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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欧阳绍连已经离去十一年了，他的
故事也尘封了十一年。当老人的子女把他的
遗物拿给我看时，我被老人的故事深深感动。

欧阳绍连老人 1959 年 11 月 4 日的日记记
载：1947 年 2 月入伍，1948 年 5 月入党，经受过
各种运动。辽西会战，四平战役，黑林子阻击
战，长春外围，锦州战役，莲花街战斗，四方台
战斗，解放全东北后南下，平津战役，解放全华
北，南下渡长江，宜昌、湖南、贵州、广西战役，
解放华中南后北上。1950 年 10 月 25 日过鸭绿
江抗美援朝。大小功立十一次，勇敢奖章两
枚，艰苦奋斗奖章一枚，东北、华北、华中南、抗
美援朝纪念章各一枚。在军队受奖十余次，出
席全军卫生模范，参加过英模大会。1954年10
月转业到地方，在靖宇县医院评为先进工作
者，出席全县先进工作大会。在1957年调到一
〇二队卫生所评先进工作者四次，每季度评为
受奖者。出席四平市转业军人积极分子大会，
同年 3 月出席吉林省转业军人积极分子大会。
1959年10月，四平展览馆展出了模范事迹。

四平市就业服务局档案管理中心 2006 年
11 月 13 日出具的《转业及残废干部处理报告
表》这样记载，姓名：欧阳绍连，部别：38 军 112
师 335 团计生所，职别：助理军医，籍贯：湖南
省华容县五区，诞生时间：1925 年 11 月，何时
何地怎样入伍：1947 年 2 月 1 日于吉林省德惠
解放入伍，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团）：1948
年 5 月在梨树县由苗国义介绍入党。何时何
地何故受何种奖励惩戒：1947 年打四平立一
等功一次，1947 年辽西会战立二等功一次，南
下立二等功一次，朝鲜立二等功二次，立三等
功五次，1948 年打天津受勇敢奖章二枚，南下
受艰苦奖章一枚，物质奖励三次。参加过何
种党派、团体，任过何职：参加过国民党军队
任战士班长。

据老人子女介绍，欧阳绍连 1928 年 11 月
16 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很小就没了父亲，
兄弟姐妹四人靠母亲带着要饭和给别人打零
工生活。八岁开始，欧阳绍连给地主放牛补
贴家用，后又给地主放马扛活。1944 年，欧阳

绍连连人带马被国民党军队征用，16 岁的他
开始了戎马生涯。由于小时候从祖父那里学
得一些医术，进入部队后在野战医院工作。
部队内暴发伤寒，人员大面积死亡，为阻止疫
情蔓延，每天很多死亡和濒临死亡的人被埋
掉。欧阳绍连不幸染病，从死人堆里爬到一
户人家被救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欧阳绍连随部队来到东北。
他所在的“精锐”部队被东北民主联军打垮了，
欧阳绍连有幸又站到了正义的一边。在四平
攻坚战、收复战中，他往返火线，抢救战友，受
到所在部队嘉奖。之后，欧阳绍连随改编后的
四野一路南下，横扫半个中国，从松花江边一
直打到中越边界，解放了中南全境。他所在的
38 军 112 师 335 团从北到南打出了军威。欧阳
湘平（欧阳绍连大儿子）回忆道：打四平的时
候，我爸他们部队从北窑地发动进攻，遇到抵
抗，部队伤亡惨重。他往返前线抢救伤员，手
腕、手臂负伤。新立屯伏击战时已经是冬季
了，我爸所在部队都没来得及换装，但是他们

还是靠着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对手。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战事不再频繁，欧阳

绍连所在部队也得到了休整。可是，不到一
年的时间，这样的平静就被打破——朝鲜战
争爆发。欧阳绍连所在部队由于东北兵较
多，当仁不让挥师北上。他所在的团在飞虎
山阻击战、松骨峰战役中以和联合国军完全
不成比例的劣势，打出了军威、国威。这个团
在两次战斗中伤亡惨重，欧阳绍连成为为数
不多活下来的人，并在两次战斗中各荣立二
等功一次。欧阳湘平回忆：战斗中我爸往返
阵地抢救伤员，战斗间隙还要穿梭各个坑道
给伤员换药。一次他刚要接近坑道，发现几
个美军士兵准备火攻坑道，他拔枪射击，并喊
出“No guns（缴枪不杀）！”七名美军士兵被俘
虏。那次战斗中，他头部受伤，弹片一直留在
脑袋里，70 岁的时候还发过炎症。

后来，欧阳绍连回到国内休养，于 1954 年
退伍，到靖宇县医院做了一名医生。又辗转
辽源、四平，加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地

方的工作中，老人依旧不失军人本色。没人
愿意干的活他干，没人愿意去的地方他去，年
年评先进、当劳模，把战场上的劲头用到了工
作中。化工实验厂缺少医生，但因为有有害气
体，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老人主动从房产处调
到工厂。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老人从不含
糊。102 队家属院有几百户人家，几乎每家都
有人得到过老人的救治。邻居孩子掉进厕所，
老人立刻施以援手，至今当年被救的女孩魏红
玲都对老人念念不忘。欧阳湘军（欧阳绍连小
儿子）说：有一次我爸骑车去进药，在铁道口遇
到惊马，他奋不顾身将受惊的马拦了下来，自
行车被压得面目全非。他经常告诉我们姐弟
几个，要多写信，增加文化知识。老人一辈子
没啥太高的文化，靠着在部队速成班学来的知
识能读会写，几个孩子的名字：靖华、丽华、湘
平、蓉华、湘军寄托了老人的家国情怀。

2012 年 4 月 28 日，老人走完了闪光的一
生。出生入死 11 次立功，用鲜血和生命捍卫
了正义和家园。

纪念老兵欧阳绍连
郭洪涛

刘梅村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1944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八路军。他曾任东
北民主联军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第四野
战军营教导员，曾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海南岛战役，1946年在四平保卫战中，带领
连队坚守阵地 18 天，后带两个班掩护全师
安全撤退。

在 1947 年的东北夏季攻势中，刘梅村
率连队参加四平攻坚战，3次负伤不下火线，
5天连续完成5次攻坚任务，打垮国民党军
一个团、两个营和两个连，俘敌400余人，立
特等功，获战斗英雄称号。

在四平攻坚战中，刘梅村是第一个攻入
敌军“心脏”的孤胆英雄。1947年6月19日，
四平攻坚受挫，由洪学智带领的6纵队换下
李天佑带领的1纵队，17师师长龙书金带领
部队包围守军核心工事——71 军军部大
楼。龙书金经过仔细勘察敌情，令该师 49
团全力攻打敌71军军部大楼。当时的四平
市区有多幢大红楼，几乎每座大红楼都建有
坚固的工事，攻打起来极其不易。国民党71
军军部所在的这座大红楼原是日本占领时
期的教学大楼，坚固异常，从楼顶到地下室
都被武装起来，成为四平城防火力最强的工

事。而防守这座大楼的是 71 军精锐部队
——军直属特务团，团长是陈明仁的胞弟陈
明信，争夺大红楼的战斗成为了四平攻坚中
极其惨烈的一场战斗。

受命攻击的3连，在指导员刘梅村的带
领下隐蔽在大红楼一角的一座房子后面。
刘梅村清楚地知道，以往都是夜间攻击，
现在白天攻击，说明情况已经非常危急。
白天进攻极端危险，为了完成任务，还要
减少伤亡，只有智取。在重机枪的掩护
下，刘梅村让两名爆破手隐蔽接敌，一名
负责炸开铁丝网，一名负责炸红楼墙体。
炸红楼墙体的时候，第一次没有炸响，第
二次两个炸药包放在一起，将红楼炸开一
个豁口，趁着敌人被炸懵的间隙，刘梅村
率领全连迅速冲入红楼。

进入红楼后，缓过劲儿的敌人迅速封锁
豁口，刘梅村带领的连队被隔断在红楼里。
此时刘梅村发现，他们好像置身于一个巨大
的魔窟，到处都是机枪口，到处都是敌人，到
处都是工事，到处都是碉堡。他果断率领连
队冲到二楼一条长廊里，敌人从三个方面向
走廊猛烈射击，扔手榴弹。走廊无遮无拦，
战士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像割麦子

似的一片一片地倒下。这时刘梅村发现隔
壁有敌人的声音，立刻用炸药将墙壁炸开，
带领剩余的战士退入一个大房间里。这时，
连队只剩下8个人，留在原地不是办法，刘
梅村决定带人冲出去。找准时机，他带着剩
余的战士冲出房间，用仅有的一挺机枪打出
最后的三梭子子弹，敌人倒下一大片，纷纷
退去。这时敌人从楼上往下扔手榴弹，轰隆
隆的爆炸声在战士们中间响起，刘梅村被炸
得满身鲜血昏了过去。

这时，兄弟部队蜂拥地冲进了大楼，打
得敌人一片混乱，四处逃窜。至此，国民党
71军军部大红楼完全被我军占领，而刘梅村
带领的连队140多名战士只剩下3个人。

正是刘梅村等冲进大红楼的“孤军”死
打硬拼，迟滞了红楼内敌人的火力，使得外
面的部队能够攻进来，从而拿下了这座最坚
固的城防工事。战后刘梅村被授予“特级战
斗英雄”，并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受到
了党、政、军领导人的接见。（本文参考《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

四平攻坚战中的“特级战斗英雄”——刘梅村
赵品旭

怀德县的几次叛乱事件
1945 年 8 月东北光复后，由于共产党在

接收旧政权机关、发展武装队伍时，缺乏警
惕，麻痹大意，未能认真清理原日伪遗留人
员。当形势发生不利于中共的变化时，这
些人便伺机叛变，反戈一击，给人民政权造
成很大损失。当时怀德县就发生了多起叛
变事件。

怀德公安第二分局叛变事件
1945 年 8 月 27 日 ，怀 德 县 民 主 政 府 及

怀德县公安总局成立，9 月初，派人对较大
城镇的原伪满警察署进行改编，第二分局
就 是 在 原 伪 满 范 家 屯 警 察 署 的 基 础 上 设
立的。10 月，第二分局第三任局长周国清
同 国 民 党 员 汲 寿 柏 等 人 勾 结 ，企 图 叛 变 ，
被县长苏梅发现，及时将其清除。随后公
安 总 局 派 杨 荫 峰 接 任 第 二 分 局 局 长 兼 保
安大队长。不久，国民党长春东北行营保
安先遣军师长唐玉衡派人与杨荫峰联系，
进 行 策 反 。 经 过 多 次 密 谋 ，并 许 以 高 官
后，杨荫峰决定叛变。为了达到叛变的目
的，杨荫峰有计划地将亲信安插到保安大
队的重要岗位上。同年 11 月上旬，杨荫峰

主 持 召 开 了 有 督 察 长 汲 寿 柏 等 人 参 加 的
密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同意，伺
机叛乱。

11 月中旬，怀德中心县(南县)委书记兼
县长苏梅命令杨荫峰将范家屯地区保安大
队 开 往 长 春 南 岭 拉 拉 屯 原 伪 军 官 学 校 整
编。杨荫峰和汲寿柏研究决定，把保安大
队第二、第六中队留下保护范家屯，其他中
队共 200 余人集合，换发服装，携带部分武
器 ，由 杨 荫 峰 带 领 ，乘 30 余 台 大 车 向 长 春
进发。到长春国民党行营门前时，杨命令
部队停止前进，然后他进院联系叛变事宜，
因没有见到国民党东北行营的主要头目，
便把队伍带到整编地点拉拉屯军官学校旧
址。在保安大队去长春整编之前，预谋叛
变已久的汲寿柏认为时机已到，便同第二
中队队长亲信杨凤仪、副中队长姜海林等
人 密 谋 说 ：“ 等 去 长 春 整 编 的 队 伍 出 发 以
后，你们就把二中队带到范家屯南陈家粉
坊一带活动，千万别把枪支失落了，等我从
长春整编回来再说。”在保安大队去长春整
编的当天晚上，杨、姜两人便将第二中队的
30 余人，带到太平庄一带，成立“汲寿柏大
队”，汲寿柏成为大队长，叛变为匪。整编
队伍进入长春南岭的第二天，杨荫峰又到

东北行营联系，没有找到主要头目，没有结
果。三四天后，杨回到驻地，将亲信赵永芳
确定为大队副，指示赵把整编队伍带到范
家屯南艾家屯等候。当天晚上赵永芳、侯
义等人将整编队伍分两队拉出，行至范家
屯南太平庄时，被汲寿柏大队缴械，一部分
人回家，一部分人加入汲寿柏大队。杨荫
峰则带领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建军李化
一部队，当上了建军中将司令。

杨荫峰叛变后，中共怀德中心县(南县)
委将原第一分局局长徐中禄调到第二分局
任 局 长 。徐到范家屯后，便与汲寿柏等人
勾结在一起。11 月 18 日中午，徐中禄召集
全分局人员开会说：“今天有情况，我们暂
时退出范家屯。”并下令割断通往公主岭的
电话线，又命令骑兵，安排大车，到分局集
合。当天下午 3 时许，徐中禄将第二分局及
保安大队骑兵中队全体人员带到响水村太
平庄，同汲寿柏大队合编一处，叛变为匪。

“ 汲 寿 柏 大 队 ”是 罪 大 恶 极 的 一 支 土
匪。他们经常在范家屯、景台、黑林子、怀
德一带烧杀抢劫，袭击共产党驻军和地方
民主政权。1945 年 12 月，该匪绺曾袭击东
北人民自治军独立五团，后又在伊通边沿
子 一 带 抓 住 群 众 2 人 ，说 他 们 是 八 路 军 探

子，严刑拷打，在响水河子蔡家屯郭家围子
西门外将 2 人枪杀。1946 年 1 月，“汲寿柏
大队”投靠国民党军三十三师，被改编为国
民党“东北保安第四纵队步兵第十三团”，
曾两次攻打范家屯第二公安分局。1946 年
4 月 14 日，汲匪 200 余人第二次攻打范家屯
公安局，打死分局战士 1 人，抢走分局的全
部 物 资 ，并 烧 毁 房 子 20 多 间 ，还 打 开 拘 留
所，将犯人全部放跑。

“董团”事件
1945 年 11 月 ，东 北 人 民 自 治 军 独 立 五

团（即“冯团”）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中
共力量，中共吉合地区委员会、东北吉合国
民军指示苏梅、董崇彬在怀德县保安大队
的基础上再建一团，即东北人民自治军独

立六团，董崇彬任团长，苏梅任政委，全团
最 多 曾 达 到 1000 余 人 ，因 团 长 姓 董 ，故 称

“董团”。
1945 年 10 月 ，国 民 党 长 春 东 北 行 营 保

安先遣军师长唐玉衡，派团长宋长岭带着
委任状，到黑林子街找原日伪毛城子警察
署署长鲁志搞建军活动，委任鲁志为国民
党东北地下先遣军第七团团长，命鲁志策
反第三分局局长杜明 岗 。 11 月 初 ，东 北 人
民 自 治 军 独 立 六 团 三 营 在 营 长 宁 恒 山 的
带 领 下 进 驻 黑 林 子 街 。 在 部 队 扩 编 时 ，
鲁 志 把 亲 信 钱 振 坤 安 插 到 第 二 营 四 连 一
排 任 排 长 。 经 过 鲁 志 的 一 系 列 策 反 活
动 ，杜 明 岗 及 第 三 分 局 保 安 股 股 长 孙 玉
琛 同钱振坤等人多次召开会议密谋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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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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