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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区融媒体中心盐都区融媒体中心

我于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从淮南
调到盐城，分配到盐城县政府工作，当时县
长是贺希明，我担任县政府秘书。

一九四一年六月，根据所了解到的敌
情，驻泰州一带的敌伪军准备对苏北根据地
进行大“扫荡”，华中局和军部及时发出指示，
做好反“扫荡”的准备。为了便于坚持游击战
争，区党委决定将盐城县划分为盐城、盐东、
建阳三个县，盐城县委书记是周利人，县长是
我。建阳县委书记金韬，县长唐君照。盐东县
委书记孙海光，县长魏心一。原盐城县政府的
干部，分到三个县政府。如林英杰、傅宗华、鲁
立、黄其明、黄岗等同志分到盐城县政府分别
担任秘书、公安、军事、文教、财粮科的科长。
县的武装叫盐城抗日自卫总队，下辖四个大
队，第一、第四大队原来就驻在新划的盐城县
境内，留给盐城部队的领导人开始是张志勇同
志，不久，派来李彬山同志。县委、县政府一成
立，就立即紧张进行反“扫荡”的最后准备工
作，没有开成立大会。县政府连个大印也还没
有，直到九月盐阜行政公署才发布命令，把原
盐城县政府的铜印颁发给我们。

一九四一年七月，驻泰州的日军南浦
旅团一万余人纠集伪军二万多人，由东台、
兴化等地向北进攻，沿途烧杀抢掠，于七月
二十日占领盐城。早在敌人占领盐城之
前，华中局军部、盐阜区党委已向北撤到阜
宁，贺希明也带一批干部撤到阜宁到盐阜
行政公署工作。县委、县政府也分批下乡，
分到各区督促工作。

在敌人占领刘庄急速向北进犯的时
候，我同张志勇同志从盐城南门出城下乡
到冈沟堆（一区）带上县大队第四大队，这
个队伍约三百多人，是大刀阔斧开辟盐城
根据地时期几个月内动员组织起来的，在
敌人沿串场河向盐城进攻时，四大队在便
仓、伍佑之间打了一仗，这支队伍武器差，
没有经过战斗锻炼，我们也没有经验，经不
起打，一打就垮了，少数被打死或被俘虏，
多数开小差跑了。晚上在离伍佑西边十几
里一个庄子上收容起来，剩下不到一百人，
当天晚上半夜叛变了，把教导员、指导员杀
害了，随我们行动的青年服务团员大部分
被俘虏去了（都是些十五、六岁的青年同
志），有两个年轻的女同志，当日伪军押着
他们过桥进伍佑的时候，从桥上跳水自杀，
宁死不屈，充分表现了她们崇高的民族气
节，革命气节，值得我们永远崇敬。

我同张志勇同志没有受害，是由于我
们把队伍剩下的人员收容起来之后，正在
进行善后工作，接到贺希明同志派来通讯
员带来的信，说是在撤向阜宁途中，刘少奇
同志作了关于反“扫荡”的紧急指示要他来
传达，他跑了一天一夜到了五区的北蒋庄，
要我们立即赶到他那里去听传达，并说他
不能久留。我和张志勇同志立即赶到北蒋
庄，贺希明同志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
主要内容是：敌人“扫荡”所到之处，有些坏

人当了汉奸，恐吓群众，勒索群众的猪、鸡、
鸭、蛋等，打起太阳旗，欢迎日伪军，对这种
汉奸行为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要以此作
为稳定人心，争取群众，站住脚的首要任
务。听完传达后，就同贺希明同志分手，
（后来知道，第二天拂晓，他遭遇敌人，经战
斗后才甩开了敌人北去）急忙赶回，半路上
得到通讯员报告队伍叛变的消息。回到原
来住的庄子上，叛变的队伍已拉走进了伍
佑，有少数同志躲在草堆里，未被带走。处
理了善后工作后，很快转到五区。到了五
区，找到了第一大队（也是三百多人），大队
长是陈镜心。接受了四大队叛变的教训，
立即着手整编一大队，把成分不好的洗刷
回家，多下来的枪，就用稻草捆好，设法埋
藏起来。经过整顿，一大队还剩下二百余
人，抓紧对干部战士进行教育，几天后，突
然遭到敌人三面包围，也是经不起打，有些
牺牲了，多数是开小差跑了，最后只剩下十
几个人。这时，除盐城之外，从大冈、伍佑、
龙冈、秦南仓、楼王、北宋庄、沙沟以至兴化
的大邹庄都住上了敌人，安下了据点，经常
出来“扫荡”。怎么办？我们商量之后决定
把长枪埋藏起来，军装换成便衣，带短枪打
游击。首先是展开镇压汉奸活动，坚决执
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镇压汉奸，稳定人
心。并设法同在三、六区活动的周利人同
志取得联系，同在四、五区活动的周一萍同
志取得联系，转告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通
报了我们的情况和打算，很快和周一萍同
志会合。我们都组织了便衣队到各乡各村
活动，凡日伪军下乡“扫荡”，下乡烧杀抢掠
时，敢于为敌伪军带路，打起太阳旗，欢迎日
伪军的，勒索群众财物，残害群众的，一经发
现后立即镇压，并广泛进行宣传，动员群众
起来同日伪军、汉奸作斗争，保护自己的生
命财产，保卫家乡。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
把汉奸的猖狂活动镇压下去了，人心慢慢稳
定下来。接着组织、整理、发展农救会、妇救
会、青救会。不久前，我到盐城见到的金如
远同志，他就是五区北堡乡的第一任乡农救
会会长。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民兵，那
时，民兵也叫自卫队，脱产的叫基干队，每个
乡一个基干队，不脱产的叫自卫队。站岗放
哨，盘查行人，搞侦察，送情报,镇压汉奸活
动，敌伪军下乡时，打打冷枪，打击小股的伪
军，打了就跑，有时晚上对小据点进行骚扰，
这样来训练民兵。并逐步从乡的基干队中
选调一些战士建立区大队，再逐步选调一些
到县里来。县总队长由县长兼，李彬山同志
任副总队长，政委是周利人同志。李彬山同
志是老红军，有战争经验，我同他经常一起活
动，我不会打仗，向他学，他教我打仗。他文
化水平不高，要我教他学文化。我们共同合
作得很好。不久，我们同县委、县政府机关会
合，同机关一起行动。那时的县委、政府的机
关是短小精干的，人数很少，大多数同志经常
分头到各区帮助工作。周利人和刘大谟同志
很长一段时间在三、六区帮助工作，有时回到
县委来开会。我们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复
杂，主要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建党，搞武装，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敌伪军工作，坚持抗战。政
府也领导生产，办教育，小学、中学都有，不过
都是分散在几个村庄上教学的。征公粮、收
税，保证供给。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干部、战
士一律每天一斤粮，一斤青菜，三钱油，三钱
盐，实行供给制，衣服鞋袜公家发。开始还没
有津贴，后来情况好转，生活发展，才每人每
月发五角钱津贴。

一九四三年秋以前，我们一直处在游
动中进行工作，很少在一个村庄连续住上
两夜。情况紧张时一个晚上移动几个地
方。警惕性是高的，也正因此，我们很少受
到突然袭击的损失。

最困难的是一九四二年，敌人“扫荡”
频繁，另一个是灾荒，农业歉收，群众生活
困难，这不只是盐城，各个根据地都遇到了
这种情况。这年的秋天，敌人在苏中四分
区“清乡”，并逐步向北推进，在盐城叫“清
剿”。敌伪军深入我中心区“扫荡”以后，除

了交通沿线的原有据点之外，又增设了许
多据点，甚至在中心区如一、二、四区也安
了临时据点，下乡袭击，沿乡沿村“清剿”，
这样，部队在据点中间的活动，一个排的行
动都困难了，就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化成
一个班，一个小组打游击，在据点中穿插，
打击下乡骚扰的汉奸和小股敌人。有时设
法在晚间进入据点，捕杀作恶多端的汉
奸。这段时间，斗争更为艰苦，曾有一段时
间同地委的联系被隔断。牺牲了一些同
志，有些同志被俘，我们通过敌伪军工作的
关系做工作，花些钱营救出来，也有个别的
经不起考验而叛变投敌。叛徒对我们的危
害最大，我们最痛恨，千方百计设法捕杀。
就在那样艰苦斗争中，也还抓生产，执行党
中央的号召，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
关，干部战士在很少的供给中，节衣缩食，
节约粮食救灾。机关、部队在经常活动的
村庄种菜，自己纺纱，行动到一个村庄时，
用土纺车纺纱，开始纺出的纱有火柴杆那
么粗，经过一段时间纺出的纱就细了。

这样比较艰苦的斗争，时间不太长，大
概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主力部队南面
的新四军第一师（粟裕同志领导），北面的新
四军第三师（黄克诚同志领导）积极在各地发
动进攻，打击敌人，攻克不少敌伪军据点，迫
使敌人收缩据点，龟缩到交通线上的一些主
要据点，我们也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深入到
据点周围，包围袭击一些据点，伪盐城一区一
个姓夏的伪区长，就是这时被我们的游击队
捕杀的。伸入中心区的一些据点也被迫撤
退，敌人对盐城的“清剿”被粉碎了。

县的武装力量在斗争中逐步壮大，把
一部分区大队提升到县里，一九四二年夏
县抗日自卫总队改为县独立团，县长兼团
长，副团长李彬山，政委周利人，从一个营
发展到两个营，一九四三年秋就有三个营
了，区大队也发展了，武器也有改善，上面
补充一些，主力部队给我们一些，我们配合
主力部队打了些胜仗缴获一些，县独立团
轻机枪也多几挺了，也有了掷弹筒，也能独
立打些小据点，打些较大的仗了，环境大大
好转，可以在中心区的村庄上住上几天，召
开一些规模较大的会议，讨论部署工作。
一九四二年冬，李彬山同志带独立团一部
到主力部队去了。一九四三年五月，马仁
辉同志带七旅二十一团二营来盐城县，组
建独立团。周利人同志调走，周一萍同志
担任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

粉碎敌人清剿之后，一方面继续做好
各方面的工作，巩固中心区，同时向西面发
展，加强楼王、北龙港一带的工作，建立了
义丰堤行政办事处，打击国民党韩德勤顽
固派的残余和土匪，扩大根据地，逐村逐乡
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武装。盐城地区
扩大了，敌人只能龟宿在交通线上的几个
据点，也不敢轻易出来骚扰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离开盐城，去华中
党校整风学习。一九四五年三、四月，整风
结束，仍回到盐城工作，这时的工作，主要
是积极开展斗争，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九月，日寇投降，我奉命调去盐阜区（也叫
五分区）专署工作，离开了盐城。

回忆在盐城那几年的斗争，在那样一
种环境下能够坚持斗争，最后取得斗争的
胜利，主要是盐城的全体同志同心同德，团
结一致，在区党委、地委的领导下和新四军
的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央
关于坚持抗日战争，坚持敌后斗争的方针，
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坚持
抗战，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一
切工作都围绕武装斗争展开，为武装斗争
服务，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敌人侵占盐
城之后，东面从刘庄、便仓、伍佑到盐城，南
面从刘庄到大冈，兴化县的大邹庄，西面从
沙沟到秦南仓，北面从龙冈到盐城都安上
据点，驻上日伪军，构成封锁线，经常出动
下乡“扫荡”，抢粮烧杀，派出汉奸便衣队侦
察我们的情况，袭击乡村干部和民兵。盐城
西部的顽韩残余同土匪结合在一起，在荡区

进行破坏骚扰。在这种情况下，不武装起来
无法工作，也无法生存。县委、县政府没有
一支队伍不行，区、乡没有武装不行，县、区、
乡的干部，分散工作的时候，到城镇（许多是
敌伪据点）收税的同志，每个人都要武装起
来，带上枪才可能进行工作。随时准备战
斗。那时我们每个同志最宝贵的就是自己
一刻也离不开的短枪，经常擦拭，和别的同
志比谁的枪好，搞到几颗子弹就高兴得不得
了，战斗胜利从缴获中换到一支更好的枪，
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真是爱枪如命。

敌人比我们强大，我们还只是打游击，
捕捉下乡来活动的汉奸，袭击小股出来的
敌人，晚上到据点附近活动，骚扰敌人，破
坏敌人的电话线、交通线，截夺敌人运输物
资，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后来县队扩大
了，力量增加了，也能够打一些像样的仗
了。如在交通线上伏击敌人，消灭敌人的
小队伍，有把握时也攻取一些小据点，我们
能够坚持武装斗争，很重要的还靠主力部
队的支持。当时常在盐城活动的是新四军
一师二旅四团，团长刘别生，政委郭猛，参
谋长饶惠谭。郭饶两同志来盐城活动较
多，他们有时带一、两个连，有时带一个营
来盐城活动，支持我们，打击敌人，掩护我
们开展工作，保护群众利益。他们对地方
工作很关心，常同我们研究工作，如何坚持
斗争，打开局面。战斗缴获的武器分给我
们，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同我们相处得很
融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郭猛同志不幸
在一九四二年反“扫荡”一次胜利的战斗中
牺牲了。那是在城南一区的一次歼灭敌人
下乡“扫荡”的战斗中，战斗已经把敌人消
灭了，郭猛同志正站在一个坟堆上指挥战
士们收集武器和俘虏，打扫战场，被一颗流
弹打进咽喉，抢救无效牺牲了。原来我们
预料到这次战斗一定会胜利，已准备好开
一次庆祝会，战斗结束后群众正纷纷挑着
慰劳品来慰劳，知道郭猛同志牺牲的消息
后，许多同志和群众都哭了，战士们也一起
哭。郭猛同志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怀念他。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从斗争实
践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坚持斗争必须依靠
人民群众，在那样艰难的斗争中一刻也离不
开人民群，离开了人民群众不但什么事也做
不成，连生存都不行。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
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
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力
量把事情办成功、办好。为此，我们经常学
习，教育自己、教育干部、教育党员要树立群
众观点，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依靠人民的观
点，那时，盐城人民生活是困难的，他们仍然
节衣缩食养活我们，给我们吃和穿，支持我
们的斗争，同我们一起战斗，不顾危险，查敌
情送情报，掩护我们的同志。许多群众在敌
人“扫荡”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救护我们的
同志和伤病员，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亲
人来保护，有的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
种可歌可泣的感人事例多得很。在斗争中
我们受了损失他们很伤心；我们的斗争取得
了胜利就高兴，鼓励、慰劳我们，同我们同呼
吸共命运。许多群众积极参加了民兵，区大
队、县队，扛起枪杆子打敌人。盐城是个水
网地区，敌人的汽车、骑兵很难活动，他们就
用快速的汽艇在河里闯来闯去，袭击、扫
荡。我们同群众商量对付办法，在河里打坝
阻止汽艇的活动。开始坝筑得不牢固，敌人
用炮轰很快就轰开了。后来，在打坝时打下
木桩，用铁丝串联起来，果然坚固得多了。
最后又改进，打成暗坝，不露出水面，既阻止
了敌人汽艇的活动，又不妨碍农田用水。有
时把树砍下连树枝一起放到河里，在河里养
水草，使敌人的汽艇无法行动，这些坝又长
又宽，工程不小，没有群众的力量是搞不起
来的。一句话，我们是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斗
争，才能取得斗争胜利的。

统一战线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按
照中央的方针是做得不错的，在民族、国家
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除了极少数极端反动
分子和死心塌地的汉奸之外，包括上层人

物、知识分子都是有爱国心的，是同情、赞成
抗战的。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时，刘
少奇、陈毅等同志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上，
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打下了基础，盐城县
的参议会就是陈毅同志直接指导下组织起
来的。敌人占领盐城之后，许多开明士绅，民
主人士，知识分子都下了乡，我们继续做好这
方面的工作，团结各阶层抗日人士，宋泽夫先
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宋泽夫先生是一个坚
定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盐城县参议会
成立时他被选为议长，以后还被选为盐阜区
参议会副议长，对坚持抗战给予很大的支持
和帮助。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不少上层人
士、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抗战，做了不少工作，
不幸一九四二年冬被敌伪逮捕残害，脱险后
伤病成疾，医治无效逝世。我们至今还怀念
着他。在开展统战工作方面，我们应当提到
还寄萍、宋金城、胥大河、陈镜心等同志，他们
是盐城人，和盐城各方面的人士有广泛的联
系，他们在这方面积极努力，做了不少工作，
起了很大作用。通过他们去做工作，联系、团
结爱国民主人士，开明士绅，支持减租减息的
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团结群众，支持抗战。

敌伪军工作也应该算是统一战线工作
的一部分。这方面主要工作的是县委的敌
伪军工作部，负责这一工作的是龚少波同
志、陈少键同志。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民族
败类毕竟是少数。因此，军事上给予打击
施加压力，同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开展对
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战
的道理。党的政策、积极工作把一些有民族
良心的人争取过来，同我们建立关系，为我
们做工作、送情报，掩护我们的侦察人员进
据点去活动，巧妙应付敌人，使据点附近的
群众少受些损失。为我们采购一些紧缺物
资、药品，甚至武器，在据点附近组织两面政
权，应付敌人，为我们工作。开展敌伪军工
作对我们的坚持斗争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盐城坚持抗日斗争五年的日子里，
我同盐城的同志们，盐城的人民，共过生死，
共过患难，共同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
永远忘不了，时常在怀念着，随着时间的逝
去，这种感情越来越深，我向他们致意。

骆明（原名苏鋐），1916年 6月出生于
广西灵川县，193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党组织派遣北上抗
日，先在新桂系及其辖地豫、皖等地从事党
的地下工作，后在新四军中工作，在盐城任
县长，抗战5年。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北
盐阜专区处长、副专员、专员兼支前司令，
苏北第十一分区专员等职，参与了淮海、渡
江战役的支前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回广西工作，先后
任梧州公署专员、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政法
委副主任、省财委副主任、省财贸部副部长、
省交通部副部长、省委宣传部部长、平乐地
委第一书记等职。1958 年被错划为“右
派”，下放农场；“文革”中遭受迫害。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复出工
作，先后任自治区计委副书记、副主任，自治
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
席、顾问兼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1985年离休。1998年10月在南宁病逝。

（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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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盐城县党政领导的红色记忆

【编者按】 1941 年夏，日军纠集十七师团、独立十二旅团和伪军李长江、杨仲华部共 17000 余人，分别从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港等地，分四路向盐城合击。不久，盐城
境内主要集镇、重点村庄成为敌人据点，碉堡林立，遍地狼烟。9月，为了冲出敌人的分割包围，便于抗战，华中局决定将原盐城县划分为建阳县、盐东县、盐城县。在敌后抗
战期间，周利人、周一萍、骆明同志先后担任分县后的首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们临危受命，带领全县人民经过五年浴血奋战，夺得了抗战的
全面胜利。现由区新四军研究会组稿，刊登他们生前撰写的回忆文章，再现当年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让我们重温盐城红色抗战历史。

骆明：在盐城坚持抗日战争的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