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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4 月 参 加 四 平
保 卫 战 时 ，李 树 廷 担 任 重
机 枪 射 手 ，给 敌 军 造 成 大
量伤亡。在重机枪被炸毁
后，他继续用手榴弹战斗，
坚 持 到 增 援 部 队 到 来 ，战
后 获 师 里 授 予 的“ 二 级 战
斗模范”称号。

1947 年 李 树 廷 任 排 长
时，在辽阳战斗中率三个班追
击突围溃逃的敌人，经过激烈
巷战，歼敌三百余人。

1950 年 3 月 在 海 南 岛
登陆作战中，李树廷任渡海
先锋营二连连长，所在营乘
木船在风浪中航行一百多
公里击溃在赤水港地区的
守军，胜利登陆。他率四个
班攻击敌军团部，击毙团长

以下敌人二百余人，俘虏一
百余人，又率部插入敌军防
区，打退敌军三次进攻，控
制了滩头阵地保证主力部
队顺利登陆。在钟瑞市战
斗中，李树廷率部担任正面
防御任务，指挥部队击退敌
人 两 个 营 5 次 进 攻 ，毙 敌
200 余 人 ，在 黄 竹 、美 亭 战
斗中，他率部队占领黄竹南
山头，追击中俘获敌军 300
余人。战后获师：“渡海英
雄 ”称 号 ，所 在 连 获“ 渡 海
英雄连”称号。

李树廷后任营长、副团
长、师副参谋长，昆明军区空
军指挥所后勤部顾问等职。
1981年4月离休，1986年5月
病逝。

二级战斗模范 战斗英雄
李树廷

1947 年春，罗志海所在的第 7
纵队19师55团一营一连参加保康
攻坚战。保康守敌的地堡群都是三
角形的，可以互相策应，形成交叉火
力。主攻任务给了一连，爆破任务
落在六班一组，组长就是罗志海。
二组的三个同志在砍断敌人三道铁
丝网中全部负伤。罗志海想，如果
本组人去砍铁丝网也都负伤，三个
地堡的爆破任务就很难完成了，罗
志海便让姜振山爬过铁丝网去炸碉
堡。姜振山勇敢地爬过了铁丝网，
可是爆破筒的拉火绳被铁丝网刮断
了，姜振山要回头接拉火绳，但国民
党军的火力封锁很凶，这时去接拉
火绳非常危险，罗志海急忙喊道：

“老姜，别接拉火绳了，直接拉火就
往回跑，没危险！”姜振山迅速拉了
火绳，往回跑了 20 多米，罗志海大
喊：“趴下！”姜振山刚趴下，一声震
天巨响，国民党军的地堡被炸毁
了。罗志海运用这个办法，和另外
一个战士把另外两个地堡也炸掉
了。这时突击组冲上去了，罗志海
见交通沟里国民党军往这边窜来抵
抗，他马上扔出一颗手榴弹，炸死4
名国民党兵。这时他的右手也负伤
了，他把枪放在左手，冲上前去，把
里面三个地堡也炸毁了。30 多名
国民党官兵当场被俘，最后他带领
全组向右发展，又抓住22名国民党
俘虏，缴获其全部武器。战后六班
被命名为“战斗模范班”，罗志海被
提升为六班班长。在这次战斗中，
由于罗志海小组创造了不用拉火绳
的快速爆破法，很快推广到全师全
东北战场。

1947年5月11日，四平攻坚战
打响了，罗志海所在的7纵19师55
团一营一连担任四平外围阵地攻坚
任务。战斗开始前，上级把青年英
雄石连标分配到六班当第一战斗组

长，六班再次担任爆破外围地堡的
任务。战斗中，罗志海指挥爆破组，
石连标带头把三道鹿砦炸掉，当他
炸到第三道鹿砦时负伤了，但组内
战士们接着连续炸掉了敌人三个地
堡，敌人阵地被我军夺过来了。罗
志海命令全班边打边改造阵地，坚
持到天亮。国民党军疯狂开炮，一
颗炮弹落在阵地里，副班长和几个
同志负伤了，全班只剩下罗志海和
三名战士，子弹也不多了，手榴弹也
打光了。罗志海鼓励大家说：“要沉
着坚守，坚决守住阵地，这是咱们班
立功的机会。”战士们热烈响应道：

“放心吧，班长，人在阵地在，我们一
定要保住战斗模范班的荣誉。”这时
二班长带着三个人上来加入六班一
同坚守阵地，罗志海让大家进到房
子里，在墙上挖枪眼，要大家节省子
弹，他一个人在外面监视。一会儿
20 多名国民党军冲了上来，他喊
道：“同志们，准备战斗！”当国民党
军距离30米时，他高喊：“打！”一排
子弹把国民党军打退。罗志海迅速
冲到敌人尸体中间，寻找一些手榴
弹和子弹，然后对战友们说：“坚持
住，后续部队马上要上来了”。这
时，国民党军又冲了出来，大家再次
用勇猛的进攻把国民党军打退。

国民党军退下去了，手榴弹又
打光了，子弹也没几发了，国民党
军再次攻上来时，罗志海把敌军放
到墙根下面，让他们以为这是射击
死角，当大家都挤到一起后，他把
二班仅剩的一颗爆破筒拉着火扔
了出去，随着一声巨响，再次打退
国民党军。由于这个外围突破口
阵地坚守得好，保障了我军大部队
顺利地攻入城内，取得了最后的胜
利。战后罗志海荣立特等功，同时
被授予“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毛
泽东奖章。

毛泽东奖章获得者 独胆英雄
罗志海

1948年3月，在四平收复战中，
张凤桐所在的 7 纵 19 师 55 团奉命
突破四平城，他所在的六连负责
扫除突破道路中的一个地堡群，
编号为二号。该地堡是一个大母
堡，也是城南重要堡垒，在封锁我
军进攻道路上发挥着主要火力点
作用。

在战前全连点将挂帅大会上，
张凤桐没有夺得挂帅攻击任务，他
三次积极向连里要求参加爆破组，
最后连里同意他为支援一组。夜
里，伸手不见五指，突击排悄悄地接
近敌人，张凤桐随爆破组进入爆破
出发地，隐约见到了二号大地堡矗
立着，枪眼里不时喷出射击的火
舌。攻击开始了，我方炮火猛烈轰
击敌人阵地，敌我炮火搅成一团，爆
破组在双方交战中冲了上去，只见
火光一闪，一声巨响，排长以为成功
了，就命令全排冲上去，可到了铁丝
网前才发现铁丝网没有全炸开，部
队不能通过，队伍伏在铁丝网下，进
退不得。这是一片开阔地，没有地
形掩护，爆破组几名同志又都负伤
了。张凤桐看到这样拖下去不仅会
增大伤亡，而且任务也没办法完成，
必然会影响突破四平城的任务。思
及至此，他毅然跃起，从爆破组伤员
手中抢过一根爆破筒，冒着炮火，侧
身钻过铁丝网，直奔二号大地堡。
他在雪泥中跌倒数次，终于冲到地
堡前，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被炸飞，
张凤桐占领了二号地堡。他担心敌
人会反扑过来，重新抢占这个有利
地形，他捡了些手榴弹，跑到地堡里
跟几个负伤的同志说：“如果敌人上
来，一定要打下去，我去联系部队上
来。”他迅速跑回联系上部队，并带
领部队占领了地堡，胜利地将红旗
插上了地堡。张凤桐在联系部队
时，被敌人火箭打着了衣服，他脱掉
棉衣，在雪地滚了几滚，将火熄灭，

光着膀子完成了联络任务。因烧
伤，他被抬到救护所，第二天，听到
突破成功的消息，他跑出救护所，没
等伤好，就跑到城里找部队去了，四
平战役后，他被授予“独胆英雄”称
号。

1948年10月，锦州老城攻坚战
中，六连担任纵深战斗，张凤桐任三
排七班长，打进城里发现一个大院
里有很多敌人，连长命令三排消灭
该敌，张凤桐即叫全班上好刺刀向
大院进攻。刚接近大门，二十多个
敌人从对面扑了上来，张凤桐端起
冲锋枪打倒四个敌人，其余都退回
去了。敌重机枪向我军扫射封锁大
门，三排长负伤了，连里命令张凤桐
代理排长。张凤桐整理三排队伍指
挥七班在前，自己以机枪掩护，这时
发现大院有一群徒手的炮兵乱窜，
张凤桐带头冲进去俘虏了这些敌
人。安排好人看管俘虏后，从另一
小巷又窜出一股敌人，张凤桐端起
冲锋枪将其击退。他组织部队前
进，插入敌群内，被敌人包围。张凤
桐布置好机枪后带七班救援，又被
敌人三面包围，他命令七班冲出包
围圈，自己在后面掩护。这时敌军
一个排长带三个冲锋枪手上来挡
住，要他交枪，张凤桐镇定地说：“你
们已经被包围了，你看机枪都对着
你们呢！”敌人四面环视，张凤桐挥
手叫机枪射击，当即把敌排长击毙，
其余敌人全被吓退了，张凤桐随即
组织爆破了敌人的重机枪地堡，带
队杀向纵深战斗。

1948年10月，辽西六间房战斗
中，张凤桐担任七连三排长，他指挥
全排英勇奋战，俘虏敌军220余名，
缴获各种枪支百余支，在辽阳召开
的庆功会上，张凤桐被上级批准记
特等功并荣获“毛泽东奖章”华南军
区英模大会上他被批准为“甲级战
斗英雄”。

甲级战斗英雄 特等功臣
张凤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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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战四平”
东北大会战拉开序幕

如前所述，四平在东北的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因而成为国共双方必争
之地。

在苏军即将撤离四平之际，1946年
2 月 22 日，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
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电请东北局：

“如果苏军撤后，国军不多，我们是否可
进据四平等地”。3月10日，李富春、黄
克诚电请东北局，提出即刻派出部队进
占四平的意见。3月上旬，中共东北局
决定，在苏军撤离后解放四平。3月12
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并吕正操、李
富春、黄克诚：“苏军撤退后，东北的军
事情况即将紧张起来，你们必须打几个
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
之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
下和我妥协，目前你们应准备粉碎蒋军

的进攻。”3 月 13 日晚苏军撤离四平
后，西满军区即开始准备攻打四平。

此时，中共也完全具备了夺取四平
的政治条件与群众基础。国民党军进
占四平后，横征暴敛，为非作歹，假借接
收军用仓库之名，抢夺市民的穿戴物
品，“并限每家出一件皮衣供军用。同
时，四平物价高涨，市民生活困难。”致
使广大群众对国民党幻想破灭，早已失
去人心。广大群众纷纷出城寻找民主
政府，联名请求东北民主联军消灭国民
党军队。中共对这些逃出城的群众给
予了妥善的安置。由此可见，解放四
平，是顺应民意之举。

夺取四平的作战行动由西满军区
统一部署，3月上旬，解放四平前线指挥
部在八面城成立。指挥部由新四军三
师十旅旅长钟伟、辽西军区保一旅旅长
马仁兴、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杨易
辰和副司令员邓忠仁组成。战场总指

挥钟伟，副总指挥马仁兴、邓忠仁，政委
杨易辰。参战部队有西满军区三师十
旅二十八团、辽西军区保安一旅一团、
第七纵队十九旅五十六团、二十旅五十
九团、吉辽军区二十四旅七十团、辽西
第二军分区一部及梨树县大队、梨东县
大队等共计6000余人。

战前，四平地工情报小组曾通过打
入国民党辽北省政府警察总队的地工
人员，掌握了四平守敌的防守计划和兵
力部署，由情报组负责人王谦带着四平
市内敌人兵力部署和工事配备图，秘密
送达八面城的人民军队指挥部。他们
还同参加解放四平的一位团长数次在
市内联系点会面，介绍四平的情况，使
中共第一次解放四平进行得非常顺利，
付出很小的代价。“王谦几次从四平到
八面城，向二地委汇报四平市内敌军驻
防和所修工事的情况，讲得很具体，根
据他的汇报我军制订了作战计划。”根

据地形图上敌兵力的部署和王谦汇报
的情况，原二分区参谋处长王玉峰起草
了“一战四平”作战方案，最后制定了攻
城方案。

1946年3月15日，解放四平部队一
部攻占了四平西郊飞机场。3 月 16 日
晚，各路攻城部队完成对四平的包围。
五十六团进至城东南攻击出发阵地，保
一团位于城西南泊林子，担任主攻，第
七十团及辽西第二军分区部队进至城
西北三道林子一线。

3月17日凌晨2时，攻城战斗正式
打响。

东满七纵二十旅五十九团，在副团
长宋文洪率领下，从城东南四家子冲入
市内，以小的代价连克天主教堂、红万
字会、公安局宿舍等敌军据点。在城
东，七纵十九旅五十六团，在团长翟仲
禹带领下从城东北角的油化工厂打响
战斗，防守这里的敌人在工厂外围架设

了铁丝网和电网。担任主攻任务的五
十六团一营一、二连，分别从左、右两侧
用火钩、机枪、爆破筒把铁丝网和电网
捣毁，然后迅速向油化工厂冲击。防守
之敌被歼灭一部，余者慌忙逃跑，来不
及逃跑者都成了俘虏，油化工厂被顺利
攻下。之后，一、二连仍分左、右两路向
纵深发展，担任预备队的三连，也紧跟
其后，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当一、二连
攻到一座油坊附近时，受到了敌人的阻
击，这里也是敌人防守的一个重点，特

别是在一座有二层楼高的建筑物上，敌
人的重机枪封锁住了攻城部队左右两
侧的前进道路。机枪声中一连冲在前
边的一个战士负伤倒下了，一个轻机枪
手正端起机枪向敌人还击时，也中弹负
伤。参加一连指挥作战的团政治处主
任张致善也负伤了。这时副指导员朱
光友命令架起重机枪，但重机枪在坑里
无法展开火力，一排子弹没射完机枪手
也负伤了。

（未完待续）

天地英雄气 丰碑铸英城
——忆四战四平中的著名战斗英雄（四）

赵志军

李树廷，1912
年生于黑龙江省庆
安县，1945年10月
参军，1946年 6月
入党。曾立大功7
次小功 8 次，荣获
“战斗英雄”称号，
1950年9月出席了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
会议。

罗志海，1926年出生于河北
省丰润县左家坞镇叩甲寨村的贫
苦农民家庭。1941年担任村儿
童团长，1943 年参加八路军，
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参加了解放玉田，四战四平，
四保临江，辽沈、平津战役，抗美
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大尉
军衔。曾荣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两次，小功四次。荣获“独胆英雄”
称号。先后获得毛泽东奖章、英雄奖章、勇敢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
解放勋章等。1964年转业唐山标准件厂任副厂长兼党委副书记，
1982年退居二线，2011年10月16日在唐山病逝，享年86岁。

张凤桐同志于
1920 年出生于吉林
省双辽市，1946年入
伍，1947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入伍后历
任战士、班长、排长、
连长、副营长等职，
四平收复战后，被上
级授予“独胆英雄”
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