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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卫和平民主　胶高即讨逆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子夜 １２ 时，国共枟停战协定枠正式生效。 经

过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奋勇抗争 ，３ 个月的局部冲

突过去，人们日盼夜望的“和平”与“民主”时刻就要来临了。

“和平”与“民主”的风吹到胶东，在部队指战员中产生了不同

的反响。有些人认为 “和平建国”即将到来，可以“刀枪入库，马放

南山”了；有的人设想在不久能够复员回家过幸福的生活， 解决个人

实际困难特别是婚姻问题，好好享受胜利果实；有人说“军队国家

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肯定被“化掉”，个人前途和进步要受影响

了；还有人想，“和平”了，要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都到国民党

内当了大官，那原来的革命理想不就放弃了？ 我们死了那么多人，

不都白白牺牲了？ 他们担心国家前途，思想上产生了疑虑情绪。

中共中央对此早有预见：这是部队有些人对枟停战协定枠抱有幻

想，对党的革命目标和自己的理想信念有所怀疑和动摇。 遵照中央

军委统一部署，胶东部队从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起开展了为期 ３ 个月

的军政大练兵 （军史称为“百日练兵”）， 以集中解决这些问题。

　　◆以“百日练兵”和减租减息为中心，加强胶东解
放区建设。

　　“百日练兵”以政治练兵为主，七分政治 ，三分军事。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五师师长聂凤智、 十三团团长夏侯苏
民等各级首长深入广大指战员当中，一起回顾了日军投降后半年来
的历程：国民党政权不许一直战斗在广大敌占区的共产党及其八路

军、新四军“接收”，而它在大后方的部队前来“接收”需要时间，所
以蒋介石就抛出了一个“和谈”阴谋。 他煞有介事地在短短 ９ 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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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次“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可当毛主席不顾个人安

危于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应邀”飞至重庆时，他却连最起码的谈判准

备也没做好。 可见，蒋介石的所谓“和谈”，不过是料定毛主席不敢

赴“邀”，而在国人面前演戏而已。 他的真正目的，一是争取时间往

内战前线调运部队，二是把“破坏和平”的罪责推给共产党。 在随后
１ 个多月的“谈判”中，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他一面提出无

数无理要求，千方百计给谈判制造障碍，一面偷偷给山西的阎锡山
等下令向解放区进攻，一面令海、陆、空全面出动， 拼命往内战前线

调兵遣将。 可蒋介石的阴谋一开始就遭到我方的有力反击。９ 月，

阎锡山在日伪军的积极配合下，自山西的上党地区出动了 １３ 个师
向解放区进攻，被我军歼灭了 ３ 万多人，俘军、师长多人，迫使蒋介

石坐到“谈判”桌前，并于 １０ 月 １０ 日与我党签订了枟双十协定枠。

胶东部队指战员们记忆深刻： 在此期间，也正是赵保原摇身变

为“国军”的“少将师长”、“接收大员”，在日军龙本部的协助下，重

占了即墨城、胶县城；美军在青岛登陆，美军第七舰队陈兵威海、烟

台海面肆意挑衅；蒋介石拼命运兵到东北抢夺胜利果实，山东我军

不得不渡海北上自卫⋯⋯这一幕幕、一桩桩，无不具体而有力地揭
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把戏。

枟双十协定枠的墨迹未干，１０ 月 １３ 日，蒋介石就命令各部向解
放区进攻。 下旬，“国军”新八军、三十军、四十军等部又肆无忌惮地
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我军被迫还击（敌八军一“下地”即向胶济

线疯狂进攻，胶东部队奋起“应战”亦在此时）。 邯郸一仗，我军活
捉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军长马法五及部下 ２３０００ 多人。

蒋介石又难过地看到：尽管有美军帮助，在短短 ３ 个月中，他把 ５ 个

军运到山海关，两个军运到华北，两个军运到山东，仍然无济于事；

“国军”是如此不经打，不把大部分兵力运出来，要想发动全面内战 ，
时机尚不成熟。 于是，又唱起了“和平”高调，与共产党重开谈判，于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签署了枟停战协定 枠。

胶东部队官兵清楚，枟停战协定枠签订后，毛主席即向八路军、新

四军发布了停战令，这说明我党我军是希望和平、遵守协定的。 可

国民党呢？ 蒋介石的“和平”许诺可信吗？ 广大指战员各抒己见，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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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辨是非，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绝

不会改变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从而较好地克服了“停战实现，天下

太平”等和平麻痹思想，增强了战斗意识，坚定了保卫胜利果实的决

心。 这时部队流行开一首新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狼肚里没有好

心肠，要和平不能靠老蒋，只有靠我们多多打胜仗⋯⋯”
与此同时，胶东军区军事练兵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在干部中，

主要解决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由敌后抗战到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内
战、由小兵团作战到大兵团作战这 ３ 个战略思想和作战形式的转

变，总结实战经验，提高各级干部的战略战术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

能力；在战士中，突出以投弹、射击、刺杀为主的 ３ 大军事技术训练
以及守城、夜战、巷战、攻坚战、防御战等训练，提高军事战术水平。

但见练兵场上热火朝天，助威声、赛歌声此起彼伏，其中一首枟练兵

歌枠这样唱道：“练兵好比爬高山，吃苦耐劳要习惯。 爬上山顶看得

远，完成任务不费难。 总司令的话牢记心中，勇敢和技术要并重。

大胆机智战斗作风，勇猛顽强歼灭敌兵。”这次练兵活动中，广大指

战员自觉地组成各种练兵互助小组，以老带新，涌现出不少官教兵、

兵教官、兵教兵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不少军事首长还亲临训练
场地讲解军事知识，手把手地传授军事技术，并重视培养英勇顽强、

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这些也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 开展“百日练
兵”期间，胶东各地党组织在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建设方面也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建立健全了县、区、村三级武委

会，充实了县级地方武装。 绝大多数县均在原县大队的基础上，组
成了新的县大队或独立营，人员由过去的 ３００ 余人扩大到 ５００ 人左

右。 其次，组织翻身农民参军，为扩、建野战兵团和升级后的地方武

装与基干武装补充了新生力量。 再次，加强了对地方军事干部的培

训，完善了地方武装机构，提高了地方武装的军政素质。 胶东解放
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广大民兵，通过“百日练兵”，砥砺了革命斗

志，增强了整体观念，提高了军事技术、战术水平和组织纪律性，整

体面貌焕然一新。

在华东局的正确领导下，胶东解放区还开展了反奸清算、减租

减息斗争。 经过广泛深入的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压抑多年的仇恨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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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猛烈地爆发出来。 他们分得了土地，翻身作了主人。 随之，各级

党组织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建支部 ７００ 余个，发展党员万余

人。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的调动，

为恢复和发展胶东解放区的农村经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也为以后

自卫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停战谈判针锋相对，我怒斥顽敌，捍卫胶东人
民利益。

　　根据枟停战协定枠，成立了由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群

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的 ３ 人委员会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负责监督执行枟停战协定枠。 执行部下设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

赴各地冲突地点进行调处。 山东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伪军、粮

食、交通 ３ 大问题，核心是伪军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主

张：第一，立即解除伪军的武装；第二，开放城市，实行城乡贸易自

由；第三，铁路及交通的恢复，有待于伪军是否缴械投降而决定。 国

民党当局对此避而不谈，只一味要求修路，不肯平毁铁路沿线碉堡，

不肯撤出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夜 １２ 时以后所占的一切地区，不肯在
解决冲突协议上签字。 因此，军事冲突屡屡发生。

１—４ 月间，国民党新八军在赵保原等其他军队的配合下，多次

蓄意破坏枟停战协定枠，向我太堡庄、 塔尔埠等地进攻，我军被迫自卫
还击和阻击，终于迫使敌八军停止了西进，敌军在“３ 个月内打通胶

济线”的企图也成了泡影。
国民党方面又被迫回到了谈判桌前。 “军事调处执行部高密第

二十一小组”成员有：国民党代表黄靖、李先良、赵保原少将；中共代

表武可久、辛冠吾、聂凤智少将；美国代表逖克琛中校、摩尔中校。

三方谈判开始，美国代表指着一个肥头大耳的国民党军官介绍
说：这是政府军在胶济路驻军暂编十二师师长赵保原少将。 赵保原

点点脑袋，胳膊伸向辛冠吾，欲握手“言和”。 辛冠吾不屑一顾，没有

搭理，弄得赵保原十分尴尬。 中共代表中数聂凤智横眉冷对赵保

原，厉声说：“赵保原，你这投敌叛国的败类，充当汉奸走狗，祸国殃

民，杀害抗日志士，随日军进关，侵占胶东，反共反人民，罪恶数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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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所共知。”国民党代表为赵保原辩解：“赵师长是胶东伪军最早

‘反正’的。”辛冠吾接着驳斥说：“赵保原所以‘反正’，是因为他同

八路军打了败仗，日军要杀他的头。 他‘反正’是假，反共是真。 他

‘反正’后同日军的联系从未间断，青岛、莱阳城都设有赵保原的办

事处。 他秘密接受青岛日军授予的伪‘剿共第七路军’的番号。 当
他投靠了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后，他的番号又改为

该区保安旅，充任少将旅长，紧接着当上什么‘联军指挥和苏鲁战区
第十二师师长’。 当他占据了地盘，扩充了势力，就砸毁‘抗日’的

招牌，显露其亲日、反共的鬼脸。 他为日军抓壮丁，分两批将 ３０００

多人送交日军当炮灰。 为讨好日军，送伪币 ３５０ 万元资助所谓‘圣
战’，日军冈村宁茨也曾送他 １０ 万发子弹以示‘关怀’和‘器重’。

他参加日军‘清剿’和 ‘扫荡’数十次，他的 １ 个团公开投日，接受伪

保安军番号，交由日军直接指挥。 他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烧杀抢

掠，无恶不作，在莱阳河源西沟活埋了 ３００ 余人，在大野头村枪杀了

７０ 多人，在 ５ 年内就有 ２ 万人死在他的屠刀下。 五龙河、沽河两岸

成了赵保原杀害人民的屠场。 他在统治区内，敲诈勒索，残酷掠夺，

逼得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仅 １９４４ 年逃往我根据地的难民就有
１３ 万人之多。 控告他的人川流不息，控告他的信件成捆成堆。 胶东

人民与他这个大汉奸不共戴天，他有什么资格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武可久也严正驳斥国民党代表对赵保原的辩解，坚决反对赵保原参
加谈判，并质问：“这个罪恶累累的汉奸赵保原，摇身一变当上了国

民党暂编十二师师长，又来参加谈判，将把国民党置于何地？”美方
代表也不敢过分袒护，连连点头。 国民党代表面面相觑，不得不叫

赵保原退出会场，一边嘴里还打着圆场：“他回去找证据，证明他不

是汉奸，而是‘国军’的游击队⋯⋯”聂凤智哈哈大笑：“好一个‘此

地无银三百两’，他到日本鬼子那里去找证据吧！”
在谈判桌上我方初获胜利，而国民党猖獗破坏谈判。 ４ 月 ２６ 日，

中共代表武可久去高密途中，突遭驻扎在蔡家庄车站国民党军的两

次炮击，使武可久右耳失聪，翻译王越负伤，被迫返回我军驻地。 此

后不久，担任“谈判小组”警卫的十三团著名战斗英雄、模范班长、优

秀共产党员刘复生亦遭敌袭击，自卫牺牲。 刘复生原名刘福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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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他向敌人冲杀时，被一块弹片打进头部死去，战友们将他抬放

坑里准备掩埋，谁知就在这时他苏醒过来，从此改叫刘复生。 他先后

负伤 ２０ 多处，被打断一只胳膊、一条腿，被打瞎一只眼睛，被打掉口

中牙齿，被打穿左肺⋯⋯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了起来。 可是，他

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却倒在国民党军挑衅的枪弹下。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聂凤智根据胶东军区的指示，遵循

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命令十三团向侵占丈岭之敌攻击，全歼该
敌，收复了丈岭火车站，缴获了不少美式武器。

５ 月 ８ 日，在我军驻地凤瑞埠，军事调处执行部高密第二十一小

组再次举行谈判。 美国代表一进门，看到堆放着不少美式武器，便
冲着聂师长说：“这些都是我们美国的哟！”聂师长回敬他：“如果你

们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这些武器不是不会在这里吗？ 我们真得感

谢你们了，通过国民党军队把这些武器送给我们。”美国代表一副窘

态，无言以对。 聂凤智说：“希望美国代表能以公正、诚实的态度促

使和平早日实现。 我们对于谈判是有诚意的，百分之百地执行停战

协定。”这次谈判未让赵保原出席，国民党代表被迫签了字。

之后，办理高密小组事宜的辛冠吾正要动身回部队向聂凤智师
长汇报请示工作，得知下午有个谈判会需他参加，便让联络员姜成

礼先走。 然而，１ 天、２ 天过去了⋯⋯辛冠吾始终没有回来。 直至 ２７
日，翻译王越几经周折，带回了辛冠吾于 ２０ 日在蔡家庄失踪的消
息。 ２９ 日晚，胶东军区许世友中将、副司令王彬少将致送备忘录，

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派员查究。 美方代表摩尔中校赴蔡家庄车
站调查，驻军国民党第八军一六六师师长张奇称：“２０ 日非我军驻

守，不知此事。”３０ 日由北平返回高密之美军方代表逖克琛闻讯后，

特向赵保原查询，赵保原借口“站上尚有其他部队驻防”， 推诿罪责。

后来我军攻克胶县城，俘虏赵保原随员始才获知：５ 月 ２０ 日上
午，辛冠吾由高密乘火车到蔡家庄，遭赵保原无理扣押。 晚间，赵保

原派其特务连 ７ ～１０ 人闯进屋子，特务连长双手扼住辛冠吾的喉

咙，辛冠吾奋力抗拒，竟遭毒打，衣服破裂，遍体鳞伤。 最后，辛冠吾

视死如归，从容不迫，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被特

务用绳子勒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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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百日练兵”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掀起的内战黑潮一

浪高过一浪。 仅在胶东，敌八军和青岛保安部队出动数千人，向崂

山地区进攻 １３７ 次，残害八路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 ３００ 多人。 自停

战令生效至 ５ 月底，敌八军驱使伪顽军向胶东解放区出扰进犯 ４００

多次，杀害人民数千人。 而与胶东一水之隔的东北，至 ３ 月初国民
党抢运去包括最精锐的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军队已达 ２８畅５ 万人，

从 ３ 月 ２２ 日猛攻我四平驻军， 对我军发动了全面的大规模的进攻。

　　◆攻克胶县，恶贯满盈的赵保原终得恶报。

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武装挑衅和无理制造事端的军事行动，并
策应友邻地区作战，陈毅向中共中央建议并获准，抓住国民党军向

淮南津浦路进犯的时机， 以被国民党军收编的伪军为作战目标，在

山东发起讨逆作战。 ４ 月，山东军区发出预备命令，要求分区作战，

消灭大汶口、泰安、德州、周村、张店、胶县、高密、即墨等地的伪军。

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５ 月 ４ 日胶东军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

胶县、高密、即墨县城赵保原等部发起讨逆战役。 战役部署是：先攻

打胶县城，完成中间突破，坚决砸烂赵保原的指挥中心，尔后扩大战
果，再攻取高密、即墨县城。 许世友司令员特别强调，要隐蔽接敌，

保持战役突然性，争取速战速决，再不能让赵保原跑掉。 许世友说：
“上次打万弟端了他窝，他竟从窝里跑了。 这次，谁放了他谁负责。”
这勾起了与会者的回忆：抗日期间，在胶东敌、顽、我三角斗争中，赵

逆是其中重要的一只“角”，时时处处同我为敌作对。 胶东我军曾于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１９ 日进行过一次讨逆战役，首克万弟，再战左

村，乘胜横扫五龙河两岸，共歼灭赵逆 ８ 个团的兵力，总计 １２０００ 余

人，使海莱边区 ８０ 万人民获得新生，也为胶东大地坚持抗战与准备

反攻展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然而， 狠毒奸诈的赵保原于
万弟漏网而逃，窜到即墨，公开投靠日军，令人懊恨不已。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背信弃义，撕毁协

议 ，破坏停战，从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底开始围攻我中原解放区。 ５ 月 ５ 日，

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 、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第二绥靖区司

令官王耀武等在青岛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密谋策划进攻我山东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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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６ 月 ２ 日，蒋介石飞抵济南，召开军长作战会议，研究山东的形

势，图谋第一步打通胶济线，割断渤海、胶东与鲁中的联系，以利其

兵力调动； 尔后将攻势扩展至津浦线，配合鲁南北犯，合击我山东解

放区。 据此，国民党军在胶济线东段一时无法全部打通的情况下，

先集中兵力打通昌潍以西和胶济路西段，以切断山东的南北联系，
夺取淄川、博山矿区，再将攻势扩展至津浦线中段。

新八军奉命于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６ 月 ２ 日西调昌潍后，胶济路东段西
自坊子东边的蛤蟆屯，东至青岛附近的城阳，１００ 余公里的铁路线

上，中间除塔耳埠、丈岭为我军控制外，其余皆为赵保原暂编十二师

及蔡晋康、王豫民、姜黎川、李永平等部驻守，共有 １５０００余人 。 赵
保原率暂编十二师师部和一团、特务营、辎重营及蔡晋康、姜黎川、

李永平等部驻胶县；其弟赵保领率三团、王豫民率保安团等驻高密；

二团及保安十五团等驻即墨。 眼下，正是胶东军区发起讨逆战役的

大好时机。

聂凤智打仗总是思谋深远，准备充分。 他早就利用“和平谈判”

阶段，派测绘人员悄悄勘察了从城阳到潍县的全线地形。 半个月

前，他又派人潜入胶县仔细侦察。
胶县古称胶州府，地处咽喉要道，是胶县、高密、即墨三地敌人

防御部署的中心。 胶县外城于清咸丰、同治年间改为砖墙，城高 ２
丈，周长约 １０ 公里，城池直径 ２畅５ 公里，筑有 ７ 座城门。 城中心是
商业区，四关为居民区。 内城位于全城的东北隅，其中东北一段城

墙与外城相连，城高 ２．５ 丈，厚 １．２ 丈，能行车跑马。 北面建筑 １ 座
北极台，在高高的城台上筑有一座“镇武庙”，坚固高大，瞰制全城，

为城防制高点和核心火力点。

该城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被我军解放，不久又被敌八军占领，然

后交由赵保原部接防。 赵保原修碉堡，筑炮楼，布鹿砦，架铁丝网，
挖护城河，堵水门洞，巷口加哨门，市街加路障等，构筑了坚固的防

御体系。 再加市街逶迤弯曲， 建筑物错综复杂，易守难攻。

６ 月 ８ 日夜，胶东我军冒着阵雨疾速前进，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抵

胶县城下，预备打响胶、高、即战役。

军区炮兵营先以准确、猛烈的炮火给敌人以重创。 随即，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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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三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同德门实施连续爆破。 突击队

突入同德门后，经两个多小时扫关战斗，于 ９ 日凌晨 １ 时 ３０ 分将东

关守敌全部肃清。 与此同时，另外几个突击方向也先后突破成功。

攻击西南关的十五团和攻击西关的十四团，也都很快突破顺德门、

永顺门、镇华门，全歼守敌，开始扫关巷战。 在我军强有力打击下，
姜黎川、李永平等不敢接战，悄悄溜走，弃城而去。

扫关战斗打得十分顺利，大家的情绪异常高涨，高喊着“争取进
城第一名 ，活捉赵保原当英雄”，准备向城内进攻。

十三团二营在营长宋云高的指挥下，首先发起攻击。 突击连六

连一马当先，从迎阳门右侧开始猛攻。 “爆破大王”温嘉仁冲到鹿砦
前准备往上放炸药当中，机警地发现雨水冲刷后的鹿砦有些松动，

马上招呼战友们用手清除鹿砦，又搬倒了铁丝网木桩，不费一枪一

弹就冲到了壕沟边。 随后的架桥组却遇到了麻烦。 本来，用活络腿

在壕沟上架桥是十三团的一大发明，不过几秒钟就能把“桥”架起

来。 可今天不知怎的，“桥腿”放下后根本推不动。 四班长郝永安纵

身跃入壕沟内，只觉腿脚一阵剧痛， 一摸，手心也被扎得鲜血淋漓。

原来，赵保原吸取了河源西沟的教训，知道胶东“共军”有这一手，已
在壕沟里堆设了许多铁丝网。 郝永安忍着剧痛，踩着铁丝网，双手

一用力，硬把“桥腿”提了起来。 “桥”一架好，爆破组就飞跃而过，
梯子组也随即跟上。 爆破， 架梯，突击，一气呵成。 二排长余斌带领
突击组率先登上城头，六连长王玉芝也随即登上。

可是，就在这时，梯子被敌人打断了。 指导员姜洪英和一、三排
都未能及时上城，突破口上的形势十分危急。 王玉芝连长当机立

断，命令二排停止前进，先组织火力掩护后续部队登城。 姜指导员

率一、三排迅速接好长梯，在机枪掩护下猛突。 敌人马上疯狂反扑

上来。 在姜指导员的指挥下，一、三排指战员用刺刀和手榴弹与敌
人展开了激烈拼杀，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及时突上城头。 紧

接着八连也登上了城。 姜指导员把突破口交给八连后，即率一、三

排下城，与王连长一起指挥六连朝里进攻。

赵保原一看不好，忙命令几个制高点的火力集中向突破口猛烈

轰击。 他自己亲自督战，胶县县长姜澄川也率队上阵搬送弹药，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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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副誓与胶城共存亡的架势。 由于城头上火力展不开，身体也无

法隐蔽，八连又是一个刚成立的连队，缺乏战斗经验，使得敌人有机

会利用火力将突破口封死，于是战斗形成僵持局面。

宋云高营长正在指挥部队构筑临时工事， 十三团政委孙同盛来

到二营指挥所，两人突然发现，城墙上数名战士被敌重机枪火力击
倒，其中一名战士大半个身子倒卧城垛上，两只手和头部伸向了城

外，随之一张折叠的白纸条丢落到了城下，拾起来一看，是六连连长
王玉芝写的：“我已占领法院和监狱，遭敌围攻，请求迅速增援，并多

运些手榴弹来。”孙政委和宋营长商量如何打开突破口，宋营长说：

“我察看左边有个水门洞子，用炸药炸开，可突进去。”于是用小包炸
药又炸开了一个洞口，可城墙太厚，口子太小，仅能容一人爬行进

入。 宋营长首先率营部进入，孙同盛也随后进去，进城后即过小路

占领一所砖瓦房屋，营指挥所就暂设在这里，后续部队战士一个跟

一个地突入纵深。 敌人发现了新洞口，用重机枪封锁，但洞口离房

子很近，战士们一跃就过了封锁线，二营处境开始出现转机。

天蒙蒙亮时，三关皆被我军攻占。 聂师长向攻城部队发出命

令：“中午 １２ 点整向全城发起总攻！”他讲道，“现在客观情况要求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实施白天攻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

这时候城内战斗分外激烈。 赵保原认为我军白天不会攻城，就
调兵遣将，企图围歼我突入城内的部队，并期待援兵，解脱其被歼的
厄运。 赵保原万万没有料到，胶东我军改变了夜间攻坚、拂晓撤出

的战斗规律。
总攻时间到，胶城四周一齐响起猛烈的枪炮声。

在夏侯苏民团长的指挥下，十三团在东门外的 ４ 门山炮都直接

瞄准了城门顶上的大阁猛烈轰击；几十门掷弹筒在城门以南横街排

成一溜，炮手们把一发发炮弹射向城头 ；轻重机枪急风骤雨般封锁
了敌人的火力，使敌人完全丧失了反击能力。

接着，三营在营长牛峰山的指挥下直扑南门。 九连一班长盖明

君带着爆破组抬着长杆大包炸药直抵城下，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城头被掀去了一片。 梯子组冒着浓烟架上了云梯，邢炳德飞快地攀

上去，梯子离城头还短二三尺，他机智地拔出刺刀插入墙缝，踩着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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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一纵身登上城头。 全连很快乘胜突入。 十连也随即跟进。 十一

连和机枪排在教导员韩琳的指挥下，迅速控制了城头突破口，以准

确有效的火力杀伤敌人，支援城下战斗。

九连入城后，与二营六连很快取得了联系，两个连并肩战斗，向

赵保原的暂十二师师部所在地真武庙发起猛攻。 赵保原组织余部
拼命反扑，战斗异常酷烈，冲在最前面的九连五班班长马忠珍、副班

长唐明臣、战士邢炳德、王庆珍、王风山，六连三排长孙喜年、八班长
宋文增等均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二梯队一营从打开的城门进城加入战斗，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

的巷战。
赵保原凭借高大的文庙、北极阁、西城门楼等制高点垂死挣扎，

并命令高密三团和即墨二团驰援。 但是，敌三团、二团在我军阻击

中寸步难行。 赵保原率“敢死队”窜至我炮兵阵地，又被一阵手榴弹

打了回去。 至下午 ２ 时，从各个方向突入的我军各部已经遍布城

内，喊声震天，弹飞如雨。 赵保原和“敢死队”渐渐被逼向城门一隅，

而这时全城的制高点也已被我军占领。 赵保原喘息未定，又遭居高

临下的我十五团一阵火力轰击，只好在手枪队的保护下，拽起小老
婆朝奎光门逃窜。

此时，十四、十五团已入城配合十三团攻击内城之敌，内城各制
高点均为我军分割、包围，残敌溃不成军。 至下午 ５ 时，由炮火掩
护，十三团在北海独立团一个营协同下，从三面包围攻击，敌向西北

突围逃窜，为我追击歼灭。
下午 ６ 时，火车站被北海独立团攻占，除蔡晋康率小部逃往青

岛外，余敌均被歼火。

枪声停息，晚霞辉映，阵阵清风吹散硝烟，人们欢呼胶县古城再

次解放。
可是赵保原在哪里？ 我军铁桶一般的围歼战，不该有漏网之

鱼。 军区来电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部队报告：在奎光门外，有个黑胖子像赵保原。 经聂凤智师长

到现场验证，那具尸体像肥猪似的，龇牙咧嘴，露出一排金牙，果然

是罪大恶极的赵保原。 他连终死也举着双手，一副无耻投降的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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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指战员们纷纷上前唾弃，以解心头之恨。

原来，赵保原一伙往奎光门慌忙逃窜，迎面有十三团的特务连

和十二连，左右和后面有九 、十、十一连的夹击包抄，他的“敢死队”

除了“死”之外已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逃跑中的赵保原受伤，被架着

跑到奎光门下，即遭十三团战士乱枪击毙。

与此同时，南海军分区部队攻克蓝村车站，西海军分区部队攻

克流饭桥、大小考家等据点。 驻蔡家庄、朱佛一线的敌八军一六六
师向东增援被我击溃，连忙向岞山庄以西收缩。 其他各孤立据点遂

成惊弓之鸟。 至 １１ 日，大荒、芝兰庄、姚格庄、蔡家庄、大麻湾、朱

佛、范家邱、李格庄等据点之敌均先后撤逃。 至此，东起南泉、西至

娄地庄的 ５０ 余公里铁路线，全部为我军控制。
胶县战斗，共歼敌暂十二师师部以下 ４０００ 余人。 赵保原罪大

恶极，死有余辜。 听说赵保原被击毙，胶东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受

赵逆之害最深的莱阳人民，还专门派人割去了赵保原首级，在莱阳

进行了多日游街示众，控诉声讨。

　　◆下一城，再下一城，我军连克高密城、即墨城，
胶济线东段 １００余公里为我军控制。

　　胶东我军乘胜出击。 根据高密城城池坚固、易守难攻的特点和

敌人的防卫心理，五师领导采用了“四面包围，重点突破”的打法。
１２ 日战斗一打响，十三团特务连就先攻占了城东高地，给城内之敌

造成巨大压力。 在肃清城关之敌后，夏侯团长又采用“惑兵之计”，
令部队撤出，给敌人造成“共军白天无力攻城”的错觉。 １３ 日上午 ９

时半，由九连突然杀了“回马枪”，首先突破南门。 三营在又一次白

天强攻成功后，率先冲入城内向纵深发展。 十四团、十五团也随即

投入城内展开巷战，敌人被逐渐压缩到西北角狭小地带。 除赵保
领、王豫民化装溜走和一部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 突围一部先被

滨北独立团歼灭 ６００ 多人，逃到车站后又被五连歼灭百余人，剩下

不足 ３００ 人的残兵败将如鸟兽散。 战至上午 １１ 时，整个战斗胜利

结束，守敌暂十二师三团等部 ４０００ 多人被全部歼灭或驱散。

在短短 ６ 天之中连丢胶县、高密两城，即墨守敌知道大势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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