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文章仅标题作了改动，内容未作推敲、修改，

仅供参考。

英雄血洒庙桥头

1920 年，张道亮出生于长兴镇东北三里许典当仓的一

户殷实人家。

少年时代的张道亮，曾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将一个孩子

架在柴堆上活活烧死的惨烈场面，仇恨的种子深深埋藏在他

的心底。1945 年，张道亮参加革命，成为海西区队的一名战

士。和他同时期参加革命队伍的还有他的弟弟张道豪以及李

文逵、沈华达、王德才、毛新等青年，他们为了把日本鬼子

赶出家乡、赶出中国，出生入死，转战海启地区，终于赢得

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7 年，解放战争处于白热化程度。这一年的农历七月

初三下午，张道亮在长兴镇北的青龙河东发粮单（新四军收

公粮的通知单），遇到顽保长潘长保的儿子潘家贤，带领的

一队“中央军”，张道亮来不及隐避，不幸被捕。被推推搡

搡押解去长兴镇据点。沿途张道亮极力反抗，直到长兴镇据

点门口的庙桥头，他拒不进敌军据点，一敌兵端枪射击，另

两个敌兵则在他前胸两侧各刺一刀，当即鲜血喷涌，洒落桥

头……张道亮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得知张道亮牺牲，太阳已经下山，邻居陆兴郎等两人将

其背回家中。在清洗烈士遗体时，只见衣衫破碎，胸部两侧



有两个刺刀洞，有一个子弹洞。体无完肤，血肉模糊，惨不

忍睹……

为了纪念革命烈士，1958 年，家乡党组织将烈士祖居的

地方命名为道亮大队，1983 年，更名为道亮村。原来村里的

一所完全小学，命名为道亮小学。1965 年创办于村里的农业

中学，命名为道亮农中，1968 年，搬迁扩建为双规全日制初

中后，更名道亮中学，1992 年并入长兴中学。当年的道亮村

现为常乐镇八烈村道亮片。

（张道亮烈士事迹由张修林提供，钱瑞兴整理）

八英烈永留名

常乐镇八烈村，是为纪念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村里的

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八位青年战士而命名的。

1947 年腊月，国民党中央军的张海青队伍强行抓夫抢修

掘青路，为了赶工期，民工们稍有怠慢，就被中央军拳打脚

踢。敌人企图在完成工程后，利用交通优势，打击解放区。

新四军海西区队知晓情况后，决定粉碎顽敌这一阴谋。腊月

初七傍晚，我军拟定战斗方案，选择在施山官石桥地段设伏

袭击。腊月初八拂晓，部队聚集在掘青路东侧的杨雪洲宅和

沈计达宅，还有青龙河西侧的李秀章宅上。上午 9时许，中

央军的队伍从长兴镇出发，进入施山官石桥地段，海西区队

教导员陈洪钧一声令下，我军轻重武器齐发开火，敌人一片



混乱，纷纷逃窜。正值此时，我方的机枪突然卡壳，敌军乘

机组织反扑，战斗非常激烈。这时，我军一战士一枪击毙敌

军机枪手，趁这片刻机会，埋伏在川洪河西李家宅的战士冲

上施山官石桥，勇猛向东，准备抢夺河东敌军机枪。在这千

钧一发之际，长兴镇据点的敌人增援赶到，他们抢占有利地

形，架起三挺机枪，一齐扫射，桥上的战士纷纷中弹倒下，

八名勇士当场壮烈牺牲……

这八位烈士年龄最大的不满 30 岁，最小的只有 17 岁。

他们是海西区队排长李文学，班长曹国庆，战士李锦昌、黄

成兴、李福才、李洪章、沈福明、章少贤。

为了纪念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八位烈士，1962 年，平山公

社十二大队划分成二个大队后，将南边的大队命名为八烈大

队。近来几十年，社村建制和区划几度调整，当年的八烈大

队处在如今常乐镇的八烈村范围里，然而八烈之名一直未改，

沿用至今。

（周至硕根据施正平等口述和有关资料整理）

大石桥阻击战

1948 年 9 月，苏北分区的人民解放军为了扩大战果，歼

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敌人对启海地区的封锁，决定在农历

八月半中秋节这一天（1948 年 9 月 17 日）收复海门中部重

镇麒麟镇，分区 8团主攻麒麟镇守敌，9团埋伏在大石桥南

岸打阻击战，防范四甲坝国民党中央军增援麒麟镇守军。大



石桥位于海界河上，桥北侧是四甲镇光辉村，桥南侧是常乐

镇长来村。大石桥在当年是四甲坝到长来镇、麒麟镇的必经

之路。中秋节前天晚上，9团悄悄赶到大石桥后立即开始布

防。在大石桥南岸左侧的瞿家油榨（油厂）屋顶上架了机关

枪，在油榨的西边和北边挖了一米多宽的战壕。一切准备就

绪，战士们迅速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南援的敌人。9月 16 日

晚上半夜，麒麟镇战斗打响了。17 日 3 点多钟，驻扎在四甲

镇上的中央军果然南下支援。当中央军刚走过大石桥一半的

时候，我军立即开枪射击，一批批的敌人被击中倒下，纷纷

掉入海界河里。我军突然袭击把中央军打懵了头，吓得连忙

向后退缩。稍定下神以后又组织了几次冲锋，但都被我军打

退。中央军没有办法过桥，就向南通县的驻军求援。南通县

一大批中央军在中秋节天亮后，从大石桥西边的铁板桥上过

来（掘青线上的永安桥），沿海界河上的纤路向东赶到海界

河和头匡河交汇处（现在振复村东北角）停下来，和北边的

四甲来中央军二面发动进攻。我军以密集的火力还击。一时

枪声大作，子弹四面开花，战斗异常激烈。战斗持续到上午

9 时，敌人始终没有能通过大石桥，增援麒麟镇。9 团指战

员在知道麒麟镇战斗已接近尾声后，立即指挥部队向南撤退。

大石桥战斗，我军消灭了不少中央军，把海界河里的水

也染红了。战斗结束后，恼羞成怒的中央军下令烧了被我军

利用做掩体的瞿家油榨 48 间瓦屋，然后带了残兵败将回到

了四甲、通州据点。战斗中，我军也牺牲了不少战士，其中



13 位无名烈士的遗体留在了战壕上。第二天由我党的地下工

作者和当地的老百姓把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头匡河东岸。解放

后，人民政府为烈士修了墓地，立了块无名烈士碑。每年的

清明节，大石桥周围的常胜、长来等几所小学的师生都来祭

扫烈士。

1982 年社乡行政机制更替，生产大队改为村建制。原平

山公社十四大队党员、群众一致认为 1948 年的中秋节大石

桥战斗在当地很有影响，为了纪念大石桥战斗和十三位无名

烈士，把十四大队改称为中秋村。2002 年村社合并，当年的

中秋村属于如今同样以烈士命名的常乐镇振复村。

（黄秀乔、瞿林森、姜惠新等口述，顾松平整理。）

一朵美丽的云彩

顾云彩，海门市三厂镇鹤丰村人，1926 年 10 月出生在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是家中独生子，因为穷， 12 岁时才

上学读书，上到 4年级就辍学在家，帮助父母种田为生。

1942 年，新四军东进海启地区，海南区民运工作队来到

他的家乡开辟工作，16 岁的顾云彩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民兵

和农抗会组织，他心向革命，爱憎分明，积极带领贫苦农民

与封建地主开展针锋相对的减租减息斗争，很快被群众推选

为村农抗会主任，并于 1944 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

他历任税

长心辟母。长 辟年南辟上

他历 减十
税

加租



1946 年 11 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大举进犯解

放区，一些地主恶霸又开始嚣张起来。当地已经征收入库的

公粮随时有被敌人抢走的危险。顾云彩根据上级指示，将群

众已经缴纳的公粮，连夜发送到可靠的贫下中农家中分散保

管。1947 年 5 月下旬，海南区主力部队与东南警卫团准备攻

打灵甸镇据点，为了及时供应部队所需的粮草，当时正是青

黄不接的季节，新粮还未收割，老百姓家中陈粮不多，顾云

彩连夜挨家挨户，做群众思想工作，发动群众踴跃上交爱国

公粮。

老百姓闻风而动，有些连夜赶收麦子，主动为部队送粮

送草，短短一个星期，完成了十多万斤的公粮公草任务。

1947 年 4 月的一天，上级领导得到可靠情报，新善乡周

围几个据点的敌人将联合出动，围剿新善乡干部。上级通知

顾云彩赶快撤出新善乡，跳出包围圈，暂时转移到安全地方。

顾云彩说：“我有群众掩护，群众就是我的保护伞。”第二

天一早，有个民兵来报告：“敌人已经进村，正挨家挨户清

剿共产党干部。”顾云彩和另一名干部在群众的掩护下，拿

了个挑羊草的篮子，不慌不忙跳下河滩，穿过暗桥，从敌人

的眼皮底下安全撤离。

1947 年 6 月 27 日午后，顾云彩带领几个同志到六匡镇

执行紧急任务，不幸遭到敌人围捕，其中有两名干部向西南

方向突围，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顾云彩准备向东北方向

扑沟突围，当他来到七匡河边，有个敌军守卫在那里，黑洞



洞的枪口对准了他。顾云彩抬头一看，面前的敌军就是当地

被抓壮丁的张连官。就说：“你的父母一直受到我们很好保

护。”张连官忙掉转枪口挥挥手，示意顾云彩赶快游过七匡

河突围出去。然后举枪朝东北方向胡乱放了几枪，顾云彩安

全脱险了。

1947 年 10 月的一天，盘踞在麒麟镇据点的敌人下乡来

抢夺老百姓的东西，顾云彩立即带领民兵给敌人迎头痛击，

打得敌人狼狈逃窜，不幸在追击途中中了敌人回马枪，顾云

彩的大腿负伤，战友们为他包扎后，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1948 年 2 月，顾云彩的腿伤刚刚恢复，他就重返工作岗

位，领导群众开展土改复查，打土豪分浮财，让贫苦群众顺

利度过春荒。

1948 年 7 月 17 日夜，顾云彩带领民兵袭击盘踞在麒麟

的敌人，不料在头匡镇南，遭到还乡团的伏击。顾云彩为了

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身负重伤，不幸被捕，后惨遭杀害，年

仅 23 岁。

为纪念烈士，经上级批准，把顾云彩牺牲所在地命名为

云彩村。

（参考资料：海门烈士传第三集，陈金寿回忆录）

邹韬奋在这里演讲

邹韬奋演讲纪念碑，位于通州区兴仁镇（原四安镇）温

桥村的原温桥小学校园内，是为了纪念邹韬奋先生当年亲临



此地（时为县中侨校）进行抗战演讲而设立的。

1942 年冬，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杰出的新闻记者、政

治家和出版家邹韬奋先生历经艰险，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

12 月 26 日午前，韬奋先生冒着严冬酷寒，由当时苏中行署

文教处长刘季平陪同，骑着大马，在一群新四军战士的护送

下，来到四安北边温家桥的县中侨校。下午，欢迎大会在学

校操场上举行，与会的学生、干部、群众千余人，广场站不

下，有的爬上柳树，有的站在篮球架上。有不少人是从西亭、

阚家庵、石港、刘桥一带赶来的；也有躲过敌伪的眼睛，从

敌占区南通城、平潮镇、金沙镇等地赶来的。

韬奋先生身穿长袍，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在雷鸣般的

掌声中，登上讲台，进行宣传抗日救国的精彩演讲。他背靠

高大的银杏树，从容不迫，生动有趣，用许多耳闻目睹的事

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压制民主、迫

害进步人士等倒行逆施，赞扬了抗日根据地的团结、民主、

进步，勉励各界人士加强团结，一致抗日，积极做好救国工

作，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民。演讲时，韬奋先生脱下大衣，

挥动双手，热情奔放，历时 4小时之久。韬奋先生此次热情

洋溢的演讲，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激发了大家抗日救国热情。

下午 7时，举行文艺晚会，由县中侨校师生表演节目。

第二天上午韬奋先生还和部分师生座谈，回答大家疑问，还

给不少同学题了字。激励无数热血青年走上革命的征途。

1989 年 7 月 24 日，在纪念邹韬奋逝世 45 周年之际，上



海邹韬奋纪念馆在当年邹韬奋演讲处温桥小学校园内高大

的银杏树下特立碑纪念。碑文为:“一九四二年底民主战士

韬奋在此演讲，疾呼团结、抗战、进步；抨击分裂、投降、

倒退。”

2000 年 11 月，上海邹韬奋纪念馆又在此重建了韬奋演

讲纪念碑，加上了碑座。碑身底座为一卷翻开的书本，象征

主人职业身份是新闻记者、出版家。碑身高 1.942 米，碑宽

1.2 米，标志着韬奋先生是 1942 年 12 月来此演讲。碑座是

白色花岗岩，碑身是青色大理石，庄严、大气。并在碑后新

建了六十米左右的“韬奋之路”长廊，大量的史实照片和资

料，再现了邹韬奋先生伟大的一生。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的阵地。2002 年，韬奋演讲纪念地被命名为南通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四安中学 王耀毅

谈“斧”色变

天生港镇顺风楼往西，渔柴厂桥东 50 米处，日伪时期

这儿的“竹篱笆口”设一“检问所”，是日寇侵占南通时对

来往行人进行盘查的地方。因为有鬼子宪兵监督，伪军查得

特别严厉。不少老百姓因为查问时对答不上，被认为有“共

党”嫌疑而被扣下，轻则关押几天，遭受毒打；重则灌洋碱

水，坐老虎凳，甚至杀头枪毙。竹篱笆检问所简直就是人间

的鬼门关。



1943 年夏天，城闸区老李接到梁灵光书记的指示，要他

们严惩检问所岗哨的鬼子，杀一儆百。这个任务交给了游击

小组执行。为了摸清情况，游击小组派骨干队员严坤侯去侦

察。经过半个月的仔细观察，严坤侯摸清了鬼子交班换岗的

规律：早上六点上岗，晚上五点下岗。鬼子不在时，检问所

戒严不准通行。游击小组根据这一情况，制订好一个行动方

案。

这天是入夏以来最热的日子，六名游击队队员化装成木

匠师傅，由严坤侯带领，冒着炎天酷热，于下午五点左右身

背斧头、锯子、刨子、墨线斗儿等工具，来到老闸口，装出

一副焦急的样子，说是人家死了人等要去做棺材。游击小组

看到鬼子人多，敌我力量悬殊，只好放过去了。

游击小组连夜开会，补充了战斗力量，决定由游击组长

老王率领十三人第二天一早行动。他们先给和平军侯排长送

去一封信，大意是说：今天我们游击队打黄狗——东洋鬼子，

请你们少管闲事。如果你们胆敢开枪，当心你们和你们家属

的脑袋。

第二天一早就很闷热，雷声隆隆，眼看要下阵雨。游击

队队员们有的扮成木匠、瓦匠；有的手提油瓶；有的挑着蔬

菜担子，分头来到中兴港桥头。这时，三个前来上岗的鬼子

背着长枪，戴着钢盔，蹬着马靴，耀武扬威地“咔嚓咔嚓”

走过来。平时鬼子上下岗总是排成纵队走的，今天不知为什

么三个鬼子竟排着横队。这给队员的行动带来了麻烦。



但是，时间不允许犹豫，王组长一个手势，三名队员扑

上去就夺枪，旁边两个鬼子的枪一下子就被夺了过来。中间

那个鬼子，两手抓枪死死不放，嘴里还“吱哩呱啦”吵着。

严坤侯一个箭步蹿上去，抡起雪亮锋利的木工大板斧狠狠地

朝鬼子头上砍去。斧起头落，鬼子脑袋像滚西瓜一般，抛得

老远老远的。另一个队员因为第一次“开洋荤”，手稍微抖

了一下，斧头劈偏了，齐耳朵根子削掉鬼子半边脑袋瓜。二

林侯砍的那第三个鬼子，因第一斧头没有击中要害，还想垂

死挣扎，倒在地上两脚乱踢。严坤侯眼疾手快，上前“补”

了一斧头。这样，三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鬼子统统报

销了。日本宪兵队赶来时，路上除了三具尸体外，没有半个

人影。

游击队队员带着缴获的战利品两支马枪、一支三八式步

枪、三顶鬼子钢盔、用皮盒子装着的五十多发子弹、以及六

枚圆形手榴弹胜利返营，回到十里坊姚氏油坊。江团长在姚

老板家里（其实就是游击队驻地）专门办了两桌酒席，为队

员们庆功。后来在天生桥、大洋桥相继发生了斧劈鬼子兵的

事件，震惊了整个南通的鬼子。鬼子谈“斧”色变，惶惶不

可终日。

“一枝梅”锄奸

提起“一枝梅”杨勇伟天生港锄奸的故事，南通老一辈

的人个个津津乐道，就像说评书似的，非常吸引人。



这事发生在 1943 年 4 月，日伪开始在苏中四分区实行

“清乡”，为了困死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坐镇南通城的“清

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和特工头子姜颂平，委派如皋岔河大检

部所主任凌月东到天生港催运封锁器材。消息传来，南通县

委决定对这类鹰犬进行严厉制裁，以压日伪的“清乡”凶焰。

经过研究，县委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南通整治保卫队队长杨

勇伟执行。政治保卫队是由部队和公安部门抽调的人组成，

政治上坚定，且有作战经验，多谋善断，机动灵活，能出其

不意地打击敌人，因手持短枪，被群众称为“短枪队”。

先警卫团政治处主任韩念龙叫来杨勇伟，先详细谈了目

前的斗争形势，然后郑重地说：“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要

你们短枪队去把张北生和姜颂平派来的一个大检问所主任

干掉，越快越好，要干净利索。”

可当杨勇伟问起这个汉奸的姓名、年龄、相貌特征、衣

着打扮以及在天生港的住址时，我方却一无所知。杨勇伟知

道这次任务非同一般，斩钉截铁地说：“请组织上放心，困

难再大也一定能克服！”

接受任务后，杨勇伟带领几个短枪队员闯进了戒备森严

的天生港，观察敌人的哨所布局，熟悉天生港的街道地形，

寻找大汉奸的行踪。傍晚时分，一名短枪队员传口信说，这

个汉奸住在镇上的一个大旅馆内。天生港镇上有几家旅馆，

汉奸会住在哪一家呢？眼看太阳渐渐西沉，杨勇伟以住宿为

由，在几家旅馆转了一圈，发现日军警备部队对面的天生港



旅馆最大，条件最好，对汉奸来说更安全。检问所主任很有

可能住在这里面。杨勇伟当机立断进去订了一个房间，然后

离开天生港，赶到镇外的集合地点，把等候在那里的 6个队

员带到里天生港一两里的一个单家独院的人家隐蔽下来。

天黑以后，杨勇伟与一位短枪队员周伟走街串巷，熟悉

旅馆周边地形。看完地形，周伟回驻地待命。杨勇伟回到旅

馆，观察动静。杨勇伟走在旅馆院子里散步，思考怎样才能

找到“猎物”。这时一小队持枪的鬼子兵突然闯进旅馆，有

两个鬼子还在旅馆门口放哨。情况来得突然，杨勇伟想回房

间坐等查问，自己没有证件肯定不行。杨勇伟四下扫视了一

下，发现旅馆对面照相馆的老板正好出现在门口。他灵机一

动，大摇大摆地迎上去，装着一见如故的样子，主动谈起了

生意经。

一会儿功夫，鬼子小队长过来了。杨勇伟看见靠柜台的

墙边放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过去把车轮“呼呼”转了起来，

由“嚓”地一声把车轮刹住。他一边欣赏车子，一边谈论车

价，显得很内行。这一招很灵验，老板忙着递烟倒茶。鬼子

小队长见他俩很亲昵的样子，好像一对交情很深的朋友，便

走过来拍拍杨勇伟的肩膀表示亲热，不仅未查“良民证”，

还递过一张名片，打着手势叫杨勇伟有事找他。杨勇伟逢场

作戏，和鬼子小队长挥手告别。

鬼子的突然查房，让杨勇伟意识到大汉奸可能就住在天

生港旅馆。第二天，杨勇伟把每个房间的旅客都摸了底，结



果让人焦虑。他仔细想了想，只有老板住的厢房还没有进去

看过，得想法进去看个究竟。拿定了主意，杨勇伟立即找旅

馆老板要求换房。“不行，全满了。”“我想，住后院的厢房。”

杨勇伟说着，一个急转身向后院走去。老板顿时慌了神，要

追过来挡驾：“你别进去，里面有人住。不，不，里面没人

住。”可来不及了，杨勇伟已从半掩的院门看到里面有一个

商人模样的光头胖子。为什么胖子如此诡秘？老板又如此惊

慌？杨勇伟心头一喜，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退回房间。整个

上午，他的眼睛几乎未离后院的院门。中午，两个汉奸模样

的人进了院门，又紧紧把门关上。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光头胖子正是短枪队要捕捉的猎物。

事不宜迟，杨勇伟沿着旅馆周围转了一圈，搞清后院与外界

的通道，便急急离开天生港，迈开大步去和短枪队队员会合。

杨勇伟向队员们宣布了行动计划。大家都想去干掉这个

为虎作伥的汉奸。杨勇伟说：“人多了没用。”他叫队员们先

去唐闸西北边的一个渡口，做好接应准备，只带了周伟去执

行任务。

他们很快潜到天生港旅馆附近，这时旅馆后院的竹篱笆

已关上了。他们在竹篱笆悄悄扒开一个洞，进入院内。厢房

里灯火通明，热闹得很。杨勇伟示意周伟跟着他，从暗处慢

慢移到厢房的玻璃窗外。屋内烟雾腾腾，几个汉奸酒足饭饱

后正在搞堂会，一个忸怩作态地清唱，其他人怪声怪气地叫

好。



杨勇伟早晨见到的那个胖子大八字斜坐在椅子上乐得

一颠一颠的。一颗光头贴近玻璃窗，也在上下颠动。多好的

靶子啊！杨勇伟把短枪搁在窗台上，对准胖子脑袋“叭”的

一声，送他上了西天。枪声一响，里面的人全吓懵了。周伟

大喝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说着，他汪房间里扔进一

颗手榴弹，“轰”的一声，屋子里哭爹喊娘。

旅馆里像翻了天，日军警备部队闻声出动。凄厉的警笛

声，狼犬的嚎叫声，人们的喊叫声，混成一片。杨勇伟把随

身带来的一张传单扔在现场，上面写着“飞檐走壁，来无踪，

去无影。”署名“一枝梅”。杨周二人从容不迫地沿原路离开

了天生港镇。

从此，“一枝梅”出了名。天生港锄奸故事不胫而走，

在群众中广为传颂。一些伪乡保长不敢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

了，有的还暗中向民主政府缴纳公粮。“一枝梅”智除汉奸

的行动，震慑了敌人，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让大家坚定

了反“清乡”斗争的信心。

“南通人民的好儿子”

1947 年 4 月 7 日，南通县第三区（刘桥区）工委书记兼

区长的宋祖望和县警卫团二营营长陈彦明，率领南通警卫团

第二营和刘桥自卫队到沈家店驻防。为了团结国民党地方部

队武装“工人总队”抗日，宋祖望、陈彦明和通信员曹文道

三人，前往驻扎在附近陆家庄的“工人总队”做工作。不料，



“工人总队”正密谋投敌，宋祖望等一去即陷入魔掌。

“工人总队”头目李云香办酒席，利诱宋祖望三人率部

队缴械投降。宋祖望严词拒绝，陈彦明说：“头可断，血可

流，我通西部队是革命抗日的，认死不会投降的！你们有种

就去缴枪吧！”“工人总队”另一头目吉石清严刑拷打宋祖望

三人。陈彦明骂道：“狗杂种，你们的日子不长了！今后的

天下是共产党的！是老百姓的！”

“工人总队”扣押了宋祖望等三人后，偷袭我二营部队。

我二营指战员英勇奋战，打得敌人抱头鼠窜，但我徐副营长

牺牲。“工人总队”头目无计可施，遂将宋祖望等三人绑送

唐闸。至此，“工人总队”公开投敌。

4月 9 日夜，敌人将宋祖望、陈彦明、曹文道三同志压

至十万步荡的五岳坝（今幸福街道陆家园），继续威逼宋祖

望等投降，部队缴枪。宋祖望、陈彦明面对敌人的屠刀，大

义凛然，视死如归。宋祖望正告敌人：“共产党人是杀不完

的，今天打死我一个宋祖望，明天会有成千上万个宋祖望站

出来。”敌人恼羞成怒，凶残地一刀又一刀刺向宋祖望、陈

彦明二同志。宋祖望、陈彦明浑身是血，惨不忍睹。通信员

曹文道痛苦地哭了。宋祖望强忍剧痛，坚定地说：“小曹，

不要哭，我们共产党人决不是孬种。”宋祖望被穷凶极恶的

敌人连戳四十余刀，壮烈牺牲。陈彦明、曹文道亦英勇就义。

解放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宋祖望和陈彦明，将三烈士



牺牲地张家园改称“祖望乡”，将无梁殿学堂命名为祖望小

学；把陈彦明家乡罗祖乡更名为“彦明乡”，把一小学改名

为彦明小学。1991 年，梁灵光同志欣然为祖望小学题写校名，

他动情地说：“宋祖望是党的好干部，南通人民的好儿子。”

追忆"六八战役"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启东人民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革命斗争，先烈们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留下了深沉的革命

足迹。为传承革命精神，教育激励后人，1991 年，启东市委、

市政政府集中组织修建了 27 个革命纪念地，“六八战斗纪念

地”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座落在启东市汇龙镇人民西路与庙

港河交界处东北侧(启东市汇龙镇儿童乐园西南端)，成为启

东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让我们翻开启东革命斗争史的篇章，重温这场红色"六

八战役"记忆，感悟革命先辈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奋不顾身、



浴血奋战、忘我牺牲的革命精神。

1948 年夏，国民党军队经过我人民解放军近两年的沉重

打击，已经被歼灭了 260 多万人。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

统治，四月，敌人从江南调 25 师，从山东、中原调 72 师、

83 师，加上整四师，在苏北组成南北两个“追剿兵团”合击

我阜宁和盐城。为粉碎敌人的“追剿”和“合击”，华野苏

北兵团命令 11 纵队 33旅南下九分区，向沿江敌后发动攻势。

6月初，33 旅到达九分区，准备攻击汇龙镇。分区亦集

结八、九两团和如东、东南等县警卫团协同作战。为便于统

一指挥，建立临时作战指挥部，由 33 旅旅长梁灵光任总指

挥，分区司令员王治平任副总指挥，九地委书记周一峰任政

治委员。

6月 7 日，部队从二效镇一带向南行进，晚 8 时，各部

队按预定计划进入清扫外围据点和攻城阵地，并抓紧进行攻

城的土攻作业等各项准备。

6月 8 日，我军以神兵天降之势，多路利剑清扫启东县

城汇龙镇外围据点的战斗同时打响。汇龙镇西北合兴镇据点

是由分区八团二营攻打的，该据点 150 余名还乡团，凭借坚

固工事和有利地形拼命顽抗。我军浴血奋战，在营长戈拔率

领部队再次向顽抗的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中弹牺牲。战士

们义愤填膺，同仇敌忾，高喊着“为营长报仇!"在我军炮火

掩护下冲进据点，将敌人歼灭大部。余党落荒而逃，我军勇



猛追击，将罪恶累累的还乡团头子、国民党启东县城西区区

长季南荣击毙。汇龙镇东北的永兴镇据点是由 33 旅 99 团两

个营攻打的。驻守该据点的敌交警 15 纵队二大队遭我军打

击后，仓皇逃匿于镇外，被歼 1个排。分区九团攻打江边重

镇泰安港，连续占领了外围街道。与此同时，华野 33 旅的

两个团和分区八团两个营包围了汇龙镇。

由于地下水位太高，土工作业进展缓慢，敌人主要工事

未被摧毁，加上敌机不断空袭。此时，在通西“清剿”的国

民党 21 师 437、438、439 团调来增缓。我部队东南警卫团

立即派出龚云池、舒仲钧为正副指挥的阻击部队，组织海东、

海中、吕四、海西 4个区游击营加上县行动队共 5O0 多人，

分别布防于敌增援部队必经的路段三阳镇旁边阻击，以阻延

敌人的到达时间。在阻击战中，我部队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逼使敌人停止前进。为我军主动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傍晚，

我军得悉如皋城敌人西三个团乘汽车赶来增缓，于是指挥部

队皆撤离至东昌镇一带。战斗中，华野 99 团团长吴石梅不

幸壮烈牺牲。

启东 28432 个民工助力参战，救护伤员，运送粮草，收

缴逃敌武器，拆除碉堡工事。还有 100 多名妇女干部、群众

在杨香圃附近的后方医院，细心看护伤员。广大干部群众日

夜参加战勤，慰劳部队。寅阳乡伯姓一夜之间凑集了 2000

多只下鸡蛋，裹包了 100 多只粽子等食品，慰劳部队指战员。



此战扫除了汇龙镇外围的头兴镇、三星镇、圩角镇、合

兴镇、龚仓角等大小据点 10 处，歼敌 400 余名，缴获甚丰，

同时有力地支援了苏北地区的对敌斗争，为启东乃至全国的

解放作出了不朽功绩!

第一次缴获“九六”式机枪

1940 年夏季，四分区主力从外线转入内线作战，东南军

民深受鼓舞，连续出击，发起夏季反据点攻势，先后拔掉日

伪军日新河、利民镇、大洋港、龚家镇等据点。

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日伪军或投降，或逃跑。同时，敌

军因为给养补充不足，加紧对其辖区追捐掠夺。

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发出缴夺“一打”（12 挺）“九六”

式机枪号召。

在 7 月 11 日下午两点左右，驻扎在川流港（又名朝阳

镇，今近海镇川流港村）的日伪军出动到陆玉昆圩（今南阳

镇元祥村）收捐。敌人知道陆玉昆圩有新四军和民兵出没，

于是派了 7个日本兵，扛了一挺“九六”式机枪，还有一小

队黑老鸦（当地老百姓管穿黑色警服的伪军叫黑老鸦）气势

汹汹地奔陆玉昆圩而来。早有侦察员向新四军报告。从川流

港到陆玉昆圩，不过五华里，听说敌人扛来机枪，哇塞，好

家伙！正中下怀，敌人的这份“大礼”一定收下！当时战士

们摩拳擦掌，群情激奋，纷纷想首立战功。



盛夏骄阳，烈日炎炎。玉昆小学埭路南北两侧地里的玉

米正是长得最旺盛的时候，玉米高出人头，密箍的青纱帐，

酷暑如蒸

笼一般，但是战士们全不顾这些，二班战士埋伏了下来。

只有一袋烟工夫，哨兵报敌人来了。远远望去，前边两

个日本鬼子，扛着机枪，从东向西而来。

“打！”二班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甩出手榴弹，敌人的

队伍像炸了窝。黑老鸦惊慌失措，屁滚尿流，纷纷逃窜，跑

得比兔子还快。

日本鬼子慌忙架起机枪……我新四军战士哪容日本鬼

子还手，两个彪形大汉呼啸一声从玉米地里扑出来，像老鹰

逮小鸡，把敌人的射手扑倒，死死摁住。说时迟，那时快，

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一下子捅进敌人的心窝。刹时，鬼子

鲜血飞溅，不到两分钟，就一命呜呼。再说那个弹药手，见

势不妙，连滚带爬，逃进了青纱帐。

其他日军赶来救援，被一班挡住。我军不恋战，为的是

担心大股敌人前来反扑。战士们扛着缴获的“九六”式机枪，

兴高采烈地撤回新四军小分队的驻扎地——耕南乡（今益民

村）施家宅。施济民是新四军的堡垒户。常有新四军或民兵

驻扎在他家。

当时他们缴获了“九六”式机枪，手舞足蹈，欢呼雀跃。

施济民的儿子施国权（今年 87 岁，当年 11 岁。原东海中学



退休职工）也高兴地骑在机枪上。有一个战士提议试试机枪

的威力，反正缴获了不少子弹。“哒哒哒”，一扣扳机，子弹

把后宅沟对面打出一个窟窿。鱼儿被惊动，扑愣愣跃出水面。

战士们好开心啊！

这是东南地区我军第一次缴获这种武器，受到四分区司

令部的嘉奖。

1990 年 10 月，启东市

市委、市政府在首缴日军

“九六”式机枪的乡人民政

府聚阳镇东市梢立碑纪念。



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在钟秀路烈士陵园的一片绿地中间，矗立着一大一小两

块石碑。白色的石碑映衬在苍松翠柏中，上面鲜红的八个大

字赫然映入眼帘：“南通三·一八纪念碑”。纪念碑大约 3米

高、2.5 米宽，较大一块上雕刻着五位烈士，较小一块上雕

刻着三位烈士。他们虽然戴着手铐，但仍在高声呐喊；他们

的身后是松树背景，象征着革命精神与世长存；他们的脚下

是波涛奔涌的长江。石碑基座是红色的，似乎渗透着烈士的

鲜血。整座纪念碑营造出一片庄严肃穆的氛围。

1946 年 1 月，白蒲事件发生后，南通解放区军民立即揭

露国民党破坏停战、侵占白蒲的真相。在解放区军民的一再

要求下，北平才同意派军调处执行小组到实地调处。

3月 17 日，南通青年文艺协会在实验小学成立。3月 18

日，上千位青年振臂高呼“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

主、反对独裁”等口号，途经西大街、端平桥，来到大码头，

等待执行小组。文协委员还当场创作了歌曲《坚决等待》，

洪亮高亢的歌声经久不息。下午 5点执行小组到达大码头，

青年队伍随之向南行进，经过桃坞路江北剧场转弯处时，遭

到国民党士兵阻拦，士兵架设机枪威胁群众。在几个青年的

带领下，队伍如潮水般地突破了障碍，来到执行小组下榻的

桃之华旅馆，要求会见执行小组，几经交涉后才递交了请愿

书。



南通青年持续的游行示威让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惊

慌失措。执行小组还未离开南通，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屠刀

残忍地伸向群众，先后逮捕和杀害了顾迅逸、孙平天等七位

进步青年与进步教师钱素凡。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

案。

为怀念八位烈士，南通市在烈士陵园竖立了纪念碑。斗

转星移，纪念碑仍纹丝不动，坚毅地矗立着。风雨冲刷，冲

不走历史沉重的记忆；岁月流逝，流不尽烈士灿烂的光辉。

它时刻提醒着人们牢记那段血腥历史，牢记那些自立自强、

为解放献身的烈士们。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9%E5%B9%B3%E5%A4%A9/23556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