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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37 年 10 月，平型关大战之后，八路军 115 师主力南下晋东南，

留聂荣臻副师长率独立团、骑兵营、两个教导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

团直大队和第三营两个连、第 685团第 6连及一部分干部、第 343旅

平山和平定地区工作团、第 120师 359 旅平山和盂县工作团、随营学

校等共计 3000 余人，在五台周围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创建革命根

据地。11 月 7 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军

区，在五台县东冶镇宣告成立，归八路军总部建制。聂荣臻任司令员

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这是我党我军创建的

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1 月 13 日，晋察冀军区以活动在北部、西

部、东部、南部的部队和工作团为基础，分别组建了第一、第二、第

三和第四军分区。与此同时，以 115 师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独立第一

师，杨成武任师长，邓华任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

兼任司令员，邓华兼任政委，下辖第 1、2、3 大队；第二军分区，由

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 4、5、6 大队；第三军分区，由陈漫

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委，下辖第 10、11、12 大队；第四军分区，

由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委，下辖第 7、8、9 大队。晋察冀军

区地处华北敌人心脏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八年抗战中，根据

地军民粉碎了日寇无数次清剿、扫荡，与日伪作战 6.5 万次，毙伤日

伪军 36万余人。 

1938 年 1 月 10 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

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

为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此后，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不断胜利，

晋察冀边区一步步扩大，西起同蒲路，东到渤海湾；北起张家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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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宁城、锦州一线，南至正太路、德石路。包括了山西、河北、察

哈尔、热河、辽宁五省之各一部，面积达 40 万平方千米，人口有

2500 万以上，县治 108 个，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军区

部队由最初的 3000余人发展到 30万人以上。 

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司政后机关、警通

排、卫生队组成军分区司、政、供、卫等部门，以三营营部带领的重

机枪排及两个半步兵连分别组建了 4、5、6 三个大队，也就是三个团，

辖有营一级单位，主要战斗在五台、定襄、繁峙、代县、寿阳、盂县、

平山等这一大片区域内。其中，盂县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因为盂县

位于太行山之巅，群山环抱，地势险峻，东扼平山、井陉；西守阳曲、

太原；南护阳泉、平定、寿阳；北卫五台、定襄，是晋察冀边区与晋

西北、晋东南和陕甘宁边区连接的交通枢纽，同时，盂县也是晋察冀

边区的粮仓。正是这种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盂县便成了敌我双方的

必争之地。1939 年至 1945 年，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十九团驻扎在

盂县，依靠盂县人民的有力支持，充分利用险要地形，巧妙地同敌人

周旋，一次又一次地狠狠打击了日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圆

满地完成了开辟盂寿抗日根据地的特别重要任务，同时，为发展、巩

固盂平、盂阳、定襄这一大片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卓绝的

贡献。十九团的指战员原是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红军老底子所组成，

百团大战后迅速发展，势如破竹，成为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八年艰苦

抗战中，盂县人民的优秀儿女为十九团补充了一批又一批兵员，十九

团与盂县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成了名符其实的盂县人民的子弟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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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雄团长李和辉壮烈殉国 

李和辉，江西吉水县人，1915 年生，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排、连长，曾参加过五次反

“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入红军大学学习，

后任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通讯连连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

特务团第三营营长，参加了峨口峪战斗和平型关大战，被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模范营长”。1937 年 10 月中旬，奉命留驻晋察冀边

区，开辟敌后根据地，任晋察冀军区第二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第三

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1938 年率部攻忻口、袭原平、降代县、破宁

武，钳制了崞县、盂县的日寇，全歼聂营城内的守敌，并护送白求恩

大夫和一批又一批去解放区的同志们安全过境，功勋卓著。 

1939 年冬，李和辉同志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十九团团

长。上任伊始，率部捣毁了伪军新二师师部，全歼敌人一个团，生俘

敌副师长以下全体官佐，威震敌胆。 

1940 年 3 月，在柏兰镇与日寇激战，李团长不幸腹部负伤，仍

坚持指挥战斗，此役毙敌 500 余名，全团受到特大嘉奖。百团大战时，

李团长再度负伤住院，期间又感染了斑疹伤寒，可是李团长并不把伤

病放在心上，一次又一次请求提前出院参加战斗。经领导批准出院后，

他立即赶赴前线，带着伤病，连续指挥第五团、第三十六团一举攻下

娘子关。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李团长伤口复发，伤寒病情加剧，突

然晕倒在地。战士们当即用担架护送他到后方医院抢救。山路崎岖难

行，途中李团长一直昏迷不醒，进入盂县境内不久，李和辉团长不幸

停止了呼吸，年仅 25 岁，那天是 1940 年 8 月 31 日。李和辉团长牺

牲后，边区政府将他的遗体安葬在盂县北部地区梁家寨乡赵家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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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党和政府将李团长遗骨由盂县迁至石家庄，在新建的华北

军区烈士陵园重新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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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百团大战兴道河滩传捷报 

1940 年 8 月 20 日，由晋察冀军区西路军主力开始出击正太路东

段娘子关地区，西路军偏师于正太路北侧的盂县，准备战役发起后，

将龙华河河谷地带的上社、下社、北会里三据点之间的通讯联系及公

路交通彻底破坏，并相机歼灭三据点之敌。上社、下社傍龙华河河谷、

北会里依滹沱河岸，串在一起的这三个据点，构成了分割我军分区的

封锁线。这里驻扎了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一个加强中队，有兵员

300 余人，加上伪军政人员，共计 400 多人。敌人的火力配备较强，

三处都有碉堡，据点内都配有山炮、迫击炮、92 式重机枪和轻机枪。

居中的下社是这个中队的指挥中心，筑有厚厚的土围子，内有仓库，

屯集了大批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 

8 月 25 日，我军对下社发动攻击，一个连佯攻山上的炮楼，40

人组成的“奋勇队”首先攻占了寨门，活捉伪军数人，缴获步枪两支。

由于鬼子的重机枪封锁了前进通道，为避免重大伤亡，我军主动撤出

战斗。接连几天，夜夜袭扰该敌，鬼子恐慌极了，整夜打炮放枪，不

能合眼。 

8 月 28 日，我军特务营两个连攻击北会里据点，一连攻上面的

小炮楼，二连攻下面的主炮楼。二连战士们冲过铁丝网，占了厨房、

浴室，由于缺乏攻坚的武器装备，只靠投手榴弹，虽给了鬼子很大杀

伤，但解决不了战斗。北会里之敌着了急，于 9月 1日撤退到下社，

该据点方被我军收复。 

9 月 2 日，我十九团刚刚配合其他主力部队完成了正太路娘子关

段的破击任务，攻克了娘子关及井陉煤矿，破坏了敌人的燃料基地，

立即奉命挥戈北上，准备消灭盂县境内之敌。连夜急行军来到县北张

城堡村，准备攻打上社镇敌据点。政委黄文和副团长刘东纪在灯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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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作战方案。因为这是抗战以来投入全团兵力的第一次大战，团长李

和辉刚刚牺牲 3 天，部队尚未休整，大家心情沉重。这时，赵尔陆政

委来到部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赵政委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讲

了我军雄师百万在华北各个战场痛歼日寇的伟大胜利，接着说明收复

三据点以扩大二分区革命根据地、打破日寇“囚笼政策”的意义，要

求十九团坚决完成歼灭三据点日伪军的任务。赵政委审时度势，告诉

大家三据点之敌随时有逃跑的可能，我们要将敌人消灭在运动之中。

这既是战斗动员，也是作战命令。当晚，我军一面继续对下社之敌进

行袭扰，一面趁夜调整了部署，将一个连配置于下社以南的碾子坪村，

以阻击下社出逃之敌；赵政委将指挥所设在下社以东 930 高地一座小

庙中，亲自指挥攻打下社。 

9 月 3 日，盂县城和西烟镇来增援的日军各 100 人，刚进到黄沙

口，立即遭到我二支队阻击。下社敌一部进到碾子坪，亦遭到我特务

营一连阻击。两路敌人企图会合，未能得逞。 

9 月 4 日，上社之敌 200 余人再次进到黄沙口，下社撤退之敌绕

路由下细腰村爬山绕过碾子坪，于下午 5 时进入樊家汇村，与上社据

点接应之敌会合后，即慌忙向上社退去。当我军进入下社村时，村子

里乱七八糟，到处扔着没有枪栓的步枪，有些枪身被砍了几战刀，计

30 余支。敌人煮的大米饭还冒着热气，打开的罐头还没有顾得吃，

就慌忙逃离了下社。我军查看了日军的仓库，有很多箱弹药，还有一

捆捆军毯、军大衣、雨衣，一大堆大米、白面，许多箱酒和纸烟。群

众说：“鬼子用汽车拉了一年的东西都给八路军留下了！” 

下社、北会里两据点的敌人都集中到了上社镇。这里是日寇安插

在盂县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为了掐断八路军通往五台、定襄的

去路，鬼子在 1300 多米高的风坡山上修筑了碉堡，平时驻扎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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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加上伪军也不过 300 来人。日军中队长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

子手，奸诈狡猾，凶狠毒辣，群众都叫他“二百五”。上社镇据点一

下子集中了 500 多个鬼子，100 余名伪军，还有十几门大炮，“二百

五”中队长肯定有阴谋。 

团首长们不顾连续战斗和长途急行军的疲劳，坐在昏暗的松明枝

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分析研究敌情。大家一致认为：鬼子侵占的正太

铁路已被破坏，盂县东部地区的牛村、东会里两大据点里的鬼子已被

我军消灭，盂县西部地区的西烟镇、河东村一带据点的敌人正被我友

军打得焦头烂额。特别是盂县的基游队和广大民兵，早已将上社镇通

往盂县城的公路和电话线全部切断，再加上北会里、下社两据点被端

掉，这就使上社镇的鬼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很显然，鬼子往上

社镇集中，是准备逃跑，以挽救其覆灭的命运。无论如何，我军今晚

一定要攻打上社镇据点，决不能让小鬼子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走。虽

然鬼子和伪军加在一起有 600 多人，有机枪，有大炮，还有风坡山的

碉堡和炮楼作掩护，但是鬼子已成惊弓之鸟，军心恐慌，孤立无援；

而我十九团的将士们刚刚经历了正太铁路破击战胜利的鼓舞，士气旺

盛，斗志昂扬，对消灭上社镇的鬼子信心十足。团首长分析考虑再三，

如果强攻，我军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只有想办法将鬼子引出来，

在运动中歼灭之，才是上策。决心下定，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 

刘东纪副团长命令一营跑步前进，越过徐峪沟大山，零点前必须

赶到上社镇南 30 华里的神泉村，占据有利地形，严密隐蔽起来，堵

住敌人南逃之路。如果鬼子出逃，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堵击，配合全

团主力，在神泉村以北，兴道村以南的河滩里歼灭敌人。命令二、三

营做好战斗准备，如果鬼子躲在上社镇据点不出来，就在夜间 12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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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以少量兵力佯攻据点，诱敌出逃，把敌人逼进兴道村南我埋伏圈中，

一举歼灭。 

当晚 10 时许，天气突变，滚滚的乌云布满了天空，接着电闪雷

鸣，瓢泼大雨倾泻下来，十九团全体指战员冒着倾盆大雨分头行动。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只能凭借闪电观察一下前面的道路，但

行军速度很快，当二、三营到达距离风坡山炮楼 3 华里的白藏村河边

时，团首长命令停止前进，马上召开各营连干部会议，布置强攻任务。

正在这时，我侦察排排长滚着满身泥水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刘

东纪副团长报告，敌人已经集中在风坡山下面，准备向南逃跑了，我

侦察员继续监视着敌人的动向。站在一旁的团政委黄文说：“好哇！

鬼子从老窝里出来了，这得感谢‘二百五’中队长！”于是，团首长

立即下达战斗任务。刘东纪副团长命令两个连从上社镇东西两面进行

佯攻，其余 4 个连由北向南立即发起进攻。三面夹攻，迫使鬼子向兴

道村撤退，坚决不能让鬼子再钻回炮楼子里。可是，当我军进了村时，

狡猾的敌人已经向南逃跑了。十九团二、三营全体战士冒着大雨迅速

南追逃敌。追到柴庄村时，发现鬼子的脚印突然转向西烟方向去了。

团首长立即下令停止前进。大家进行分析，一致认为鬼子又在搞阴谋。

因为去西烟必须翻山越岭，道路崎岖，陡峭狭窄，在这大雨中夜行军

是十分危险的。况且，我友军正在围攻西烟镇的敌人，‘二百五’再

糊涂，绝不会自找倒霉。这时，我侦察参谋回来了，他向团首长报告：

“发现邀童来村南面的河里有灯光，还听见有马叫声。”原来，鬼子

想甩掉我军的追击，在柴庄岔路口让大部队蹚河水前进，只让一小股

日军向西南走，故意踩下脚印迷惑我军。由于大雨如注，道路泥泞，

鬼子满以为甩掉了我军的追击部队，便在兴道村停下过夜。兴道村是

龙华河上游较大的一个村子，分北兴道、中兴道、东兴道、南兴道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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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然村，约有 400 多户人家，上社镇通往盂县城的公路当村而过，

村子南面是一座小庙，庙前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对面四五华里便是神

泉村。这真是天赐良机，我一营战士早已埋伏在神泉村北，并配置了

较强的火力，封锁了敌人南逃之路，二营 3 个连也分别隐蔽在了兴道

村东西两侧的山坡上，三营两个连堵住了兴道村的北口，四连作为预

备队，等到战斗打响时，随时准备支援战斗最紧要的地方。这样就形

成一个大口袋，将 600多个敌人全部装进了口袋里。 

十九团首长将一切战斗部署安排就绪，风停雨住，天交五鼓。各

连阵地上，战士们虽然全身湿透，又饿又累，但一个个精神焕发，情

绪高涨，人人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准备和鬼子拼杀，定叫小鬼子插

翅难飞，有腿难逃。四连连长是四川人，细高个子，刚满 20 岁，大

家都叫他“娃娃连长”。别看他年纪不大，资格却不小，参加过二万

五千里长征，精明强干，很有战斗经验。他跑到团指挥所请求说：

“我们四连去年在兴道村住过，熟悉这里的地形，了解当地情况，请

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吧！”团首长说：“团里早考虑到这一点了，留

下四连作为机动，就是为了把钢用在刀刃上。快回去吧，赶快做好打

硬仗准备。” 

9 月 5 日凌晨，东方渐渐现出鱼肚白，不一会，红彤彤的太阳升

起快一竿子高了，可是还不见敌人的动静，战士们确实有点着急。十

九团首长们站在兴道村东北一块高地上挖的掩体里，居高临下观察着

鬼子的行动。一直等到八点多钟，500 多个鬼子和 100 余名伪军方才

出了兴道村，像一条毒蛇在公路上爬行。当敌人进入我军伏击圈后，

一声军号响，全团所有轻重机枪从东西两侧山头射向敌群，鬼子横七

竖八地倒在河滩上，受伤的鬼哭狼嚎，没伤的四处乱窜。我四连战士

像一群猛虎，猛冲猛打，首先缴获了敌人驮在马上的几门大炮。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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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长“二百五”借宝剑口的地埂和高粱掩护，组织了 30 多个鬼子，

用两挺歪把子机枪向我军扫射，企图反扑。我三营长命令集中火力压

制，七连四班长率全班战士匍匐前进，用手榴弹把敌人机枪炸哑，并

将日军中队长“二百五”当场炸死在宝剑口地埂之下。四连长高喊：

“同志们，跟我冲！”率战士们冲入高粱地。四班长紧跟在四连长身

旁，一气拼倒 6 个鬼子。鬼子见四班长厉害，三个人拼他一个人。四

班长突刺倒前面的鬼子，又斜刺倒左边的，右面的鬼子想跑，也被他

一枪打倒。这时，四连长身负重伤，两个鬼子前后夹攻他，四连长将

刺刀插入前面鬼子的肚子尚未拔出，后面的鬼子一刀刺中他的后心，

四连长当场壮烈牺牲了。四班长一枪击毙了捅死连长的鬼子，高喊着；

“同志们，为四连长报仇哇！”率战士们杀出高粱地，又冲进一片谷

地，身后横七竖八留下了几十具日本强盗的尸首。 

在一营阵地上，枪声杀声混成一片，向盂城逃窜的敌人被切断退

路，像一群疯狗绝望地进行垂死挣扎，整个兴道村南的河滩到处是喊

杀声和刀枪撞击声。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日伪军 600多人，缴获迫击炮 5 门，

山炮 5 门，轻重机枪 20 挺，三八步枪 300 余支，生俘日军 6 人，军

妓 4人，战马 14匹，还有很多军需品。 

附近村里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到兴道村南河滩上帮助打扫战场，

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震动了龙华河和四周耸入云霄的巍巍群山。

周围村子里的男女老少有的带着鸡蛋，有的带着猪肉，有的带着白面，

大家纷纷把慰劳品交给十九团指战员。人民群众还编了《压鼓子》赞

颂我十九团指战员的英雄事迹，歌词是：八月里高粱红谷子正黄，日

本鬼子出发带着密探。反“扫荡”调动了百团大战，兴道村布下了天

罗地网。八路军把鬼子围在中间，机关枪、手榴弹动地惊天。死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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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满了兴道河滩，“二百五”炸死在宝剑口前。菊花马（“二百五”

中队长的坐骑）就拴在黍地边上，八路军骑上它积极肯干，一下子骑

到了上扑头村前，看看咱十九团英雄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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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铲除“红枪会”扫清障碍 

1941 年，刘桂云同志担任了十九团团长。当年秋，日军疯狂

“大扫荡”后，派其第四独立混成旅团 3000 多人，伪军 2000 余人，

再次占领了盂县和寿阳县。鬼子为实现其“以华治华”的阴谋，不惜

重金、不择手段，大肆收买“红枪会”上层头目充当汉奸，进行反动

宣传，抓捕、杀害我抗日干部、民兵和八路军伤病员，盂县的抗日工

作一度遭到严重破坏。 

1942 年，我第二军分区进行“反蚕食”斗争已经势在必行。分

化、瓦解“红枪会”组织，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夺过来，断敌一肢，就

成为十九团面临的一件首要任务。 

盂县的“红枪会”由天津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受盂县城特务

机关直接领导，由甘河村“红枪会”总坛统一指挥，主要活动在土塔、

盂北、紫牛庄、獐儿坪、牛村、井沟、交口、石旧都、东会里、七里

峪、仙人、山北、西峪、清风岭、大小河北一带。鬼子唆使“红枪会”

头目，一面利用宗教迷信欺骗群众，说什么加入了“红枪会”就能刀

枪不入；一面散布谎言，说入了“红枪会”，可以“不当兵”、“不

纳粮”。他们把战争的痛苦归罪于抗日，以此挑拨离间人民群众和共

产党、八路军的关系。为愚弄群众，鬼子用机枪打出教练弹，对“红

枪会”大小头目进行所谓“测试”，不少老百姓真以为这些人“刀枪

不入”，对“红枪会”达到了信服的程度。“红枪会”裹挟群众，相

互串联，一村闹事，四方哄起，气焰十分嚣张，竟然以挖眼、割舌、

剁手、活埋的残忍手段杀害我方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我十九团

先后派侦察连和三连到“红枪会”活动厉害的村去宣传抗日道理，反

遭到成百上千手拿棍棒、砍刀、胸前画符的“红枪会”道徒围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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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红枪会中大部分是受蒙蔽胁迫的群众，我十九团战士坚决执行上

级指示，决不伤害群众，在朝天鸣枪警告后主动撤回驻地。 

为了彻底解决“红枪会”问题，我十九团于 1942年 4、5 月份，

奉命进入盂县东部地区，在对“红枪会”展开政治攻势的同时，采用

军事打击加以配合，一定要彻底铲除“红枪会”这一毒瘤。十九团首

长决定，首先重点打击“红枪会”活动最为严重的土塔、牛村等地。 

在与土塔“红枪会”作战中，各连均选出特等射手，专打大小头

目，随着清脆的枪声，一枪一个，“红枪会”众头目纷纷倒毙。群众

看到这些家伙并非“修炼到家，刀枪不入”，才知上了大当。在解决

牛村“红枪会”问题时，抓住了一个坛主，这家伙罪恶累累，顽固不

化。为教育群众，扩大宣传，盂县政府在东麻河驿村召开了军民大会，

有附近十几个村群众参加。部队首长在历数“红枪会”罪行之后，让

牛村“红枪会”这个坛主先做好准备，只见他袒胸露乳，又是蹬腿，

又是鼓肚，把大胡子撅得老高，当他点头承认运好气时，我战士才开

了枪，结果一枪毙命。经过不同地点试验后，群众看到“红枪会”的

头目都是肉体凡胎，所谓“刀枪不入”全是骗人的鬼话，于是受蒙骗

的群众如梦初醒，恍然大悟。 

1942 年农历腊月十九日夜，我十九团在东乡各村民兵配合之下，

一举捣毁了仙人、土塔、盂北、獐儿坪、紫牛庄等村“红枪会”的

“文武坛”，活捉了道首十余人，其余各村“红枪会”组织纷纷解体，

不少群众自动将头目送交抗日政府，为盂县抗日工作清除了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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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厉兵秣马开辟盂寿根据地 

1942 年 9 月 16 日，十九团受命正式开赴盂寿地区。这时，盂寿

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所到之处，碉堡林立，公路成网，汉

奸猖獗，几乎村村都有鬼子的情报员。而且，村村有狗，我军夜间行

动，讨厌的狗一叫，汉奸闻声即报，鬼子配有汽车和摩托，在很短时

间便能集中兵力，疯狂扑来。我十九团指战员刚进驻盂寿地区，鬼子、

汉奸便惊恐万状，把我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图趁我军立足未稳之

际，先给来一个下马威。鬼子调集重兵，到处寻找十九团主力，要进

行一次决战。我军面临着各种困难的严峻考验。一是群众尚未充分发

动起来；二是党的地方组织工作尚未恢复；三是地形、地物不熟悉；

四是情报不灵，敌情不明，只有依靠派侦察员去侦察了解敌情和加强

警戒来对付敌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拉响手榴弹发出信号，通知

部队迅速转移。一夜之间，往往要转换两三个宿营地。军区首长明确

指示：既要避免同日军正面决战，又要在当地坚持斗争，争取很快变

被动为主动。这样，敌我之间便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合围清剿和反

清剿的大较量。 

1942 年 9 月 26 日夜，十九团来到宿营地大小峪，四连即刻派出

一个班在小峪山上担任警戒。午夜两点来钟，接到侦察员传来的情报，

寿阳城内的鬼子大批涌向宗艾据点。团首长判断，敌人可能要对我军

进行大规模合围，决定迅速转移，并让通讯员通知小峪山上的警戒班

立即撤回。由于天黑路不熟悉，未能及时赶到。这时，2000 多日军

分别由盂县城、西烟镇、东郭湫、寿阳、宗艾等处出发，从北、西北、

南三个方位向十九团合围过来。团主力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可是四

连担任警戒的一个班却陷入了重围，9 位指战员浴血奋战，6 勇士壮

烈牺牲，3同志伤重被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