查阅，认
定为保密局特务档案，决定再次搜
查翟家。省公安处工作组组长率侦
查员搜查了 19 个小时，从翟家的夹
壁墙和后院防空洞内搜出大量特务
档案，至此，兴安站档案全部被查
获。省公安处工作组组长把涉及四
平的部分留下给四平市公安局，然
后由两个武装班押送，将档案押送
东北公安总处。东北公安总处迅速
作出部署，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及时

抓捕该站潜伏的特务人员。获取兴
安站档案资料的第二天，我公安情
报员赵某利用其外甥女（中学生）进
入兴安站站部的兴华旅社打探情况
时了解到，该旅社所住人员都“带小
枪、常开会”，赵某立刻报告主管侦
查的副局长廉克荣。经分析认为，
兴华旅社内是特务机关。24 日凌
晨，廉克荣带领侦查员将该旅社包
围，逮捕了史少舫等 12 名特务。经
对抓捕特务审讯供出，“坐在炕上的
那个老头就是兴安站满洲里组少将
组长赵永禄，随即又获得王爷庙上
尉组长赵福臣的住址及市内第一、
第二潜伏组特务机关人员驻地。经
公安机关昼夜工作，除了站长冯贤
年 潜 逃 外 ，其 余 人 员 全 部 抓 捕 归

案。据史料记载，辽沈战役前夕，我
军运送任务开始前半个月，平均每
半个小时有一列军列通过，基本上
没遭到敌机轰炸，9月23日军运基本
结束时，敌人才开始大肆轰炸车站和
沿线军列，可见破获兴安站及其他特
务组织的重大作用。时任辽北省委书
记郭峰同志说：“兴安站等一系列案件
的破获，是东北地区锄奸反特工作的
一次重大胜利，是对东北解放的一大
贡献。”而同在仁兴街一带的李连贵大
饼铺，早在四平保卫战时，便同“三泰
栈”等七个店铺一起成为四平市公安
局地下情报组人员边达成、李化平等
人设的情报联络点，为四战四平传递
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四平解放作
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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