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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丰县情报站在艰难中发

展
1942 年冬季，日本侵略者已

经停止了正面进攻，开始撤退，他
们正酝酿更大的阴谋，对我军后
方进行连续性大扫荡。“铁壁合
围”、“拉网战法”，是他们在战术
上进行的一次大调整。这两种新
的战法，极其残忍，敌人以“杀光、
烧光、抢光”为目标，把一个个村
庄化为灰烬。首羡乡渠三座楼
村，曾经遭到敌人的三次烧村，民
居被大火烧毁，群众有家难归。
后来，人们把日本鬼子的新战法，
称为“三光政策”。

日本侵略者的战术调整，让
我军倍受压力，因为红色根据地，
只是在部分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刚
刚成立，后方的同志，还没有成熟
的斗争经验。地方的反动派见机
行事，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对我后
方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严重
影响了我正规军在前方作战，当
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形成了主力
军顾首不能顾尾的被动局面。

日本兵伙同伪军侵犯我后
方，实行了战术上的新动作之后，
开始在我根据地周边，人员出入
的必经之路上，开挖“封锁沟”、建
筑碉堡，企图封锁我军对后方的
保障线，让后方人员失掉与外界
的联系。

日伪军以新建的碉堡为依
托，进行战术侦察，一旦时机成
熟，对根据地实施分割，对目标进
行逐个清理，把红色根据地逐渐
压缩，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
各个击破。那时革命红色根据
地，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
刻，我后方人员，特别是后方临时
办起的伤病员医院，（多是前线送
来的伤病员），还有留在后方的领
导人家属、孩子，他们的生存空间
越来越小，甚至到了无法坚持下
去的地步。

我军根据紧迫的形势，提出
了一整套应付和粉碎敌人围堵的
全新方案，有效地保护了红色根
据地的人身安全。这期间，情报
部门进行了大整合，对情报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重新组合丰、沛、
单、金、鱼情报站，把原来的五站，
合并为丰县中心情报站，袁文超
首任丰县情报总站站长。新的情
报站，在执行搜集情报任务前，都
要在袁文超站长的统一领导下进
行。

丰县中心情报站根据上级部
署，采取了全新的思路，改进了侦
察手段，对付敌人新的阴招，采取
了全新的战法。

一是加强思想转变工作，引
导全体同志，树立必胜的信心。
地委书记潘复生同志，多次提出：

“咬紧牙关渡过两年难关，直到我
们最后取得全面的胜利。”

二是精兵简政，化整为零，小
部队活动，要深入城郊、敌人据
点、碉堡附近活动，寻找战机，然
后各个击破，有效地牵制打击敌
人，为我主力部队赢得宝贵的时
间。

三是合并丰、沛、单、金、鱼情
报站，整合实力，建立全新的丰县
中心情报站。其侦察区域，不断

向 敌 人 内 部
深 入 。 在 战

术上，实施情报
与湖西军分区对
接共享。

袁文超是新组
合后的丰县中心情
报 站 总 站 长 ，陈
雷、黄杰二同志任
副总站长。情报

人员虽然变少了，但新组合的丰
县中心情报站，人员全是精挑细
选的情报精英，个个能单打独斗，
他们多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
人物。在新的工作中，也充分显
示出，这次重组，不光是战时的需
要，而且是一次及时的整合，搜索
情报的范围也变得多样化。

袁文超采取了内攻外联的方
式，通过情报人员，在敌人内部扶
植内线，以最小的付出，争取更多
的情报。情报人员的同乡、亲戚、
朋友等均在情报员的视线之中，
他们用情感化解伪军，说服他们
继续留在敌营内，必须做真正的
中国人，把了解到的情报，及时传
送给情报员。这一举措，彻底打
破了以往的冒险办法，减少了情
报人员不必要的牺牲。

当然，这样的渗透工作，是单
线联系，是绝密行动，不会让更多
的人知道。我们情报部门也作过
保证，对争取过来的内线人员的
家庭，进行全方位照顾，对内线人
员的将来，提出了“论功行赏”的
有效办法，让他们放开心，大胆去
工作，共产党不会忘记隐蔽战线
的同志，不会忘记这些同志，在生
死攸关的情况下，为我们搜集情
报。他们得到了保证之后，没有
了后顾之忧，放开心为我们情报
战线出力，这些同志为情报事业
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直到 1944 年春，经过两年艰
难的岁月，终于熬到了斗争形势
的好转，日、伪、顽军遭到重创，他
们的地盘越来越小，就像缩头乌
龟一样守在碉堡内不敢露头。

1944 年秋季，丰县情报站在
袁文超站长的带领下，开始对敌
人的兵力布局开始秘密侦察，了
解到日伪军扫荡路线，多是从金
乡出发，先到鱼台县的化雨集，再
到鱼台县城的西南杨楼村。杨楼
村与丰县的陈楼村地搭边，庄相
距不到一公里路，是日伪军越过
省界线进入丰县、围攻红色根据
地袁庄、后屯、便集的必经之路。
日伪军有时从鱼城（老鱼台县城）
往东南方向扫荡，首羡乡的渠阁
村，也是日伪军常去的地方。

通过十多天的侦察，发现沿
线建筑了 24 个碉堡和相匹配的
24处工事。他们把每个碉堡内的
兵力布置与武器装备情况，绘制
成地图，标明方位及进出路线，为
我军铲平这些敌人据点，提供了
最前沿的情报。我军在一夜之
间，铲平了所有的碉堡。革命根
据地迅速扩大，金乡县、鱼台县、
丰北地区，连成了一片红色根据
地。

在这次执行情报搜集任务
中，我们打进敌人内部的同志功
不可没。在鱼台县伪军中，情报
员赵忠义、杨运德是鱼台县城西
南杨桥碉堡队长；卜宪营、甄效孔
（还有两位同志，已经记不清叫什
么名字了，只知道一名是金乡县
谢集人）等四同志，掌握鱼台县的
伪军情况，在日伪军扫荡丰西北
时，鱼台情报站副站长陈雷同志，
带着重要情报，到湖西军区情报
处汇报搜集到的情报。那时，丰
县中心情报站的袁文超站长，已
经兼任湖西军区情报处的参谋，
丰、沛、鱼、金、单县的情报，必须
给袁文超汇报。有些情报给徐州
情报处汇报，按照就近出兵快的
优势，对日伪军进行定点清除。

1944 年秋后，我情报部门再
接再厉，对丰、沛、鱼三县国民党
反动派的据点进行侦察，发现三
县据点内的敌人，全部回到寨里，
（寨里有寨墙、吊桥、护城河等屏
障）敌人不敢主动出击，退缩到寨

墙之内。
袁文超主动出击，带领情报

人员，对敌人工事、布局、警备兵
力放哨地点，进行了全方位的摸
索，并画出了示意图。湖西军分
区得到袁文超提供的精准情报之
后，以雷霆之势，快速击溃了苏北
五县日伪军及国民党反动派军队
对我红色后方的进攻。

七、打开湖西情报战线上的
新局面

1944 年 10 月 2 日，湖西地委
决定增设华山县建制，11月初，李
忠任中共华山县委书记，王效斌
任华山县抗日民主县长，李旭华
（李顺）任政府秘书，朱毅任民运
部长，袁文超任县情报站长，袁汝
翠任县抗联主任。

华山县是湖西地区人民政府
在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为了
适应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需要，
将沛县和丰县南部各两个区，加
上砀山县一个区组合起来的新
县。新成立的华山县，办公地设
在套楼。位居于湖西区的东南边
缘，濒临战略要地徐州，犹如一把
利剑直插敌伪顽军的心脏。这里
不仅有敌伪顽军的重兵驻扎，还
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居的重要
地盘，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国民
党“三青团”组织。敌人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打开正常的工作局
面，可说是难上加难。

袁文超临危受命，对华山县
的优劣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
看清楚华山县在敌人的四面包围
之中，华山县通往外界的安全通
道还没打通，遇到险情请求湖西
军分区支援，仍然要越过敌人的
交通线，形势非常严峻。

袁文超把自已的观察向县长
王效斌汇报。王效斌县长正一筹
莫展，听到袁文超的汇报，顿时脑
洞大开，他命令袁文超同志，迅速
搜集通往湖西军分区沿线的情
报，快迅请求湖西军分区的支援，
打开华山县通往湖西军分区的安
全通道。

袁文超当机召开所有情报人
员会议，并进行了详细分工。

参加这次侦察任务的情报员
有：刘培生、袁运海、袁正梅、袁汝
义、卢友海、刘运德、于殿奎、孟昭
芳、李学义。

这些同志，仅用了七个日夜
时间，就把丰、砀、铜、肖四县的敌
人布署和重点地区黄口车站（徐
州西第一大站）进行了详细侦察，
黄口联络情报员申振华同志（华
山县高寨区韩李庄人）智取黄口
站结构图，并绘制出了军力布防
图。这个临时组编的情报站，能
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艰难的
任务，在情报史上较为少见。袁
文超出色的情报业绩，受到湖西
军分区及情报处领导的高度赞
扬。

1945 年 12 月，袁文超又挑重
担，被任命为苏北情报支站站长，
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1945 年 10 月中旬，湖西地区
为了统一苏北丰、沛、铜、鱼、砀山
县的指挥，成立了苏北工委，李剑
波任书记；湖西军分区成立苏北
中心情报总指挥部，罗林（原湖西
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任情报部部
长。新成立的情报部，接受晋、
冀、鲁军区的任务，统一指挥，情
报共享。

1946 年 2 月，湖西军分区情
报部门重新整合，成立了分区情
报处，并下设三个股。袁文超再
次调动，成为湖西军分区情报部
门的重要成员。情报处主任侯唤
民担任。情报股长袁文超担任；
刘存忠、王朋飞二位同志任情报
股参谋。侦查股长黄杰担任；王
维恭、袁锡存二位同志任参谋。
内勤股长刘毓华担任。

情报处人员编制不是太多，
但每位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情报
精英。情报处的任务是：领导边
区各县情报站，掌握边区沿线日
伪军的动向。发展建立徐州、商
丘情报站，实现徐州、商丘情报对
接，随时摸清敌人的战略方针，为
晋、冀、鲁军区提供第一情报。

当时情报股分管华山、铜沛、
砀山、单虞四县情报工作。时任
华山县情报站长刘培生，沛铜县
情 报 站 长 王 于 文 ，副 站 长 张 正
德。砀山县情报站长时克堂，单
虞县情报站长许育芝。

袁文超兼任湖西军分区情报
股长之后，如虎添翼，他下沉到徐
州、商丘，进行动员布置新的任

务，了解下情，传达军分区领导的
最新讲话精神，捋顺两地关系。
他又身先士卒，跑基层，摸实情，
在四县奔波，打通了县与县之间
的情报安全通道，传授搜索情报
成功的经验，谈自己在情报战线
上的得失，让基层情报员受益匪
浅。

在袁文超同志努力之下，徐
州、商丘两地情报站很快融合发
展，市、县情报工作现了无缝衔
接。

八、袁文超历经劫难保留情
报火种

1946年 3月 7日，国共二次合
作破裂，全国乌云压顶，湖西地委
迅速组织大部队北撤，撤到了黄
河以北的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地方政权受到严重威
胁之后，县委、县政府及部门的人
员，被敌人从城里挤到乡下。尽
管这样，决不是国民党的最终目
的，他们忘想靠疯狂的围堵抓捕，
把共产党人员赶尽杀绝。持别对
丰县中心情报站人员，敌人早已
恨的咬牙切齿，想一口把他们吃
掉。

因为丰县中心情报站，是他
们最大的隐患，在多次战斗中，就
是因为丰县中心情报站起到了关
键作用，才让国民党作战吃了大
亏。

当时丰县中心情报站，已经
具备了丰、单、金、鱼情报共享的
条件，活动在单、金、鱼的情报站，
都与丰县中心情报站建立了秘密
通道，实现了无缝情报对接。

国共二次合作失败之后，国
民党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开始对
丰县中心情报站人员进行诱捕镇
压，丰县中心情报站与单、金、鱼
情报站失去了安全通道，必要的
联系方式被敌人隔断，丰县中心
情报站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情报
站的人员在袁文超站长的安排
下，有的到铜山县情报站，而后随
部队转移到湖东去了；还有的情
报员在转移中被敌人抓捕杀害
了；还有情报人员失踪了，最后剩
下了袁文超、袁正梅、刘存忠三
人。

有些情报人员回到家中，开
始东躲西藏，已经无法正常搜集
情报，他们隐蔽到安全地方，白天
不敢露面，晚上出来透透气。尽
管这样，有的情报员被敌人抓捕
杀害。还有的被伪保长、村长出
卖，被敌人残忍杀害。有的情报
人员，不屈不挠，顽强斗争，战死
在情报战线上。让人非常痛惜的
是，极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
变节，甚至参加了敌人的队伍，对
我情报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袁文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他马上与袁正梅、刘存忠商
量，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保存
好自已，伺机而动。袁文超告诉
他们，已经与去铜山情报站的人
员暗定，当他们到了湖东之后，告
诉部队的同志，丰县中心情报站，
只要有袁文超在，阵地就在，让部
队领导放心，就是死，也不叛党，
他们三人已经绑到了一部情报战
车上，生死不离，继续留在敌战
区，为情报工作，战斗到生命的最
后一刻！

袁庄是袁文超的家乡，这个
村建立党组织较早，袁汝运是首
羡响当当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
袁氏宗亲，已经形成了坚不可摧
的红色堡垒。袁文超安心回乡，
就是这种考虑。

但袁文超是丰县中心情报站
的站长，又有近十名袁家热血青
少年投身于情报工作，他在丰县
的影响力之大，早被敌人盯上了。

袁文超回到袁庄开展活动，
也变得格外小心。他们白天乔装
打扮，离开袁庄，到周边地区活
动，到了深夜，在悄悄的回到袁
庄，吃点东西，整理一天的情报，
然后再换一个隐蔽的地方，闭目
养神，天不亮，就离开袁庄。这样
的日子实在难熬，什么时候才能
拨云见日呢？

袁文超没被穷凶极恶的敌人
压垮，而是振作精神，继续带领袁
正梅、刘存忠为党摸索情报。白
天他们分散行动，化妆成老百姓，
头上勒着破毛巾，扛着劳动工具，
挎个条编破篮子，在里边放些野
菜。袁正梅年纪最小，他挎个拾
粪的叉子，里边还有狗屎。别看
这些简单的道具，它能躲避敌人
的搜查。袁正梅在一次行动中，
把得到的情报藏到狗屎里，敌人

严加盘问，搜遍了全身，没有搜出
什么东西，只有那只粪叉子最为
可疑。叉子的系是用黑布包着
的，敌人让袁正梅一点一点撕掉
破布，看看条子缝里是否藏着东
西。敌人一看袁正梅是个小孩，
在盘问中，他脸不红，心不慌，又
浑身脏兮兮的，敌人猛吼一声：

“快走，别拿狗屎熏人”。
袁文超他们白天行动，有时

在面部抺上锅灰，穿上极度破烂
的衣服，每次行动，都会精心筹划
一番，让敌人摸不清头脑。就是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袁文超把
摸到的情报，送到秘密联络点，然
后有上线交通情报员取走。

这样的日子，袁文超三人熬
过了 50 多天，他们依然没见到湖
西军分区司令部情报人员送达指
示。就在袁文超极度胶着状态，
敌人的第二次清乡开始了。

这次清乡比上次清乡更加凶
猛，敌人意图通过清乡手段，把隐
蔽在乡下的共产党人挖出来。

袁文超回忆到，一天，他和袁
正梅、刘存忠奔波了一天，身心疲
惫，袁文超就领着他们来到金乡
县小邵庄一位亲戚家里暂躲避一
下，也作短暂的休息。他让袁正
梅、刘存忠先进两间土屋打个盹，
他在外边放哨。待到晚上十点多
钟，岂料，敌人（乡公所）突然包围
了小院。

袁文超疾步如飞，叫醒了袁
正梅、刘存忠，“情况不妙，我们被
敌人包围了，赶快跟我从后院翻
墙逃跑。”

袁文超急忙转移至后院，提
身上跃，跨到了墙头上。他四处
张望，在较弱的月光下，他看到，
在不远处有个敌人持枪往大门方
向张望。袁文超早有准备，从衣
兜里摸出半块青砖，使劲往大门
方向砸去，这叫调虎离山计。趁
这个机会，刘存忠、袁正梅已飞身
翻到墙外。袁文超决定，三人往
三 个 方 向 逃 跑 ，分 散 敌 人 的 注
意力。袁文超果断断后，让袁正
梅、刘存忠先撤。在生死关头，他
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把死亡
的威胁留给了自已。

袁文超边跑边故意发出响
声，把敌人精力全部吸引到他这
边来。袁正梅、刘存忠趁机消失
在夜幕之中。

袁文超并不轻松，他被敌人
追了七八里路，子弹从头顶上“嗖
嗖”飞过，他把追敌累了个半死，
只听敌人喘着粗气，一个大兵说：

“队长，我们别追了，这小子是个
飞毛腿，我们跑不过他，万一他回
头一枪，说不定我们的小命就玩
完啦。”就这样，袁文超脱险了。

三战友劫后重逢，袁文超叹
道：“哪里都危险，还是袁庄最安
全。”他们连夜返回了袁庄，躲到
了袁文超常隐身的地方。

东躲西藏也不是长久之计
呀，袁文超仔细想了想，若等湖西
军分区情报部门人员来接，希望
非常渺茫，因为我军主战场已经
转移到黄河以北，前方战事频繁
发生，情报部门的同志哪有时间
来接呀。再说，让情报站的同志
捎信，不知顺畅否，若是中途遇到
变故，说不定信没有捎去。袁文
超又想，袁正梅还是一名少年，在
情报战线虽干了几年，但分析复
杂情报的经验不足，他小小年纪，
单独执行任务，总是让人担心吊
胆。刘存忠家居丰县东，也是家
中独苗，万一有闪失，怎么向他们
的家长交待呢！思前想后，袁文
超决定暂时分开，一但条件成熟，
再聚一起。

袁正梅是个小孩，回到了袁
庄，由党支部书记袁汝运把他保
护起来。袁文超不能躲到袁庄，
因为敌人采取了对重点人员实行
封门没收财产的办法，驱逐革命
者。在敌人的威逼下，一些亲戚
不敢让袁文超躲在自己家中，担
心他惹出事端来。

袁文超孤身在外，又没有藏
身之所，他月夜下走十字河，三更
半夜找到了区情报联络员杨运
德，他没做详细说明，只是告诉杨
运德，暂把两支手枪存放到他家，
一但主力部队开始反攻，再来取
枪。袁文超有自己的想法，没有
留下贴身武器，把两只枪一同交
给了杨运德，简单话别后，袁文超
趁天不亮，就离开了杨运德的家。

（未完待续）

编者按，
在抗日战争时
期 ，中 共 丰 县
情报站是怎样
组建的？发挥
了 什 么 作 用 ？
炮火连天的解
放 战 争 时 期 ，
情报站人员是
如何开展工作
的？对于丰县
的解放与淮海
战 役 ，作 出 了
如何贡献？因
为缺乏第一手
文 献 ，一 直 以
来是丰县革命
史研究中的一
块短板。在建
党 百 年 期 间
（2021 年），首
羡镇袁庄村为
挖 掘 红 色 历
史 ，联 系 远 走
他乡的袁氏老
同 志 及 其 后
代 ，获 得 大 量
革命史料。其
中 ，南 下 干 部
袁文超的回忆
录原稿弥补珍
贵。回忆录内
容 ，正 是 丰 县
情报站工作的
重要部分。本
篇文章根据回
忆 录 整 理 成
篇 ，以 展 现 那
段波澜壮阔的
革命故事。文
中 的 人 物 ，有
的很早就牺牲
在 情 报 战 线
上 ，有 的 为 情
报事业抛家舍
业，客死他乡，
但他们所做出
的 革 命 贡 献 ，
我们永远不能
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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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广州轻工业局作报告的袁文超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