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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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
即改变过去分散的部署，集中 6 个团 1
万余人，决心坚守山海关，阻止国民党
军队出关进攻东北。坚守山海关的部
队有原山东第七师 3 个团，冀热辽第
十九旅2个团和第二十二旅1个团，统
一由第七师师长杨国夫指挥，曾两次
夜袭山海关南面国民党军，多次击退
进攻之敌。11 月 1 日，国民党第十三
军一部开始向山海关作试探性进攻，
被击退。11 月 4 日，国民党军在美军
协助下向山海关发起更为猛烈的进
攻。11 月 8 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
杜聿明到达秦皇岛，亲自指挥战斗。
守卫山海关的杨国夫部队顽强抵抗，
战斗十分激烈。但由于敌我实力相差
悬殊，防守部队战线过长，兵力不足，
敌军迂回关外侧后，严重威胁守军退
路及其后方，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杨
国夫部发现这一变化后，果断决定撤

退。11 月 16 日，共产党部队奉命撤出
山海关。同一天，国民党军占领山海
关，打开了通往东北的大门。

历时半个月的山海关之战，杨国
夫部以 1 万余人的兵力防御在长达 80
里的防线上，抵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
军 7 万余人，且没有纵深防御和预备
队，但仍取得了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
100 余人的胜利，杨部伤亡 500 余人。
这次战斗虽然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
攻，但迟滞了国民党军由陆路进兵东
北的速度，掩护了奉命奔赴东北的部
队和干部。

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以后，沿
北宁路急进，19日占领绥中，22日占领
兴城、锦西、葫芦岛。26 日进入锦州，
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临时设于锦
州。12 月，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先后占
领北镇、黑山，12 月 28 日，国民党五十
二军一九五师占领义县，30日，国民党

十三军八十九师占领阜新。1946 年 1
月，国民党军又相继占领朝阳、北票、
建平、彰武等地，2月，国民党新六军占
领台安、辽中等地。

国民党把抢占东北作为发动全国
内战的重要步骤，利用苏军暂缓撤军
的 机 会 ，继 续 依 靠 美 国 运 兵 东 北 。
1946年1月10日，全国停战令下达后，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新六军、新
一军先后运抵东北。随后，第七十一
军以及第九十四军第五师、云南部（滇
军）第六十军也在秦皇岛登陆。除此
之外还有大批的特务、通信、工兵、重
迫击炮、战车、骑兵以及交警等特种部
队先后进入东北。到 1946 年 2 月底，
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有 6 个军 21
个师，总兵力由1月的13.4万人增加到
28.5 万人，其中多系美式装备和受过
美军训练的精锐部队。

蒋介石全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

对，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扩大东北内
战，并利用苏军撤出东北之机，在东北
放手大打。3 月 11 日，苏军开始由沈
阳沿中长路北撤，12日，苏军全部撤离
沈阳。13日，国民党军进占沈阳，东北
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于18日移
驻沈阳，并以沈阳为基地，兵分三路，
呈扇形，向南、北、东三个方向推进，扩
大战争范围和规模，企图占领整个东
北。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新一军和第
七十一军(欠第八十八师)向四平方向
进攻，新六军(欠第二○七师)和第七十
一军第八十八师以及第九十四军第五
师进攻辽南。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
苏联宣布于 4 月底撤退完毕后，中共
中央致电东北局及林彪、萧劲光：立刻
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
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
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求得大胜，以

利谈判与将来。3 月 24 日，中共中央
致电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富
春，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
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
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
满为辅助方向。至此，中共中央关于
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东北的方针已经
确立。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局
在驻地梅河口先后召开会议，经反复
研究，确定了较为完备的东北大会战
方案。3 月 26 日，彭真起草致中共中

央和林彪电，提出“集中全东北一切可
能调用的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
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
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
区，以便确保以长、哈为中心的北满全
部于我手中。各军区应抽最大限度的
兵力参加此次有关东北全局的大会
战。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
的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
最大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
战的决定胜利。” （未完待续）

1948年，四平收复战期间，独立二师奉命配合主力部队担任四平西北方
向攻击任务。一团二营打开了突破口后，王家元所在的第一营开始向纵深发
展。行进到二道街时，师部命令该营奔向天桥方向，搜索前进。天桥是四平
的制高点，横跨铁路。两旁是两条大马路，要向市中心区发展，这是必经之
路。敌人在这里修筑了六个挂耳大碉堡，在桥的左右两面排列着，四周布满
了大小地堡，与大碉堡间有壕沟可通。桥的西面有四道铁丝网，桥口通道上
架着两个大拒马。敌人凭着坚固的攻势顽抗，阻挡了道西北的我军。爆破任
务一开始交给了三连担任，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三次爆破都没有成功。
面对这样的情况，上级决定调换一连来担任爆破任务。王家元当时担任一连
一排第二班班长，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组织了一个四人爆破小组去完成这艰
巨的任务，计划由工兵排先将桥头西面的铁丝网炸开，然后机枪掩护，看信号
前进，通过炸毁的铁丝网，先爆破靠近右面的第一个碉堡。

爆破开始了，工兵班的战士把一个两节的爆破筒插在靠近铁丝网的
一棵树旁，一拉导火索，只听嘶的一声，爆破筒两头喷出烟来。爆破筒失
效了，没有爆炸。王家元见时间紧迫，他把棉衣一脱，没等发信号，就夹着
一包炸药向桥口的两个拒马之间空隙冲过去。敌人的火力更加密集了，
地上的尘土和碎石都被崩了起来，人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有的人惋惜
道“这回王家元可危险了”。

王家元很快就冲到拒马旁，用一只手夹着沉重的炸药包，另一只手用
力搬开拒马，然后绕了一圈，又搬开另外一个，才侧着身子钻进去，身上的
衣服都被铁蒺藜撕碎了。王家元一个箭步扑到了右面的第一个碉堡，他
将炸药送上去，把拉火拉着后向西面的铁丝网旁退去，卧倒在地上后只听

“轰”的一声巨响，桥上升起一团浓烟，砖石土块儿四处横飞，敌人的碉堡
被炸毁了。王家元因离碉堡太近也给震昏了，等他清醒过来摸了摸脑袋
伸了伸腿，发觉自己没有受伤便翻身爬了起来，趁着烟雾弥漫之际又跑回
桥口的拒马旁，从爆破组一个战士手里接过另一个炸药包，又将左边的第
一个碉堡炸毁了，接着又爆破左边的第二个碉堡，这时爆破组的战士也从
桥口冲了进来，炸毁了敌人右边的第二个碉堡。

四个碉堡被炸毁了，另外两个碉堡的敌人更是疯狂扫射，子弹像雨点
般扫过来，封锁了桥口。爆破组的四个炸药包都用完了，新的炸药包又送
不上来，王家元跑回被炸毁的碉堡中翻出了两箱手榴弹，他拿起手榴弹直
奔左边最后的碉堡，顺着枪眼将两颗手榴弹塞进去，并且向里边敌军高
喊：“赶快投降！”碉堡门打开了，24个敌人缴枪投降，剩余8个敌人继续顽
抗，王家元拧开几枚手榴弹盖高声喊道：“你们不投降我就给你们一人一
颗手榴弹！”那8个敌人吓坏了，把枪扔出来投了降。最后一个碉堡也被
工兵排用爆破筒炸毁了。

王家元第三次回去拿手榴弹，准备冲向桥下的一个岗楼堡，突然左腿
一麻，鲜血染红了雪地，他中弹负伤了，战友们上来将他抬了下去，在营长
和连长的再三劝说下，才被扶下火线。

由于王家元机智勇敢，连续爆破四个碉堡，使我军顺利打下了天桥。
在战场上，经上级批准，给他记一大功，并荣获战斗英雄称号。1948年5
月，他被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7 年四平攻坚战中，敌人在外围设下重重障碍，赵
树满主动请战，参加由 18 名战士组成的爆破队。黄昏战斗
打响，敌人疯狂地从城上、城下加大火力，爆破手们被敌人
火力压在一块地里。赵树满大腿、后腰和脖子三处受伤，
鲜血染红了军衣。带着伤的他趴在地上，一边观察地形，
一边观察敌人火力情况。他发现侧翼敌人火力弱，地形有
利，就咬着牙忍着疼痛爬过去，迅速把爆破筒插进敌人碉
堡，敌碉堡被炸毁，打开了缺口。他带伤参加了突击班，冲
进市区后又参加巷战，战后总评会上，他立大功两次。

在进攻彰武战斗中，上级把城北大坨子碉堡群的爆破
任务交给了赵树满所在的一排。总攻开始后，赵树满奋不
顾身，顶着炮火冲了上去，把爆破筒插进一个大地堡射击
孔里，但爆破筒没有响，他又从身旁的战士手中拿过一个
爆破筒，再次冲上去塞进地堡射击孔，这次地堡被炸飞
了。随后，部队冲了上去，赵树满又立大功一次。

攻打锦州战役中，赵树满冲锋在前，奋勇杀敌，缴获一
门美式重战防炮，荣获东北人民解放军“勇敢奖章”一枚。

在辽西战役六间房战斗中，赵树满带领一个战斗组冲
进一个院子，俘虏 50 多名敌人，接着又冲进第二个院子，
缴获六○炮一门，机关枪两挺。随后，他又和战友们冲
向第三个院子，一梭子子弹把敌人打退，缩回屋里。“缴
枪吧，不缴枪，我们可要打了。”他这一喊，屋里面敌人回
应道“缴枪，缴枪”，可是光喊没有动静，他怕事情有变，
一个箭步冲进屋里，敌人才举手投降。他从俘虏嘴里得
知，西南院有一个团部，西北院有一个排敌人，这时候二
梯队还没有上来，他决定去进攻西北院。当跑到路北
时，发觉西南院敌人没打枪，就转身奔西南院跑去。他
看见敌人用麻袋在门口垛起三尺高的工事，两挺机枪伸
向外面，大门敞开着，院里的敌人乱哄哄，连推带搡往外
涌动。赵树满跳过工事，两个敌人正趴在地上，握两挺
重机枪往外看，一抬头发现进来人了，抬腿就要跑，赵树
满用刺刀一指，那两个敌人一动没动就缴枪了，接着他
朝院里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个号称国民党五大
主力的新六军 22 师 65 团团部全体官兵就这样举手投降
了，当时缴获美式武器 5 卡车。战斗结束后，赵树满荣获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最高荣誉“毛泽东奖章”，同时被授予

“独胆英雄”称号。
1952 年，赵树满转业回乡，先后在通榆县土产公司、果

品公司、粮豆公司工作，1998 年 2 月 12 日，赵树满病逝于吉
林省通榆县，享年70岁。

四平收复战爆破英雄
王家元

在四平攻坚战中，卢锡勤所带的八连接受了夺取满铁医院和
省政府的任务。夜间战斗打响后，突击部队像一把尖刀插到敌人
心脏中，在敌人密集的三面交叉火力下，战士们伤亡较大。卢锡勤
马上到最前线，把散乱的部队组织起来，号召大家为牺牲的同志
们报仇，为八连创造新的荣誉。在他的鼓励指挥下，部队经过拼
杀占领了满铁医院，在国民党军的心脏里展开了激烈战斗。国
民党军的密集火力隔断了省政府大楼和满铁医院的交通。八连
所扼守的满铁医院经过几天的争夺，只剩下无数个破壁残垣。
在这种情况下，卢锡勤带领突击队员们摸到国民党军一个钢筋
水泥碉堡前，投出一排手榴弹，借着爆炸的烟雾冲进战壕，和敌
人进行拼杀，杀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他带着战友们一举突破
了国民党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又经过一阵激烈的白刃格斗，夺下
了碉堡中心的一小块阵地。但在国民党守军密集火力压制下，
战士们伤亡很大，全连出现混乱状态，卢锡勤马上冲到最前线，把
混乱的部队组织起来准备进攻。

此时八连只剩下三十多名战士了，他不断鼓励战友们要不怕
牺牲沉着应战，他把十多名党员集中到一起掷地有声地说：“我们
是共产党员，要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连的任务！”

在卢锡勤的鼓励指挥下，战友们摸进了国民党军据守的省政
府大楼。这座大楼是战斗的中心地带，楼房建筑坚固，从上到下都
由石头砌成，窗子小，墙壁厚，一般的炮弹都打不穿，敌人又是居高
临下，机枪向他们这边猛扫，手榴弹也连续往下甩，火力把这里封
得严严实实。

八连的全体战士在卢锡勤的指挥下越战越勇，在坚持激战几
个小时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人后退一步。在成功组织第二次爆破
后，战士们呼喊着冲进大楼，国民党守军见民主联军冲了进来，一
边射击一边逃窜。战士们先用冲锋枪扫射，接着同顽抗的敌人拼
刺刀，打肉搏战。主力部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消灭了残余守
敌。卢锡勤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鼓舞和带领同志们勇敢杀敌，出色
完成了上级交给八连的任务。战后，八连被纵队授予“全面模范
连”光荣称号。

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刊战斗英雄简介中，对卢锡勤
这样评价：“战斗英雄兼模范工作者，是闻名全四野的‘全面模范连
的政治指导员’，这个连在天津战役中又获得三好连队的光荣称
号，不仅是一个燃起战士火热斗志的鼓动手，还是一个身先士卒、
智勇双全的指挥员。”

全国战斗英雄、模范指导员
卢锡勤

独胆英雄、特等功臣
赵树满

天地英雄气 丰碑铸英城
——忆四战四平中的著名战斗英雄（三）

赵志军

王家元，1921年2月出生于山东崑山县。1946年5月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
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曾两次荣立大功，被授予“全国爆
破英雄”称号，1985年离休，2004年在贵州玉屏县病逝。

卢锡勤，江苏省赣榆县林子庄人，1925 年 11 月出生，
1943年9月入党，1944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随所在部
队开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一师二团三营八连
指导员。1947年四平攻坚战中，他身先士卒，带领连队战士
冲锋在前，曾先后三次在战斗中立大功、五次在工作中立大
功。荣获战斗英雄奖章、勇敢奖章各一枚，艰苦奋斗奖章两
枚。1950年获中南军区授予的战斗英雄称号，并出席了在
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赵树满，1928年8月生于辽宁省辽阳县龙昌村。小时
候家里贫苦，5岁丧父，11岁起给地主放牲口做雇工，18岁
丧母。他孤苦伶仃，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生活，后
投亲到开通县（今通榆县）。1946年参军，1947年在四平
攻坚战中火线入党，共立4次大功、1次小功，被授予“特等
功臣”和“独胆英雄”称号，是“毛泽东奖章”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