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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记
载：“这里的阵地原由万毅部的五十八
团防守，由于伤亡过大，阵地后来被移
交给第三师七旅。七旅在之前的战斗
中已严重减员，塔子山阵地上只有十
九团一个团。五月十八日，新六军在

向塔子山进行了空前猛烈的炮击之
后，步兵在飞机的助战下发动了强
攻。十九团五连的阵地前突，八名机
枪手全部伤亡，副班长杨甫南一个人
轮流使用九挺机枪射击。防守核心阵
地的三连和十连，面对敌人的集团冲

锋，无一人后退。连续的激战令官兵
们无法垒就工事和掩体，他们在犹如
暴雨般倾泻的炮弹中血肉横飞。”

刘统记载：“5月18日，新6军集中
兵力，以强大的炮火向塔子山猛轰。
在方圆不过七八十米的山头，几分钟

塔子山战斗纪实塔子山战斗纪实
王海泉

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李长海
魏晓光

李长海（1925—1950），梨树县九区付家街（今四棵树乡付家街村）人。1925
年3月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6岁丧母，由嫂子抚养长大。在安家屯小学读四年
初小，后到喇嘛甸读高小一年，因家穷辍学，回家务农，给地主打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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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冯光生、政委叶树德接到团部被土
匪袭击的报告后，分别从长岭、杨大城子方
向率队赶回增援，汲寿柏、鲁志闻讯带队逃
跑。之后，王洪俊与鲁志两股叛匪合编一
处 ，成 立 国 民 党 保 安 独 立 第 四 团 ，王 任 团
长。后又改编为国民党八十八师二六二团。

在“冯团”进驻怀德城不久，国民党杨大
城子区党部骨干分子便开始与公主岭的伪
警察徐文汉进行秘密联系，通过徐文汉对驻
防杨大城子的“冯团”二营四连连长逯守仁
进行策反，逯守仁的立场发生动摇。一次，
逯守仁带领七八名亲信，借到朝阳坡取枪之
机，找到徐文汉，经徐文汉介绍，国民党四平
党部派姜原民、何元顺同逯守仁取得联系。
逯守仁决定叛变后，国民党四平党部委任徐
文汉为团长，逯守仁为营长。并把标有“辽
北先遣军”的蓝色旗帜交给逯守仁，具体叛
变时间由徐文汉通知逯守仁。

12 月中旬，国民党四平党部派姜原民、
何元顺窜到杨大城子，与逯守仁密谋叛变
事宜。12 月 17 日上午，政委叶树德得知怀
德 城 三 营 叛 变 的 消 息 ，同 时 ，觉 察 到 骑 兵
连 连 长 王 贵 也 有 叛 变 迹 象 。 于 是 在 12 月
17 日晚，以晚点名不带枪的方法扣押了骑
兵 连 连 长 王 贵 ，将 骑 兵 连 一 、三 排 全 部 缴
械 ，人 员 遣 散 回 家 。 叶 政 委 同 时 决 定 ，第
二天拂晓带部队出发，到双城堡会合一四
九 团 。 逯 守 仁 得 到 这 一 消 息 后 ，立 即 同

“ 冯 团 ”六 连 连 长 刘 景 华 与 窜 至 杨 大 城 子
的姜原民、何元顺、徐文汉联系，共同研究
决 定 ，在 叶 政 委 出 发 前 进 行 叛 变 ，并 由 逯
守仁作叛变部署。

12 月 18 日凌晨，叶政委正准备带队出
发，叛变分子抢先在院内开枪。由于二营

已全部被逯守仁所控制，叶树德政委只带
四五名警卫人员从烧锅大院冲出。逯守仁
带 队 攻 打 团 部 ，在 叛 变 分 子 的 威 逼 下 ，团
部 人 员 投 降 。 从 长 岭 回 来 的“ 冯 团 ”一 营
二、三连在二连连长毕廷德的怂恿下也叛
变投敌。

逯守仁带领叛匪带走大枪 20 余支，马 60
余匹及其他大量物资流窜到伊通县境内，与
伊通县靠山镇土匪陈守仁合并为一股，继续
与人民为敌。曾抓捕杀害伊通县公安局靠
山镇分局局长刘兰廷和其爱人，抢走军用运
输汽车 1 台。在一次袭击自治军部队运输车
队时，俘虏战士 18 人，抢走棉花 1 车，食盐 1
车，步枪 30 余支，轻机枪 1 挺，马 4 匹。1946
年 1 月，该匪队被改编为国民党辽北保安第
二团。同年 3 月，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四平市
时，将该匪团击溃。

毛城子事件
1946 年 4 月 9 日晚，在国民党东北行营

第六支队情报员的策动下，毛城子区中队二
分队队长王凤起等人，勾结土匪 100 余人，攻
打毛城子区政府驻地“聚兴泉”烧锅。在遭
到顽强抵抗后，匪徒放火烧毁区政府办公的
房子，区委书记兼区长俞良银及其爱人徐萍
等人在这场叛乱中牺牲。

1945 年 12 月下旬，杨易风带领 30 余人
组成的工作队进入怀德县。为了尽快地建
立区、村政权，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减租
减息，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支援前线，中共
怀德县委成立了以俞良银为团长，王农、李
士福为副团长的怀德县西北地区工作团，到
杨大城子、毛城子一带开展工作。

（未完待续）

1946年3月，苏联军先后从沈阳、四平北撤，紧跟着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并由此向北大举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一面先行夺取四
平，一面在四平以南地区阻击国民党军北进，且战且退。4月中旬，我军退到四平，5月18日，在四平城东南约10公里处的塔子山打
响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攻防大战。

塔子山海拔400公尺左右，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在短程火器主宰战场的时代，占领制高点，意味着大炮、机关枪可以居高临下发
挥武器覆射封锁的重要作用，且便于居高临下观察敌情。国民党新六军一部攻山，东北民主联军三师七旅19团守山，经过大半天的
激烈争夺，终因实力悬殊，我民主联军因伤亡过重阵地失守。此阵地被攻破，牵一发动了全身，东北民主联军被迫全线撤退。

时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处
长的李作鹏，是当年奔走于塔子山阵
地和梨树总部的联络员，他在日记中
写道：.……至十七日，敌已占领了我
军的“三三一·五”高地、平岗以及哈
福屯等阵地。十八日，敌新六军在大
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付出
了重大伤亡之后，又占领了塔子山阵
地。塔子山是我左翼防线的要点，距
四平二十里。山顶方圆不过七八十
米，但居高临下，俯瞰我四平东北一
线全部阵地。敌人占了塔子山以后，

于我十分不利……当夜，我前线部队
立即撤出了阵地，按预定计划进行战
略转移了。

1986 年，当年率队防守塔子山的
原三师七旅副旅长王东保回四平踏
察旧战场，笔者陪同他上塔子山。王
东保指着山坡上一条浅浅的沟痕说：

“敌新六军为了占领这个制高点，于 5
月 18 日拂晓首先向我守备的十九团
进行连续不断地猛攻。敌人用炮火
轰 击 ，用 飞 机 轰 炸 ，支 援 其 步 兵 作
战。塔子山是石头山，没办法深挖掩

蔽工事，敌人打炮、空投炸弹，我们的
战士没处藏没处躲，伤亡很大。”此时
天下着小雨，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老人
脸往下流。他又坚定地说：“但是，我
们的指战员表现出了不怕牺牲的大
无畏精神，当敌人炮火延伸时，我们
的全体同志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战
斗，顽强地坚守阵地以反冲锋、白刃
肉搏，打退敌人无数次大规模进攻，
打得敌人尸横遍野。但我们也伤亡
极大，最后撤出时全团只有不到两个
连的人。”

内就落下500多发炮弹。炸得山
上乱石横飞。塔子山是座石头
山，没有办法构筑工事，守在山上
的7旅19团战士只好寻找比较大
的石块作掩护……班长王先德正
在隐蔽，突然身边好似落下一颗
炮弹。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被
炮弹炸飞的腿。他一阵伤心，咬
着牙说：“记住，这是我们同志的
腿，我要用敌人十条腿来还这血
债！”国民党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向
山头发起冲击，王先德和大家一
起不停手地往下面扔手榴弹，打
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但在敌
人持续猛攻下，四平以东阵地失
守数处，情况危急。夜里9点，部
队不得不撤离。

有人曾问，既然塔子山是四
平周边的制高点，对于攻守四平
这样重要，那么从1946年4月18
日国民党军进攻四平城算起，四
平保卫战进行一个月了，这期间
攻城的国民党军怎么没有想到实
施攻占塔子山制高点行动？这个

问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
部副司令郑洞国给出了答案。他
在回忆录中说：“我们进占沈阳不
久，蒋介石先生给熊式辉将军和
我下了一道密令，限我们于4月2
日以前占领四平街。为此，我们
连夜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
略。会上，大多数将领认为位于
沈阳东南的本溪是解放军的重
要据点，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又
集结有十万重兵，对沈阳是个严
重威胁，必须首先拔除。但蒋先
生限定4月2日前攻占四平街的
命令又不能违背，所以会议最后
还是决定：由刚到东北的另一位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长官梁
华盛将军到中长路方面，指挥新
1 军和第 71 军先行向四平街方
向发动进攻；稍后另以第52军军
长赵公武将军指挥该军 25 师由
抚顺出发，新6军之14师由辽阳
出发，分两个纵队于 4 月 7 日向
本溪进攻。”

原来，国民党军是在四平和

本溪两个方向分兵作战，前期进
攻四平的兵力不足，怕过于分散
吃运动战的亏，不敢分兵攻打塔
子山。

国民党军于5月3日攻占本
溪，民主联军主力三纵队撤离。

陈沂在《四战四平》一书收录
的《四平保卫战》一文中说：“战局
的发展和战斗的关键在三纵和新
六军那里……三纵没有估计到，
就是前总也没有估计到新六军美
械装备的优势，特别是他们机械
化运输的优势，他们以小部队和
我三纵部队在阵地上厮杀胶着，
大部队使用 600 辆汽车装运，强
行通过。途中遇道路翻浆，他们
铺上钢板通过。等我军发觉，用
炮火追击已来不及了。这样，新
六军主力很快就冲破了三纵的防
线，进入四平的右侧，而且很快就
占领了西丰、平岗车站，然后又很
快进占哈福车站，利用他们美械
装备优势，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直
扑塔子山和三道林子。”

对于此次战斗，有两位当事人是这样说的：

有两位军史专家对这次战斗的记载较详细：

历经磨难 红心向党

日伪统治时期，对适龄青年经常抓兵，体检
合格的被送去当兵。李长海为逃避抓兵，常在
外躲藏，有时夜不归家。1945年3月，村公所带
领警察队把李长海抓走，经检查合格，被押进火
车，拉到哈尔滨江上的新兵训练处。这个训练
处属于日本部队，各团、营、连都有日本军官。
训练处在哈尔滨江北岸，李长海被分到第二
连。新兵训练，首先学走步、跑步，几步远就站
一个班长，稍有错误就被踢一脚，再有错误就拉
出队列遭一顿毒打，挨嘴巴是常事。昌图有个
叫王守信的人，经常被毒打，一个多月就跳江自
杀了。新兵每顿一碗高粱米粥、两个面包，后来
是一平碗高粱米饭，每日两餐。住处是对面板
铺，中间一个炉子，一个班一个屋，一共两个班
长，班长是老兵。训练处等级森严，绝对服从。
长官打兵，老兵打新兵。一次长官打老兵，一个
新兵趴门缝看热闹，被里面的人拽进去一顿毒
打，新兵们每天提心吊胆。

1945年，苏联红军接收哈尔滨后，日本侵略
者及其家属仓皇逃回日本，江上新兵训练处没
人管了。苏联红军宣布新兵解散。9月，李长海

幸运地逃回家里。这段经历使他刻骨铭心，心
底埋下仇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种子。

1945年10月，共产党接收梨树，七、八、九
区最先建立区工委和区民主政府，李长海瞒着
家人参加了革命，任九区区工委书记兼区长李
文华的通讯员。他坚信共产党，坚信马列主
义，他认定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1946年2
月，李长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保卫四
平，九区区中队参与打击四平外围的反革命武
装和反动势力。匪首“天下好”的匪队窜到前
家把屯，住在老管家的院里，区工委和区政府
得到报告后，区工委书记兼区长李文华带领12
名武工队员前去剿匪。区中队敢打敢拼，土匪
一窝蜂似的从院子里冲出来，双方火力都很猛
烈。李文华的马被土匪打死，李文华跌落马
下，李长海机智勇敢，他勒回马头，顺手把李文
华拽到马上，救起了李文华，但李长海脖子上
挨了一枪，最后他们终因寡不敌众，丢下马匹，
跳上大轱辘车集火猛攻，土匪们不敢追击，脱
离战场。李长海的脖子鲜血直流，经过医生检

查诊断，伤口正好在穴位上，子弹是三八式枪
打的，只打穿了一个洞，没有爆炸，李长海没有
生命危险。这次战斗以后，李长海被提任区委
委员，调任六区任街长。

1946年5月18日夜，参加四平保卫战的东
北民主联军主力和驻扎梨树的四平保卫战指
挥部战略转移北撤。李长海的伤还没有痊愈，
跟随县委、县民主政府、县大队，在郝正平的领
导下撤离到双山，后来撤离到长岭县新集场。
队伍撤出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梨树，进
驻之后到处抓共产党员、党员干部以及干部家
属和靠向党的积极分子。李长海的家被挂上
牌子。国民党军、警察队去他的家中搜查，因
为家里很穷，没搜到什么，把他家仅有的一头
毛驴拉走了。他的父亲、哥哥都被抓去审讯。
当地的地主和豪绅对他家人侮辱、谩骂。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
不到20天的时间收复了大小城镇数十座，原在
双辽边组建的梨树工作团，在郝正平的带领下
返回梨树进驻榆树台。李长海随部队返回家
乡，家乡人和自己家人终于扬眉吐气。

随军南下 献身大西南

194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干部随军南
下，分赴南方各地开辟新区，接收和组建各级人
民民主政权。1949年5月，中共辽西省委组成南
下干部党委、总支、支部，梨树县被调人员有县委
书记岳胜、宣传部长黎力明、公安局长马远培、工
区书记范飞、梨东大队长马安保、榆树台街长李
长海等 40 多人。南下工作团集训学习，培训后
分批南下。1949年11月，李长海到湘西晃县（今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任晃县城关区
区长。晃县是湘西边陲重镇，以侗族为主的多民
族聚集县。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湖南长沙
后，向大西南进军，在雪峰山全歼国民党白崇禧
部第7军、第48军、第50军。11月7日解放了晃
县。白崇禧乘飞机逃命后，窜到芷江，在芷江纠
集湘西、黔东南各地土匪（如匪首杨永清、姚大
榜、潘壮飞，杨德荘等召开联席会），磕头拜把歃
血为盟，组成“楚汉帮”“不寿帮”等帮会，并推荐
杨永清为楚汉帮“帮主”，姚大榜为“龙头大爷”，
拉帮结伙，把湘西和黔东南各股匪绺编成所谓的

“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队”。杨永清为司令，姚大
榜为副司令，在各地扩大武装，每个乡成立一个
支队，由原伪乡长任支队长；每个保成立一个中
队，原伪保长任中队长，妄图垂死挣扎，卷土重
来。到1950年，土匪总数达六千多人。这些匪绺
虎视眈眈，骚扰顽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企图
推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晃县的斗争形势十分
严酷。李长海带领城区中队，在广大群众的支持
下，同土匪绺子日夜周旋，清奸剿匪，有时围歼，
有时奔袭，土匪对他恨之入骨。

1950年初，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保证过境部队的粮食供
应，李长海等组成征粮队。2月27日，他带领二
区区长刘允生、二区干部张学哲、唐荣栋、张荣
生、县政府民政科干部徐健行、县文化馆干部姚
源岗7名同志去二区新合乡（现大湾罗乡）木铎溪
等地开展征粮工作。当时地主、富农暗中反对，
破坏征粮，拒绝参加工作队召集的征粮会，当晚
秘密勾结贵州黄道司土匪肖宗淮，谋划杀害征粮
队同志。工作队不明情况，仍按原计划分组深入

各保甲开展工作。
2 月 28 日，各组分头行动，均遭到土匪伏

击。徐健行带领两名刚参加工作的本地同志在
前往米公寨村的路上，遭到土匪埋伏。徐建行听
到枪声，马上向土匪反击，掩护同事撤退，因寡不
敌众，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与此同时，负责
全面指挥的李长海、刘允生也遭到土匪包围，李
长海和刘允生担心在村子里战斗会伤及群众，便
冲出院子，指挥群众不要惊慌，注意隐蔽。当刘
允生跑到村外岔路口接应返回来的同志时，又遭
遇土匪，战斗异常激烈。刘允生在突围时，被敌
人子弹击中，跌倒在地，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

李长海冲出院子后，与刘允生失去联系，只
身一人在村外与敌人周旋，因地形不熟，身负重
伤。这场战斗中，刘允生等6人当场遇难，李长海
重伤被俘。惨无人道的土匪将李长海用绳子拴
在马后，从山下拽到山上，坚毅英勇的李长海活
活被拖死。县大队闻讯后迅速赶来，但土匪已全
部逃走，群众含着热泪将李长海等7名同志的遗
体收殓，葬在天雷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