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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开展统战工作

一、形势与任务
１９４７ 年夏，全国解放战争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人民解放军

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各项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
战线，保护城市，支援战争，成为中共城市地下工作的重要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青岛地下斗争形势严峻。 青岛是国民党的战略
要地，也是驻华美军的主要基地，国民党统治机构林立，军、警、 宪、

特遍布全市。 同时，青岛是华北解放最晚的城市，是蒋介石维持政

治、军事残局的重要支撑点。 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迫使

国民党当局在青岛的统治更加残酷。 加上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青岛
成为国民党残兵败将、反动政客、流亡地主、 地痞流氓麇集的营垒。
如此险恶的环境，必然对共产党的地下斗争造成极大的困难。

青岛又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和工业城市，市区人口有近 ７０ 万，战
时人口膨胀，总数不下百万。 市内工厂林立，有大小工厂千余家，对

华东地区的国计民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此，在青岛即将解放

的关键时刻，保护好青岛，对革命胜利后进行城市重建、保障人民正

常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要保护好青岛，就必须联络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特别是争取

上层人士留下来， 发挥上层人士的影响和作用，一起做保护青岛的

工作，因此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尤其重要。 加上解放战争正在

进行中，利用上层人士获取情报，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青岛的统战工作主要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领导。 统战部对在
青岛开展统战工作进行了充分准备。 首先对青岛国民党的党、政、

军和社会各阶层的统战关系及统战对象普遍排查，列出名单，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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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定出重点，作出计划，使各项统战工作有明确的目的、任务和

发展方向。

之后，秘密派遣得力人员打入青岛，利用各系统的统战关系，通
过各种渠道参加社会活动，以合法身份掩护自己，开展工作。 其主
要任务如下：一是要及时掌握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动向；二是将工商

企业界高层人士争取过来，使之不跟随国民党当局南迁，并通过他

们的影响，配合统战工作人员发动和团结各界人民，共同做反破坏、
反南迁、护厂、护港、护校等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和顺利接

管青岛。

胶东区党委下属的东海、西海、南海、北海 ４ 个地委及烟台市都
设有统战部，同时各重要县市也设有统战部，各级统战部都有对青

岛进行秘密工作的任务。

二、青岛工作组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在胶南县红石崖成立青岛工作

组，刘旭生任组长，以统战部在此开设的复兴商行作为秘密联络站。

除了在青岛市区开展工作外，工作组还在阴岛（今红岛）开展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后，阴岛党的工作由海阳、乳山县委移交给胶东

区党委统战部，由城工科领导。 国民党占领阴岛后，一部分共产党

员打入国民党基层村级组织 ，担任保长、区公所副职等，并以此为掩
护，掌握了村政权和枪支弹药。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胶东区党委又在红石
崖成立中共阴岛工委，李禄州任书记。 阴岛成为党开展青岛工作的

重要基地。

青岛工作组千方百计联系阴岛各村的党支部和党员，积极开展

对敌斗争，并有计划地抽调党员到红石崖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提高党性觉悟，增强组织观念，研究部署对敌斗争工作。 为加强秘

密联系，工作组从高家支部挑选了两名渔民党员，以渔船为交通工

具，来往于青岛、阴岛之间，接送党员和地下关系，运送宣传品。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阴岛疯狂抓兵抓丁，青岛

工作组布置村支部积极发动党员、群众，反抓壮丁，参加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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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岛市统战工作委员会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为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充分发挥情报

工作的作用，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在工作上作了调整，集中东海、西

海、南海 、北海地区的统战工作主力，在平度南村成立青岛市统战工
作委员会，由区党委统战部秘书科长张尧民负责，下设军事情报组、

国特情报组和材料组。
青岛市统战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对国民党青岛市的党、政、

军、警、特、工、商等方面的情报进行突击搜集，摸清了青岛当局的各

种动向。 同时，对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委员会积极宣传党的接管政
策，使他们在护厂、护校、反南迁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获取国

民党军进攻东北的计划和国民党水陆军运的情报。

另外，青岛统战工作委员会还在国民党青岛警察局系统中成立

了官警解放委员会，获取了国民党中统鲁东分区室的全部档案，掌

握了大量的潜伏特务组织等情况，对青岛解放后的接管和清查特

务、肃清反革命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两条统战工作线
１９４７ 年后，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秘密派进青岛做统战工作的主要

有两条线。
第一条工作线是王桂荣。 其父王守正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青岛

上流社会有一定的地位。 其堂兄王桂浑，时任青岛李村师范学校校
长，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 被王桂荣发展为统战关系。 王桂

荣以阔小姐的身份，利用父、兄关系，出入青岛上流社会，结识了国

民党政界、军界的一些上层人物，发展了一些地下关系，获取了有关

驻青美蒋军队的重要情报，如国民党进攻胶东以及许多敌军的部
署、驻地、物资运输等重要情报，国民党将于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２ 日撤离

青岛的情报，美军第 ７舰队准备撤离青岛的情报等 。

第二条工作线是徐行健。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将

设在掖县朱由村的东兴隆纺织厂迁到平度南村，并设立秘密联络

站，对外称“普兴东商行”，由徐行健、王秋白负责。 秘密联络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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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行健

后，加紧了对市内派遣人员和对

市内企业界的统战工作。

是年冬，胶东区党委统战部
再次派徐行健进入青岛，任务是
摸清青岛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各

种动向，尽力阻止敌人南逃前的

疯狂破坏，在上层人士中宣传共
产党的政策，说服他们反对南

迁，并保护好工厂设备，迎接青

岛解放。
徐行健进入青岛后， 经胶东

区党委统战部同意，发展原斯宜

药厂副经理曲佩光为地下关系，

获得了中统特务组织的一些重

要情报。

根据徐行健的指示，文德女中教员赵仲玉和中纺青岛分公司秘

书郭美珍（均为地下关系）做通了中纺青岛分公司总经理范澄川和

青岛电厂厂长徐一贯、协理刘文东等的工作，让他们与国民党当局

巧妙周旋，不仅不南迁，而且做好护厂工作。
徐行健又指示张佩甫、李砚农说服青岛阳本印染厂厂主陈孟元

放弃南迁 ，并同意保护好工厂。

在党的统战工作下，这些进步企业家都选择了光明的道路，并

按照党的指示紧张地进行着护厂反南迁工作。 在国民党临撤退的

紧迫时刻，他们想方设法与敌周旋，既不受当局的威逼利诱，也不公

开进行对抗，利用合法身份、合法手段发动各厂工人组织护厂队，有

效地阻止了国民党军撤退前的抢劫、 破坏。
在徐行健的动员下，青岛博济医院院长陈志藻、青岛启奥化工

厂经理兼厂长曾在因等积极掩护地下党员开展工作，为城市地下工

作作出了贡献。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华北各大城市除青岛外均已解放，为集中力量对

青岛开展工作，各地委统战部和烟台市委统战部合并于胶东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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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部。 随着工作的开展，以徐行健为首的统战关系线几乎伸展到

青岛的各个重要部门，在青岛美国领事馆、 银行界、财政界等都有中

共地下关系。
临解放前，统战工作人员加紧了对青岛各界的政策宣传。 他们

根据上级指示，把枟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枠和城市政策等油印成小册

子秘密散发，对消除全市各界对共产党城市政策的忧虑，加深对共

产党的了解，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各方面力量作好迎接青
岛解放的准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他系统派到青岛做地下工作

的同志也互相配合，共同做好电话局、广播电台、自来水厂等部门的

工作。
为顺利接管青岛，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在市内做统战工作的

同志， 搜集、掌握了关于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详细

情况，加以汇总后，于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以胶东区党委的名义编印了枟青

岛调查枠，共 ４ 册，约 ６０ 万字。 这些资料为胶东区党委制定接管青

岛的方案提供了可靠依据。

枟青岛调查枠

　为阻止国民党青岛守军在撤逃前进行破坏，和平解放青岛，胶

东军区还通过地下工作人员刘仲让，敦请在青岛有较大影响的爱国
人士张公制出面，劝说国民党驻青岛军方首脑刘安祺，接受了“不战

善退，保全青岛，留有余地”的意见，并劝告青岛警察消防队队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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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制

元敬，在国民党撤逃时，留下消

防队，临时维持社会治安，为青

岛解放立功。
刘仲让接受胶东军区委托

后，面见张公制陈述所请。 张

公制本着一片爱国赤诚，冒着

被扣被杀的危险，毅然面见了
刘安祺，对刘安祺动以乡情、晓

以大义，终于说服了刘安祺，收

到了预期效果。
刘仲让又争取了马元敬。

６ 月 １ 日晚，国民党军警开始登

船准备逃跑，马元敬调动消防

警察携带武器到市政机关布岗

警卫，派出流动岗哨到自来水
厂、电厂、码头进行巡逻，通知

各消防分队保护几处重点企

业，出动全部消防车到各主要街道进行巡逻，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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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破坏青岛的企图

　　 １９４８ 年冬，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 在不

可逆转的形势下，国民党控制的青岛地区刮起一股达官贵人南逃、
工厂企业南迁之风。

据枟青报枠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报道：国民党军从济南、烟台败退

后， 青岛富豪纷纷携眷南逃，目前已达 ３０００ 名。
枟青岛健报枠１０ 月 ２２ 日报道说：南行飞机、商船均已满员，登记

南迁者争先恐后。

驻青美军也感到危在旦夕，于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陆续将其驻

青地面部队调返军舰，移驻海上待命。 ２ 月 ５ 日，美海军太平洋舰队

总司令兰姆赛称：“青岛在战略上并无多大价值。”美海军西太平洋

舰队司令白吉尔也随后宣称：“陆战队在青岛已无多大用处，中国方

面重心已自华北移至上海。”为稳定人心，１２ 日，驻青美军总部又宣

称：“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将旗舰艾尔都拉多号赴沪访问计划

无限制地延期。”

青岛军政当局闻讯后，惊慌失措，顿生失去靠山、大祸临头之

虞，匆忙拟订出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撤离青岛的计划。

风声所传，在上层人士中引起一片混乱，市内各银行、工厂纷纷

停业，一些厂长、经理匆忙南逃。 青岛枟大民报枠２ 月 ２８ 日报道：已

经南逃的官员有市政府秘书长、 财政局长、警察局长、港务局长、自

来水厂厂长、救济院院长、国民党中央驻青岛的直接税局局长、储汇

局长、邮政局长、盐管局长、盐场场长、中央信托局经理、齐鲁公司经

理、中央航空公司经理等。 这批要员的南逃，造成一些部门群龙无

首，以至瘫痪。

与此同时，国民党青岛当局还下令将一些重要工厂、企业、学校

南迁台湾，有的机器部件已装箱待运，有的正做动员准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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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传来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国民党青岛当局已于 １９４８ 年

底从上海运来两万公斤炸药，装置于南海岸上，计划在撤退前将青

岛的大港、码头、水源地、发电厂和中纺、齐鲁两个公司以及其他重

要工厂的设备彻底炸毁，并准备胁迫全市公教人员一同逃走。 消息

传开，青岛民众一片恐慌。
针对国民党青岛当局日夜思逃和企图破坏的阴谋，中共地下组

织早已做了应对准备。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关于
接管沈阳的经验，要求“各待解放城市的地下组织，全力组织工人、

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一切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

管工作”。 根据中央指示，青岛市委于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向市内发
出第一号通知，要求中共地下组织在国民党官员撤逃慌乱之时，采

取各种形式，广泛散发党的宣传品，扩大党的影响，配合人民解放军

解放青岛。 ２ 月，胶东区党委组成青岛市准备接管委员会（对外称

“青岛市教育研究会”），准备迎接青岛解放、接管青岛。

根据上级指示，青岛地下组织发动了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印

刷、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材料，包括枟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枠、枟告民众

书枠、枟告同胞书枠、枟告市民书枠、传单、讲话和有针对性的信函以及
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等，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

散发到工厂、企业、商店、学校、影院、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以及街头巷
尾，一些重要人士如中纺青岛分公司总经理范澄川 、电厂厂长徐一
贯等先后收到几十份这样的宣传品。

根据不同阶层、不同人员的地位和不同的思想状况，地下工作
人员又书写了具有针对性的信件。 譬如：对国民党第 １１ 绥靖区司

令刘安祺这样位居要职、顽固透顶的人，遣词用句比较严厉，警告他

们不要继续作恶，否则将来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必定捉拿归案，以战

犯论处；对一般的国民党党政官员，则要求他们认清形势，丢掉幻
想，及早作出正确选择，弃暗投明，立功赎罪，争取人民的宽恕；对中

产阶级代表人物，如开明绅士，工厂企业的经理、厂长、高级工程技

术人员，还有尚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的知识分子、文化界、宗教界人士

等，主要讲明共产党的政策， 解除他们的顾虑，使其放下包袱，留下

不走，或利用他们个人的影响 ，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参加到反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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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护厂、护校的斗争中去；对广大的职工和一般市民，主要说明他们

是新中国的主人，工厂企业是他们的家，机器设备是他们的饭碗，号

召他们立即组织起来，采取积极行动，看好自己的家，保住自己的饭

碗，同时告诉大家提高警惕，监视敌人的行动，揭露敌人的阴谋，阻

止敌人的破坏。
地下党员还将枟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枠等宣传品翻译成英文，油

印出来，在外籍人员中散发，以阐明共产党接管城市的政策。
这种宣传攻势一直坚持到青岛解放。

经过党的宣传教育， 不少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开明绅士，工

厂、企业的厂长、经理、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文化宗教
界人士等深明大义，竭诚合作，利用行政职权和社会知名度，公开号

召、团结广大工人、市民，组成公开合法的护厂队、护港队、护校团，

有力地保护了青岛。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

线崩溃。 蒋介石为挽回败局，要求美国增加援助或美、苏出面“调

解”未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于 １９４９ 年元旦宣告“下野”，退

居幕后。国民党代 “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口头上表示愿以中共所提
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是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

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实行“划江而治”。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日 ，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

底”的伟大号召。 但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党仍

愿意同南京政府或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提出
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 ８ 项条

件作为谈判基础。

在国共双方就和谈 ８ 项条件多次磋商的过程中，青岛的形势发

生了新的变化。 据新华社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电：“据可靠方面消息，
宣传已久之青岛美军撤退计划，已经由美国驻南京国民政府大使司

徒雷登和美海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决定停止执行。”这是应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请求，美国作出的支持行动。 青岛绥靖区

司令刘安祺对青岛局势也作了重新估计，决定 ２ 月中旬撤离青岛的

计划暂不执行。 国民党暂时不撤，也就暂时不会执行破坏计划。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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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根据上级指示，青岛市委决定暂时适当地收缩护厂活动，但要继

续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突发性的破坏。

４ 月 １３ 日，国共代表开始在北平举行正式谈判。 ４ 月 １５ 日，周

恩来将枟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枠送交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

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 ２０ 日前表明态度。 国民党政府代表
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并派代表将协定送回南京。 ４ 月 ２０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
４ 月 ２１ 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迅即

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４ 月 ２０ 日夜

至 ２１ 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分 ３ 路强渡长江，彻
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４ 月 ２３ 日，解放军占领南

京，标志着国民党延续 ２２ 年的全国性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兵分 ４ 路向西北、西南、东南、中南挺进，所

向披靡。 此时，青岛已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围困。 ５ 月 １７ 日，美海军

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在部署美军撤离后，乘旗舰离开青岛。 国

民党青岛军政首脑又复萌撤逃、破坏的计划。

在行将崩溃的最后时刻，国民党青岛当局加强了对青岛的管
制。 为从水路逃跑，从 ２ 月开始，国民党青岛当局加强对港口的控

制，建立港口警备区，将大港、小港附近划为港口警备区范围 ，禁止
行人通行，并派绥靖区少将高参武鸿轩为港口警备区指挥官。 ２２
日，警备司令部扩大港口掩护阵地，在阵地内构筑工事，修建碉堡，

设卡放哨，阻塞交通。
４ 月 ２５ 日，国民党青岛当局下达特别戒严令，对水陆交通进行

全面封锁，并实行宵禁，除部队行动及持有枟特别通行证枠者外，其他

一律禁止出入港口，如有违犯 ，枪杀勿论。 同时，还颁发枟紧急治罪

条例枠，其中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杀：１畅造谣惑众者；２畅通匪匿匪者；３畅破坏

交通、通讯、水电或其他军事公共设备者；４畅聚众暴动者；５畅鼓动学

潮或煽动罢工者；６畅持械抢劫财物者；７畅扰乱金融或社会治安者；

８畅杀人放火者。

违犯下列规定之一者查拿严办：１畅不准罢工、罢市、罢业、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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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工；２畅不准集会、结社、游行、请愿；３畅不准私藏军械、军火；４畅不

准违犯户籍保甲规约；５畅不准擅自离开职位，动摇人心。

５ 月 １５ 日，国民党青岛特务工作指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凡是因涉嫌政治问题者，不论有无实据，一律逮捕”。
在国民党青岛当局的疯狂镇压下，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众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１９４８ 年底，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地下关系、国民党青岛海军第 ５
号炮艇艇长鞠庆玺因酝酿起义被害。

１９４９ 年２ 月，华东局社会部地下关系、国民党海军接字第 １９ 炮

艇艇长刘建胜发动起义失败后被害。
４ 月，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青岛工作委员会在国民党青岛警察局

里发展组织的“官警解放委员会”被敌人破坏， ４０ 余人被捕， １２ 人被

害。

５ 月 ２１ 日，国民党警察局出动 １６０ 余警员进行大搜捕，６０ 余人

被捕入狱。
５ 月 ３０ 日，５ 名工人在团岛被害。 同日，又有 １５ 名工人被捆绑

后抛入海中。

很多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革命群众被捕后生死不明，无从查

考。

国民党狂捕滥杀的淫威 ，并没有吓倒共产党员和广大的革命群
众。 在斗争最严峻的时刻，为保卫国家财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革命群众组成护厂队、护校团， 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战斗。

工人是护厂运动的主力军，也是党依靠的中坚力量。 为将工人

发动起来，中共地下组织及时提出“保工厂，保饭碗”、“工厂是工人

的家， 机器是工人的饭碗，丢了家和饭碗，工人就无法生活”的口号。

口号一经提出 ，立刻成为广大群众参加护厂斗争的动员令。 在中共

地下组织的发动、领导下，青岛工人的护厂斗争激烈而神奇，成为没

有硝烟的战场。
在各大企业、 工厂进行护厂的同时，市内大小千余家工厂、几十

所大中小学校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均在护厂、护校的斗争中

尽到了责任，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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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护厂反南迁斗争

一、青岛电厂的护厂斗争
青岛电厂拥有设备容量达 ３畅５ 万千瓦，发电量达 １２畅１ 万余千

瓦，员工达 ８１３ 人。

青岛电厂不仅是青岛电力工业的主力，而且是国防军事的基础

工业，又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活。 因此，青岛市委对青岛电厂十分

重视，多次指示地下党组织进行电业部门的组织发展工作。 市委民

运组组长耿桥派地下党员赵景业进入市内，在电业部门积极发展党

的地下关系，开展党的工作。

赵景业进入市内后，很快在台东变电所、电厂工会、李村变电

所、四方发电所、中山路配电所、水源地、线路班、修验工场等处发展

了一批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 依靠这些骨干，在电业系统内形成一

支很强的地下革命力量，不仅掌握了电厂的内部动向，对发电、供电

设备、人事配备、 物资材料、生产情况等都做了详细调查，并将电厂

出版的刊物枟青电枠及时提供给青岛市委，为解放青岛、接管电业做

了充分的准备。

通过地下工作人员的努力，青岛电厂厂长徐一贯、协理刘文东

对共产党有了充分的认识，全力支持护厂斗争。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国民

党绥靖区四处电话通知电厂，将不急需的物资及不必要的人员造

册，听候分配轮船吨位，准备装运南迁。 徐一贯、刘文东以电厂员工
皆有专责，没有不必要人员，电厂器材皆为发电、供电所必需，也无

不急需的物资为理由，拒绝先行撤离南运，并说必须撤离时，亦应在

一切单位登轮之后，始能停电撤离，否则事先停电不仅影响市政，而

且关系市民生活，因而获准“可暂时不做撤离准备”。

青岛电厂隶属国民党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并有国民党驻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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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１９４５ 年冬，国民党成立了电厂工会，工人的一切活动均受到严

密控制。 为摆脱黄色工会对工人活动的压制，青岛市委指示：争夺

黄色工会领导权。

在１９４８ 年冬第三届工会选举中 ，地下工作人员贾清臣、刘芳亭

等当选为理事兼常务干事、常务监事和理事、监事，为控制工会创造
了有利条件。 为推动护厂斗争顺利开展，贾清臣、刘芳亭等以工会

名义要求厂方对护厂队给予支持，徐一贯、刘文东均表示同意。 厂
内一些上层职员纷纷加入护厂行列。 护厂队又购买了枪支，成为厂

内公开的组织。

在此期间，黄色工会理事长胡延谟赴南京受训，掌握工会实权
的贾清臣等以工会理事、监事的合法身份，要求厂方预备一些黄金、

银元，以备必要时收买敌人，同时还要求厂方准许对发电设备主要

零件拆除转移，实行保护措施，均得到厂方同意和支持。

护厂队还用喝酒、送烟、 交朋友的办法，控制了厂内警卫班和青

岛保安队驻厂班两支武装共 ５０ 余人，壮大了护厂队的战斗实力。

临近解放，护厂斗争也日益紧张，护厂队安排积极分子程绍岳、

李鸿祥等把汽机等重要零部件拆卸转移，封存起来，以备后用。
随着护厂斗争的展开，自愿参加护厂斗争的人数逐日增多，工

人下班也不回家，听从护厂队的调遣，自动站岗放哨，日夜守候机
房，加紧对厂区及水池边的巡逻。 １９４９ 年春节前夕的一个凌晨，一
艘小船突然驶向发电所近岸，警卫岗哨迅即报告贾清臣。 经讯问，

船上只有国民党一官一兵，声称前来拆卸水池护板搭浮桥用。 警卫
当即制止，船上国民党官兵自感人少力薄，无可奈何，悄然离去。

５ 月下旬，护厂斗争进入高潮，国民党第 １１ 绥靖区派特务前来

察看地形和发电设备，为撤退时进行破坏做准备。 地下工作人员立

即相随，利用特务对电业的无知，有意将他们领到煤场，指着吊煤机
说，这就是发电所最要害的设备，只要它停吊，煤上不去，立刻就会

停炉停机，全厂就要停电，以此搪塞过去。 还有一次，几名国民党军

官带领十几名士兵进厂后，要求上房顶察看，并说要在房顶上架设

机枪，准备作为抵挡解放军的阵地。 护厂队谎称房顶上有多道高压

电，上去会被吸住电死。 国民党官兵不懂电力知识，吓得没敢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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