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 0 2 3 年 1 2 月 1 4 日 星期四 本版责任编辑 谢菊莲 宋金婷 版式设计 李杨红土地·城事·茶舍

红红 土土 地地

城城事事··茶茶舍舍

责责任任编编辑辑：：宋宋金金婷婷
77 88 44 55 44 22 88 77 66@@qq qq .. cc oomm

本本栏栏责责任任编编辑辑：：谢谢菊菊莲莲
EE--mmaaiill::4466774433667722@@qqqq..ccoomm

叶集是我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离开它，已
有七十有年了，那些往事无不时刻萦绕心头。忆
往昔，知道它过去是个什么样子，才能了解今天
又是怎么来的，不忘初心，奋斗新时代。

独特区位
叶集原名叫叶家集，据考建镇历史，比毗邻的

金寨县开顺街要迟，当时叫叶公店，聚众成街，随
着发展，名为叶家集，解放后叫叶集。随着开顺的
衰败，叶家集在皖豫边上慢慢发展起来，成为周
边150华里内远近闻名的大集镇。

一条史河从叶集镇旁流过，上通金家寨，下达
正阳关，一条国道西通固始、商城，东达六安，距
霍邱县城140华里。叶集镇四周有山有水，有湾有
畈，成为远近百里物产集散地，由于地理条件优
越，交通便利，大别山区的山货、湾区的大麻蔬
菜、田畈区产出的大米和百姓生活用品，都在这
里集散和买卖。

在叶集镇十字街西边有座桥，当时叫汽车桥，
桥西边也连着有一条街，名字叫新街，这座汽车
桥，即是河南与安徽两省边界线，故当时叶集镇
有鸡叫听“三省”之说，成为叶集镇独特的街景。
独特的区位，产生独特文化、独特商业、独特的物
产。在叶集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新中
国的诞生、人民的解放，留下深深的足迹。

星星之火
1915年二位叶家集人江镜人和台介人，在叶

家集创办新学，地址在当时的火神庙，校名叫明
强小学。从这里出去不少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如
叶集人韦素园和蒋光慈曾与刘少奇、任弼时、萧
劲光、曹靖华等，于1921年春前往苏联莫斯科东
方大学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韦素园等还列
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国际会议，聆听过列宁的讲

演。后来，这所学校成为叶家集的中国共产党人
最早的活动场所。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武汉、北
京求学回乡的共产党人袁新民、戴铸九、廖杰吾、
江化南、杨晴轩先后在这里任教，并成立党的组
织；蒋光慈及“味名社”成员，李霁野、台静农、韦
素园、韦丛芜等，回乡时都传播先进文化和共产
主义思想，蒋光慈在白塔畈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樊逸仙在乌龙建立了霍邱县第一个党支部，为叶
家集地区党组织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先人讲，叶家集东南部，六霍(邱)交界处贯
山下有个九仙洞(观)，偏僻隐秘，霍邱县党组织常
在这里集会，研究革命活动。1927年10月中共霍
邱特支在这里成立，决定与乌龙特支合并，并于
1928年春，在这里成立霍邱县委。
党组织发动了反对霍邱南四区恶霸胡子义的

斗争，在叶集举行了5000多人的大游行，一路高
呼“打倒土豪劣绅”口号，大长了群众斗争的信心
和勇气。1928年阜阳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发动驻
阜阳的西北军起义，史称“四九”起义。霍邱县委
为了响应，就在九仙洞里开会布置全县举行“文
字暴动”给以侧应，决议于7月27日全县统一行
动，叶家集由戴铸九、刘介华负责。一夜之间全县
城乡贴满革命标语，霍邱当局十分惊恐，出动军
警大肆搜捕，负责霍邱的王青士、王冶秋、李力果
(李烈飞)等，参加了活动。后来为避敌人锋芒，离
开霍邱奔赴上海。

1929年11月8日，六霍起义爆发，六安三区农
民3000多人攻打独山镇成功，组织安徽第一个苏
维埃县政权，接着霍山西镇农民暴动成功，在流
波?组建了工农红军33师。1931年初，中央教导二
师开往霍邱南部，帮助地方党组织开辟革命根据
地。2月，霍邱县委决定南部首先发动农民起义，
打下白塔畈、尧冲、叶家集、大顾店、姚李庙、洪集
和乌龙，发动地方武装起义成功，起义队伍编入

中央教导二师霍邱县独立团二营。随之，霍邱县
临时革命委员会在白塔畈成立，主席为杜洪光。8
月，皖西北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叶集召开。
黄岩出席了会议，被任命叶集苏维埃财经委员。
接着，在中央教导二师支援下，霍邱东北部农民
起义，也获胜利。至此，霍邱县一片红。于霍邱大
顾店胡家东畈，成立了霍邱县苏维埃政府。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于1932年5月16日，霍邱
县苏维埃政府迁至霍邱县城关，下辖区苏六个，
其中白塔畈为一区区苏、叶家集为二区区苏(一度
设市)，乌龙庙为三区、洪集为四区、河口为五区、
砖洪为六区、城关为七区。各区苏维埃工作，迅速
展开，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成立了童
子团、赤卫队、妇女会和列宁小学，并开展了打土
豪分田地和发动青年参军参战。不幸的是，1931
年4月7日，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
首先来到金寨麻埠，改组了皖西临时分特委，成
立了皖西北特委，充实了大批工农出身的干部，
开展了县苏、区苏、乡苏的“整顿”工作，并指出霍
邱县苏是重点，保卫局随之开始捕人、杀人。五十
年后，据霍邱县委1982年11月6日文件，平反改错
的有508人。可见当时左倾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多
么深重。
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25军军长旷

继勋突围，1932年7月12日霍邱县陷落敌手。由
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
率红四方面军被迫于1932年10月11日深夜越过
平汉线，向西转移，留下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
民，沈泽民于1933年11月病故，由徐宝珊为书
记，率红25军坚持斗争。至1934年11月16日奉
中央指示，鄂豫皖省委徐宝珊、程子华、吴焕
先、徐海东率红25军2600人，高举“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
出发，越过平汉线，开始长征。留下红28军坚持大
别山三年游击战争。

红25军在大别山坚持斗争期间，曾为筹措过
冬军衣，到叶集筹集棉花、棉布缝制军服。

叶集是鄂豫皖革命老根据地一部分，而且红
得早。据叶集区资料记载，叶集区为国牺牲的有
名有姓的革命烈士达1169人。1955年国家授衔开
国将军，叶集区有八名，其中中将杨国夫、陶勇，
少将桂绍忠、王奎先、陈宜贵、陈发洪、张希才、徐
体山。

2023年是蒋家河口战斗胜利85周年。说
起这场战斗，很多人都不陌生。但是，它的相
关战斗细节和情况可谓是鲜为人知。

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在华
中由上海而南京，进而沿长江和津浦路长驱
直入，驻扎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闻风而逃，
芜湖、蚌埠、合肥、巢县等地相继沦陷。铁蹄
所至，烧杀抢掠，皖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
值此紧要关头，1938年3月8日，遵照中

央军委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
第四支队第七、九团从湖北七里坪出发，第
八团从河南邢集出发，在司令员高敬亭的率
领下挥师东进，于3月下旬在立煌县(今安徽
省金寨县)流波?会师。

4月，四支队抵达桐城、舒城、庐江、无
为、巢县等地后，迅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高
敬亭令九团迅速寻找战机、打击敌人。进入
庐江盛家桥后，九团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由
政委高志荣和参谋长唐少田带领团侦察队
和2营进入银屏山地区，寻找战机；一路由团
长顾士多、政治处主任高立中率团直单位和
1营在盛家桥、槐林嘴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
日宣传和剿匪安民斗争。

到达银屏山后，高志荣即派团侦察队员
穿着黑大褂、化装成农民，到巢县附近开展
调查、侦察敌情。他们从老百姓口中获悉：巢
县县城沦陷后，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蒋
家河口一带是敌人骚扰抢掠的重灾区。根据
这一线索，高志荣立即率2营一些干部登上
银屏山主峰，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进一步掌
握敌情，并且现场手绘了一张“作战地图”。
为了保证首战告捷，高志荣又派团侦察人员
再次化装深入到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3天。
结果发现：日军每天都要到蒋家河口一带来
骚扰，通常是每天上午八九点，从巢城出发
到蒋家河口，有时乘一两艘汽艇、有时坐一
两只木船，人数多时30多、少时10多个。上岸
后抢劫糟踏一番即于午饭前后返回。他们的
气焰十分嚣张，戒备比较松懈。

当高志荣把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给支队
后，高敬亭立即命令九团设伏打一个歼灭
战，让日本侵略军尝尝中国人民的铁拳头。

根据掌握的情况和高敬亭的指示，高志
荣和唐少田召集2营营长、团侦察参谋等人
开会研究，决定以团侦察队和2营4连、6连在
蒋家河口打一个伏击战。

5月11日下午3时，部队集合于银屏山
下，高志荣进行战前动员后，部队在2营营长
黄仁庭和侦察参谋郭思进的率领下翻山越
涧、涉水渡河，像一把利剑直插蒋家河口。

12日拂晓前，部队按预定计划进入阵
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埋伏任务。

上午8时许，巢城方向的河面传来汽艇
的嘟嘟声，大家顿时警觉起来。不一会儿日
军的两艘汽艇渐渐驶近，一个日军趾高气扬
地站在汽艇上。战士们一个个两眼紧盯着这
群人面兽心的豺狼，心里暗暗发誓：只等他
们一上岸，就叫他们有来无回！
汽艇靠岸了，一些日军下船后毫无戒

备，大摇大摆地上岸了。埋伏在河口两岸的
战士们见此情景，个个都把牙齿咬得咯咯
响。突然，“叭”的一声，子弹带着尖利的呼
啸，划破长空，穿进敌人的胸膛，一个日军应
声倒地，这是侦察参谋郭思进发出的战斗信
号。顿时，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
部分日军相继毙命倒下。有的企图夺船而
逃，战士们遂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河口，堵住
他们的退路。战士们居高临下，占绝对优势，
日军被逼下河后，困在水中，一时无法施展，
陷于被动挨打境地，结果均在水中被歼。

这场战斗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仅用了
二十多分钟时间，就干净、利落地全歼来犯
的20多命日军，缴枪11支，九团官兵无一伤
亡。蒋家河口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交口称赞。

参加这场战斗的九团官兵除了文中提到
的安徽六安籍黄仁庭等人外，现已查明的还
有：湖北红安籍九团卫生队队长汪浩、九团
秘书徐海珊；河南商城籍九团2营副营长李
士怀；安徽金寨籍九团侦察参谋余佩州、九
团2营6连1排排长杜蔚然、2营4连2排排长曹
正鸿等。这些留下姓名和众多没有留下姓名
的新四军战士，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人民
的功臣！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天黑得早，骑行在梅山路上，突然有了
秋意。是那翻飞的梧桐的宽大的叶子，从空
中飘下来，在地面翻卷着，让我想起了我的
大舅，他的叶子也被风吹落了。这样的秋
天，大舅春天种植的红麻要砍要剥要晒，大
舅在屋后地边点的南瓜可以摘回家烀着
吃，蒸着吃，做南瓜粑粑吃了……可是，大
舅却真的不在了。

大舅年近九十，守着家，守着田地菜
园，陪伴他的是一条大黄狗。儿孙们在城里
打工做生意上学，隔三差五回来看看他，过
年过节则像候鸟一样飞回飞离……远在南
京的表哥是清晨看监控才发现大舅倒在院
子里的地上，大舅到医院时已经不省人事
了——— 脑中风，经过ICU抢救才转到普通
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后表哥才打电话给我
妈妈，说大舅想看看她。

我和姐姐陪着妈妈去医院探望的时候，
大舅还是半昏睡状态，不怎么认得我们，妈
妈喊他跟他说话，他也没有反应。后来，妈妈
说：“大哥，你安心养病，等出院了我回家去
看你。”就在妈妈准备离开时，大舅一把抓住
妈妈的手——— 他应该还是听懂了的。

大舅总是喊我妈“兰子”，哪怕我们都
长大了他也改不掉。兰子只要带个口信，他
就来了：砌猪圈，修锅台，在墙上给鸡群掏
个门……我爸是个书生，体力活一概不会，
我妈非常勤劳，喂猪喂鸡种菜都想做，遇到
不会干或干不动的活就想起她大哥。有时
候不需要口信，比如春秋天要挖菜地的时
候，大舅就主动来帮兰子了。大舅出院一周
后就去世了。

大舅去世那天，妈妈去大舅家了。我在
家陪腿脚不太灵便的爸爸，爸爸吃了一口

饭，放下筷子，靠在藤椅上长叹一声说：“大
哥身体那么好，怎么就去了呢？”大舅二舅
喊我爸一直都喊“妹婿”，二舅跟我爸喜欢
喝酒划拳抽烟聊天，大舅则笑眯眯地喝着
酒，很少说话。吃饭前大舅喜欢给兰子添
火，陪兰子说些田地里的事。爸爸总是先敬
大舅一杯，劝大舅多喝几杯，不过大舅喝酒
安静，很快喝好了或者去找活干，或者去厨
房陪兰子说说话。喝过酒的大舅脸颊红红
的，特别精神，他本来就精瘦精瘦，喝过酒
更是神采奕奕。

大舅的身体确实很好，七十多岁都还
可以在村里的瓦匠队里做小工——— 抬水泥
板。后来小工头禁止他抬水泥板，让他拎拎
水泥浆，他还不愿意。近八十岁出去打工，
看到厂里废弃的木柴头，想到给兰子引炉
子好用，还挑回来两袋。

大舅“五七”时，我陪妈妈去的。妈妈没
怎么哭，她说：“你大舅有福，死时没受到
罪，死后就不要那样累了。”道士给大舅迁
的“库”不大，也不华丽，但是有堂屋厅屋小
院，也足够大舅住了。妈妈不太满意，说大
舅的库里，屋前没有荷花塘。我安慰说，大
舅是闲不住的，他自己会挖一个的。那天，
太阳炽热，烧“库”时刚好来了一阵风，瞬
间，花红柳绿的纸扎的屋子就化为了灰烬。
烧库的空地一旁是绿油油的稻田，稻谷已
经灌浆；一边是郁葱葱的红麻地，红麻粗壮
结实，已经打了很多花苞。妈妈面对稻田站
了很久，那稻谷和红麻，都是大舅春天播
种、栽种的……

去给大舅上坟，大舅“丘”在屋后，临时
用砖块堆砌的仅容棺材的密闭的小空间，
要“丘”三年后在“交大寒”才能安葬，才能
入土为安。我想，这个仪式，大约是为了慰
藉子孙吧——— 毕竟，想念极深时，这个“丘”
可以提醒，逝者尚未走远。
其实，不需要“丘”的提醒，旁边牵扯拖

拉的藤蔓上已经结了好几个南瓜，当深秋
霜降，南瓜的叶片藤蔓枯萎，厚重敦实的南
瓜就是一个提醒，这片土地曾经有一个多
么勤劳朴实的老人。大舅，是真的不在了，
像秋天的叶子一样落了。

古诗云：“乌桕赤于枫，园林二
月中”；“巾子峰头乌臼树，微霜未
落已先红”。入秋以来，城市街道两
边、乡村田埂，满目皆是它的身影，
黄红、心形叶片、继而满树玉珠般
的白果。
最早接触乌桕树还是孩提时

代，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它的大
名，小伙伴们都喊它木子树。每到
暮秋初冬时节，房前屋后田间地
头，伫立着一棵棵苍劲挺拔、虬枝
倔强的木子树，上面结着露出白牙
的黑色小果实，扁圆的叶子在暖阳
下红得耀眼，微风中灵动地晃悠。
我和小伙伴们少年不知诗意，只是
喜欢把树上的白色果子摘下来，然
后找个陈年的老毛竹，用刀劈开制
作出能夹果子的木子枪。冷风中，
夜色里，“啪，啪”的小竹瓣挤压射

出颗颗白色的“子弹”，别提多好玩
了。
后来再到后来，童心丢了，人

也走向成熟了。有一天在朗诵平台
读到著名诗人何其芳的《秋天》，诗
中有句“向江面的冷雾撒下圆圆的
网，收起青鳊鱼似的乌桕叶的影
子 . . . . . .”那青鳊鱼似的乌桕叶在秋
风中慢慢渲染成一片金黄橙红，感
觉诗意好美，静美多彩的秋天一幕
幕浮现眼前。这乌桕叶是啥树的叶
子呢，很是好奇，问一下度娘，原来
它就是小时候喜欢的好朋友木子。

乌桕树，又名木子树、腊子树，
属大戟科，乌桕属落叶乔木，色叶
树种，是中国四大木本油料树种之
一，广泛栽植在田边地头、沟渠路
旁。由于乌桕树的叶子和根茎含有
微量毒素，能抑制水田内的病虫

害，时常被村民种植在水田边。
暮秋初冬，正是乌桕最美的季

节。寒霜打过，乌桕的叶子开始斑
斓，从碧绿到淡黄，由淡黄变橙黄，
再变成鲜红、橙红、紫红、褐红，铺
天盖地，如烟似霞，成为这个季节
最美丽的风景。等到树叶落得差不
多，就能看到满树的乌桕果，黑色
的果壳、白色的籽，星星点点地挂
在枝头，映衬得天空格外湛蓝。

据《本草纲目》记载，乌桕之
“乌”，是因乌鸦喜食其籽而得名；
而“桕”是因其木老则根下黑烂成
臼，故有此名。它的历史最早可追
溯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
书中。在宋人陆游眼中，“乌桕赤于
枫，园林二月中”；林逋看见“巾子
峰头乌臼树，微霜未落已先红”；辛
弃疾体验“手种门前乌桕树，而今
千尺苍苍”。同时，乌桕树也成为画
家笔下的宠儿，故宫博物院馆藏的

《乌桕文禽图》和《霜桕山鸟图》，一
是深秋经霜后的红叶；一是在寒冬
落叶尽时，桕树梢头远望如早梅挂
缀，引得文采之鸟频频驻足。
乌桕树一年一年地苍老，木子

落了又结，白了又老，玩木子枪的小
伙伴如今你们在哪？在寒风中感叹
乌桕叶青了变黄、黄了又红、红了又
落满一地吗？

一
参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

每临展馆涌心潮，
红色江山热血浇。
烽火连天声在耳，
忠魂遍地气冲霄。
将星璀璨英雄县，
烈士神奇丹桂谣。
告慰先贤新面貌，
传承赓续后昆骄。

二
重游梅山水库

冬日融融库上行，
清风拂面客相迎。
苍山岚锁斑斓现，
碧水光流潋滟生。
高峡平湖连拱坝，
神工鬼斧创新城。
心仪金寨绝佳地，
大美河山都是情。

三
初见十里溪

仲冬时节访青山，
十里溪旁曲径弯。
龙井潭清声杳杳，
绿苔石滑水潺潺。
登天飞瀑龙头活，
民宿茶园假日闲。
毓秀钟灵好生态，
惊奇仙境落人间。

四
赞金寨吊锅

四海宾朋围一桌，
天堂寨里吊锅乐。
山珍美味品松岚，
玉瀑甘泉滋草药。
画卷四时游客惊，
食材荤素舌尖觉。
民风纯朴任留连，
大别山中风景卓。

总想去看看黄山。没想到，第一次走
近黄山，是和19名“星青年”一同前往，心
情激动之余又有点提心吊胆。

“星青年”，简单地说就是对周围环
境变化敏感无法适应、又无法正确表达，
便用激动、尖叫、自伤、攻击等行为展现
情绪的孩子。

黄山之行，充满挑战。
早晨7:30酒店门口集合，比正常起

床时间提前1 . 5小时。大巴车在山路间颠
簸爬行，经过45分钟摇晃后，终于抵达黄
山脚下。
黄山有南大门和北大门，我们选择

南大门玉屏索道上行。从这里乘坐缆车
抵达玉屏峰，再从那里分流，一个方向莲
花峰，一个方向光明顶，一个是迎客松。
进入索道时，待检的人群黑压压一

片，滞留在检票口，毛估有千人。人挨人
人挤人，缓慢前移。此时太阳升起来了，
狭小、闷热又嘈杂的空间里，真替“星青
年”们捏一把汗。好在老师们各有招数，
有的聊天，有的上情景教学课，有的玩游
戏，有的拿出随身携带的故事书……度
过这1个小时难熬等待时光。乘坐高空缆
车，对于恐高的孩子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好在老师的耐心引导
和细心的保护下，都顺利抵达玉屏索道口。

清点人数，爬过一段近80度的好汉坡，向玉屏峰顶进发。前面
是陡峭的山路，右边是万丈绝壁，饶是正常人都心惊胆战，何况带
着星青年们！临行前口号:“无论黄山有多美，我的眼中只有你”！老
师们克服自己恐惧，让孩子走左侧，老师临绝壁一侧，紧紧拽住孩
子，一刻不得松懈，到达山顶，方觉汗湿透衣襟。
玉屏峰顶，游客更多，简直是摩肩接踵。19个“星娃”落入其中，

像水珠落入大海，丝毫分辨不出。有谁曾想到与之擦肩而过的是与
众不同、特殊行为多多的“星娃”。娃们边观赏风景，边配合老
师拍照留念。在黄山地标迎客松前，拍照留念的人更多，只能按
照顺序排队留影。他们不急不躁，个个喜笑颜开。眼前的这棵黄
山迎客松已经有1300年了！看到真容后，觉得比我想象的要更
加高大一些。整体苍劲挺拔，姿态雍容俊美，应该也是全世界唯
一的一棵24小时有专人值守的树吧？这多像我们老师24小时陪
伴着星娃。

站在玉屏峰顶，远眺莲花峰和光明顶，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
想象细雨蒙蒙时节，莲花峰云海翻涌的景象，亦或雨过天晴日出日
落的壮观。仿佛听见光明顶六大门派激战正酣，各种兵器碰撞的声
音徐徐传入耳鼓……

张开双臂，顺风而呼，松涛阵阵回应。眼前绵延数百里，千峰万
壑，比比皆松。它们以石为母，顽强地扎根于巨岩裂隙，或依岸挺
拔，或独立峰巅，或倒悬绝壁，或冠平如盖，或尖削似剑。观之，不由
感叹: 松且如此，况人乎！

由于时间关系，莲花峰和光明顶就不去了，留个念想也好。
返程的时候，我和“星娃”

们轻轻地走在岩石上，抚摸着
生长在岩石上的这些小松，想
听一听它们的诉说。可惜，我
们和它们并不熟悉。挥手告别
时，导游拍下了我们离开的背
影。照片上，“星娃”们各种姿
势钉立在岩石上，多像千沟万
壑里顽强生长的黄山松……

叶家集解放前后 (上 )
周启仁

蒋家河口战斗：

新四军打响抗日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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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蒋家家河河口口战战斗斗遗遗址址

1938年底，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庐
江东汤池召开会议，决定撤销手枪团，成立教导
大队，派汪少川、梁从学组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
并尽快开赴淮南铁路下塘集、朱巷一带活动。
1939年3月，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与郑抱真领导的
皖北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合编，力量进
一步壮大。

1939年7月，部队整编，组建新四军四支队十
四团，雷伟和在十四团担任副连长。十四团是淮
南抗日前线的一把尖刀，1940年3月，定远县城第
一次解放，担当主力的正是十四团。

下面要说的，是定远县城解放之前雷伟和参
加拔除日本碉堡的战斗故事。

1939年8月29日(农历七月十五日)夜，雷伟
和在定远的严桥一带打鬼子，拔除阎楼日军的据
点碉堡群。

说起定远，这里还得交代几句。 1 9 3 7
年，日军侵占上海、南京后，沿津浦路北犯，与
侵占华北的日军南北对进，定远成为日军北上的
必经之地。1938年1月31日，定城沦陷。4月
份，台儿庄战役结束后，为配合武汉会战，南北
日军途经定远准备进军武汉。当时，日军控制了
南京、定远、蚌埠等城市，日军机械化部队想通
过水、陆路进军武汉。从那时起，日军就在定远
各地尤其是重镇和交通要道建立了坚固的碉堡
群。

严桥(今定远县严桥乡)，距离蚌埠95 公里，
位于定远县城南5 . 5 公里处，地处丘陵地带，被
称为“定远的南大门”。阎楼碉堡群，有明堡，也有

暗堡。
打碉堡难，打碉堡群更难。这次战斗，天没亮

就打响。雷伟和所在的连队，直接攻击日军碉堡
群。副连长雷伟和冲锋在前，不料想，狡猾的鬼子
从旁边的暗堡向他猛烈射击。雷伟和身上连中4
发子弹，其中1发打断了左胯骨。

这场战斗相当残酷，我部队伤亡不少。连长找
到雷伟和，发现他的腿被打断了，马上安排6个士
兵，用军毯拖着雷伟和钻进了玉米地。

战斗在继续进行。碉堡群拔除后，天就亮了。
雷伟和伤势严重，需要转到后方医院医治。三

天后，转移到后方医院时，雷伟和胯骨错位的骨
头已粘连了。医生怕感染发炎，生命有危险，就提
出要给他截肢。

雷伟和一听要截肢，如雷轰顶。怎么办？雷伟
和心想：截肢，就要离开部队，就要离开战场，我
不能离开战场。我才25岁，少了一条腿，就不能上
战场了，那不行！雷伟
和不甘心就这样退出
战场，他还要抗日杀
敌，保家卫国！因此，

他坚决不同意截肢。
在雷伟和的强烈要求下，医生给他保留了打

断的左腿。受当时的医疗条件限制，不能通过手
术把骨头拉直，只能打上夹板固定。待伤愈后，雷
伟和左腿却短了10厘米，永远成了“瘸腿”(新中
国成立后，定为二等甲级残疾)。

因负伤，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医院休养期间，雷
伟和还担任医院党支部书记。

面对伤残，雷伟和没有退却，没有顺势“躺
平”，刚刚从战场捡回一条命，伤愈之后又立刻重
上战场。

此后，雷伟和就带着这条“瘸腿”，又与日伪军
和国民党军队顽强拼杀十多年，从抗日战争打到
解放战争及建国初的剿灭土匪战斗，从安徽打到
山东、江苏、上海、浙江，从新四军的副连长一直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师级指挥员。

(张正耀 编著)

腿 断 定 远 严 桥

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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