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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祥

家乡如东近10多年出版了不少史志书籍，但记述如东

战时党的交通的内容甚少，更无全面系统记载这段可贵历

史的专著。曾在如东党的交通战线上坚持斗争的老同志，企

盼着这类著作的问世。现在，如东县邮电局在县内外老交通

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编纂成功《如

东战时党的交通史》，丰富了如东史志的内容，实现了老同

志的夙愿。这是告慰前人、有利当代、惠及千秋的一件善举，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成果。

如东是革命老区，党的交通工作有较长的历史。如东地

区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就有共产党人在从事革命活

动，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是中共江北特委的驻地。抗日战

争时期的四分区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九分区党政军领导

机关也长期驻节于此。随着根据地党组织的逐步壮大，党的

交通工作也相应发展。1941年，建立了如皋(东)县．交通局，

专门负责传递机要文件，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的交

工战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逐步形成为一支忠诚机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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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著的交工队伍，保证’了上下左右的信息联系，畅通无阻，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

先后有钱绍兰、倪行才、王春发等18名交工人员为保守党

的机密而英勇献身。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如东战时党的交通史》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如东县党

的交通工作人员勇挑重担、百折不回、克尽职守的战斗风

姿，记载了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民族的解放、祖国的独立所作

的无私奉献，讴歌了他们“人在文件在，人在线(交通线)不

断，头可断，血可流，党的事业不能丢”的高尚情操。这部书

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对于发扬老交通的光荣传统、培育邮

电战线“四有”新人，促进现代化邮电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

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

如东交工人员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用自己的汗水

和热血，为完成党的交通任务谱写了壮丽的历史篇章。我相

信，如东邮电战线的广大职工一定会继承先辈优良传统，团

结拼搏，奋勇争先，加速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进程，铸造辉煌的今天和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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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东县邮电局委员会书记 周庆如

如东县邮电局局长 周明仁

《如东战时党的交通史》一书，在当事人的热心参与下，

先后三易其稿，终手面世。这是“两战’’时期如东地下交通工

作的真实缩影，也是广大交工人员风餐露宿、抛头颅、洒热

血的一部壮丽史诗。再现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对于我们继

承老前辈的优良传统，发扬革命精神，教育培养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加快我局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建设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东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县。抗日战争时

期的苏中四地委、四专署、四分区的指挥机关及锯放战争时

期的华中九地委、九专署、九分区的指挥机关都曾设在如东

县苴镇一带，是苏中与苏北相联系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早在1941年5月就建立了如皋县交通局，并且逐

渐发展壮大，由原来的七八人逐渐形成了南北、东西相连；

支干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保证了战时文件、命令、情

报、人员的传递和护送，铸成了钢铁交通线。先后有18名优

秀儿女在“两战”时期为保守党的机密而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历史壮歌J

地处黄海之滨的如东是革命老区，由于历史和地理条



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曾一度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邮电通信事业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在“统筹规划，条块结

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指引下，形成了国家、地方、

企业、个人一起上的新格局，使邮电通信事业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新气象。截止1994年，我局固定资产达8905。2万元，

邮电业务总量达4221．47万元。在传统业务快速发展的基

础上，邮政储蓄、邮政快件、特快专递、移动通信等新业务蓬

勃发展。为了适应社会需求，从1991年起，先后引进数字程

控交换机50000余门，全县实现了电话自动化。出局长途数

字电路达960条，通信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县话机普及

率达到每百人2．25部，1992年跨入了全国邮电百强县行

列。邮电事业的飞速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

求，而且对改善投资环境、振兴如东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

今天的人民邮电是当年党的交通工作的继续和延伸。

再现这段历史，并非出自于单纯的思古之情，而是要求我们

发扬老交通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战争年代，党

的交工人员出生入死，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今天市场经

济体制下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取向等教育的不可多

得的历史教材。是全体邮电职工必须珍惜和发扬的宝贵精

神财富。我们只有在邮电战线上，奋发图强，谱写邮电发展

的新篇章，才能告慰英灵，无愧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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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在远古时代是大陆附近的浅海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块

卵形沙洲。其后，泥沙不断淤积，逐渐接涨大陆。东晋义熙七年(公元

四一一年)设置如皋县，县城以东地域为其东乡。经历一千五百三十

年，直至公元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抗日，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

将如皋县一分为二，自白蒲经丁埝至柴湾的运盐河一线以西为如西

县，以东为如皋县。1945年9月，如皋城解放，如西县人民政府进城

办公，复名如皋县，而如皋县城以东地区易名为如东县(为尊重历史，

1945年9月以前仍称如皋县)。

如皋县的党内交通工作开始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1926年9

月，中共党员王盈朝受中共江浙区委的派遣，到如皋县开展农民运

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传播革命种子，筹建党的组织，点燃

了如皋县的革命火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镇

压革命力量，党的力量受到削弱，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活动一直没

有停止过。不久，如皋县的下漫灶、江家园一带建立了红色武装小组。

1930年4月，我党在如皋成立了红十四军，为取得上下级联系，’

红十四军在上海设立了交通办事处，各县也设立了联络点和交通人

员，张庭谱在南通二寓、北兴桥一带找到了红十四军一支队二大队负

责人陈宗恒、冯步洲并取得了联系、商定在南通县与如皋县交界处的

洋岸一带建立联络点，以洋岸赤卫队小队长庄扣的家为联系点，相互

联系，相互配合，开展武装斗争。但由于当时党组织执行了“左倾”机

会主义路线。1930年8月25日，红十四军二大队受挫离散，陈宗恒、

冯步洲英勇牺牲。1933年4月30日，县委书记鲁连夫与其它9位同

志因坏人告密遭300多个敌人围攻，7人牺牲，2人被俘，致使中共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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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县委被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党的活动暂时停止，

交通工作也同时停止。
’

一、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交通

(1940年10月--1945年8月)

(一)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交通机构的建立和演变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如皋县东乡人民的抗日救

亡热情十分高涨。1938年8月，一些共产党人及进步青年以各种合

法身份重新建立秘密联络点和组织交通人员。起初党内交通是分散

的，有任务就抽派人员完成，执行交通任务的往往是警卫人员或炊事

员等。随着形势的发展，机关从城镇转入农村，便开始设立联络点，遇

事找联络点联系。赵毓华同志在陈家酒店开了一爿“公兴小百货商

店”，以商店为掩护，负责苏北特委和上级机关以及通如、海启党组织

的联络工作。各县党组织也都秘密地建立了联络点，这些秘密联络点

的出现和形成，为苏北地区党的交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0年10月，新四军挥师东进，建立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同年

12月，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派马一愚在东台建立了苏北交通总局，

负责至各中心县委的通信联系。1941年2月，日军向苏北进行大扫

荡，一些城镇相继沦陷，根据地被分割封锁，我党政军机关转入农村。

3月，实行小省制，建立苏中区。苏北交通总局改称苏中交通总局，下

设东、西、中3个中心局，如皋县属东线中心局。同年7月，撤消了3

个中心局，改设交通分局，如皋县属苏中第四分局领导。

·2·



抗日战争时期如皋县境内交通组织演变关系图

干线系统 支线系统 ． 苏中交通总局

直属系统



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1941年5月，苏中交通总局随苏中区党

委在如中地区活动，随后在汤园和蔡家楼建立直属的交通站。1941

年7月，苏中交通总局设立第一分局。1941年冬，又改称苏中交通总

站第一分站。当时只有第L分站是不按地区建立的，而是一个直属单

位，负责管辖苏中区党委活动中心区，即泰东的东南部(现属东台)和

如皋的东北部(现如东的西北部)地区7—8个干线站。

：为加强与苏中区党委和地委的联系，1941年5月，在如皋县委

组织部长马世和的具体领导下，经反复考验，挑选了丰利镇的共产党

员成松泉和张大梁(张争)等同志，组成了如皋县交通局，成松泉任局’

长，张大梁为收发和交通员。交通局设在丰利镇北街吴家祠内，当时

共有7—8人负责县委与区委的联系。从那时开始，如皋县有了专门

的交通机构和专职的交通人员。

如皋县是四地委机关的所在地，是苏中前哨阵地，又是苏中与苏

北联系的咽喉要道，干线交通十分重要。1941年7月，因斗争形势发

生变化，干线交通组织进行整顿，将中心局改为所在分区的交通分

局，四分区交通分局辖如皋、南通、海启三个交通局(只负责干线交

通)。

i941年冬，苏中交通分局改称交通总站，交通分局改称交通分

站，如皋、南通、海启交通局改为线组，同时成立如皋东南线组(于文

夫任组长)，设在兵房六贯的一个地主家里。1942年5月，撤消如皋

东南线组。1942年秋，苏中区党委离开如中地区，交通第一分站被撤

销，随后成立如中交通站(站长洪德泽)，属第四交通分站领导。11

月，又建立如皋县交通支站，支站长江涛(孙承文)，副支站长于文富

(李玉成)。
。

1942年底，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反“清乡”斗争的需要，上级党组

织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四地委交通工作委员会作出改进四分区

交通工作的决议，提出组织网形交通。1943年3月，如皋县境内的支

干线组织合并。如中交通支站也并入如皋县交通支站。经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筹措，先后设立了掘东、城东、掘马北、掘马南、汤园等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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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组。在全地区率先形成网形交通。详见“抗日战争时期如皋县境

内交通组织演变关系图”。
～

(二)县交通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交通组织成立初期，由于如皋县境内既有干线系统，又有支线系

统，不能实行统一领导，随着对敌斗争的不断深入，日伪“清乡”即将

开始，为进一步加强党对交通工作的领导，苏中区党委于1942年9

月设置交通工作委员会。11月，在四地委交通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

成立四地委交通工作委员会。支线在党的领导下成立支线支部，由县

委机关支部领导。干线在县境内单独建立支部。反“清乡”以后，县委

组织部设交通科，交通系统成立党的总支部。

1944年7月，处于敌人“高度清乡”中的四地委交委会决定各县

县委成立县委交通工作委员会。8月，中共如皋县委交通工作委员会

成立。于文夫任书记，胡明俊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全县交通工作，区交

通工作同时受区委领导。各级党委在政治上、组织生活上实行领导，

经济供给和经济制度上对各级交通组织严格检查、督促、指导。支站、

区站对各自的收发制度的建立、收发关系的指定、收发时间的衔接、

交通工作的奖励以及经济制度等实行行政领导，同时实行党的领导，

使交通站(组)处于双重领导之下，克服过去工作中两不管的现象，加

强了党对交通工作的组织领导。县委交通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为取得

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工作

1943年1月1日，日伪“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筹备处”成立，

着手拟定《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工作总纲》，确定“清乡”的具体范围

是：西面从天生港起沿通扬运河到丁堰；北面从丁堰起沿串场河到掘

港；东面延至南坎，直抵黄海岸；南面以长江为界，包括南通、海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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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县及如皋县的一部分，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人口逾270万。为

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如皋县交通支站在县委和上级交通部

门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苏中区党委有关反“清乡”斗争的指示和苏中

区党委交委会关于改进党的交通工作的决议，全面部署反“清乡”斗

争中的交通工作。
‘

实行精兵简政，取消支干区分为使交通组织更加严密，交通人

员更加精干，遵照苏中区党委及且委的指示，实行精兵简政，转移隐

蔽了一些体弱多病以及一些不能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干部和交通

员，清理了个别思想不坚定的人员。由于干线人员外来干部多，在干

线上来往容易暴露，就动员他们回主力部队或改做其它工作，全部换

上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员，以便坚持斗争。通过精兵简政，全县交通人

员由118人减少到94人。根据各站担负的任务，配备必要的人员，在

数量上既要满足需要，又要精干，尤其重视政治质量和健康条件。一

般的中心组配备组长、收发各1人，区交通站配备站长1人，确定文

化较高的交通员协助收发。反“清乡”地区两侧有的地方设联络点。各

工作组交通员根据需要由县支站核定，由工作组报区委审核。为了保

证交通组织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使交通线路形成东西南北互相交

织的网型交通及多路交通。1943年3月，如皋县交通组织实行支干

线合并，成立苏中四分站如皋支站，四分站副站长汪洋兼如皋县支站

站长，于文夫任副支站长兼掘马北中心组组长，他们领导和指挥如皋

县的交通工作。 ．

‘

建立秘密交通，应付意外情况“乙种交通”就是秘密交通。它是

为了应付意外情况、避免暴露目标而组织的一种不公开的交通组织。

1942年11月19日，中共四地委交委会召开会议，对全区建立秘密

交通作出决议。如皋县“乙种交通”于1943年初建立，站长洪德泽，受

县支站领导。“乙种交通”的交通员全以“灰色”面目出现，以便安全隐

蔽。一旦公开的革命组织暴露或撤离，秘密的交通组织仍坚持工作。

“乙交”线路设妥后，站、点负责人经相关区委选定后，介绍给县“乙

交”负责人，保持单线联系。为了避免暴露，均采取“见物不见人”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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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即定期联系时，写一张事先约好内容的纸条，放置在固定的

小建筑物内，如“土地庙”等。如按时验收，则表示站间贯通无误，可以

信赖。“乙交”负责人有时化装为生意人，流动在外作“乙交”线的检查

和对．：‘乙交”人员进行教育。从事“乙交”的人员虽不多，但工作十分重

要。由于敌伪“清乡”惨遭失败，根据地日益巩固，交通工作有“网交”

组织和“人交”的辅助，足以担起根据地的交通任务，“乙种交通”建立

后并没有实际完成过任务，只是试运行过几次，1944年底“乙种交

通”组织就撤销了。
’

、
1

(四)反“清乡”斗争中的交通工作
‘

、

： 一 。

’

1943年4月，日伪开始对苏中四分区进行大规模“清乡”、实施

严密的军事封锁。从江南运来4—5百万根毛竹，从长江边的天生港

向北经白蒲、林梓至丁埝，再折向东经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南坎直

至黄海之滨的鲍家坝，沿着公路与河道构筑了1百多公里长的封锁

篱笆，并且在长江沿线及一部分海滨地带也筑起了一道篱笆。这样，

敌人对苏中四分区构成了长达2百多公里的“清乡”包围圈，如皋县

串场河以南的汤园、掘马南、掘东等地被划为“清乡区”，串场河以北

被划为“扫荡”区。日伪在如皋境内的封锁线上设立大小据点25处之

多，日夜巡逻，同时还在封锁线上的集镇设置大检问所10所，严密盘

查来往行人。日伪构造的这一所谓“强固”封锁线确实造成了日伪“清

乡”区内外抗日军民交通联络的困难，阻碍了我交通线路特别是南北

交通的畅通。日伪在对掘丁公路沿线加强军事封锁的同时，建立了

伪“如安特别区”和“如丰特别区”，派出大批日伪军控制在丰利、小洋

口、二十二总、拼茶、浒浮、滩河口、沿口、居家湾、范家堑直至丁家所

一线，一方面加强对沿海地区的封锁，一方面对掘马北、双岔北和浮

丰地区构成一个大包围圈。为了摧毁日伪严密的水陆封锁和“清乡，

全县党的交通工作人员与广大抗日军民一道开展了历时1年零7个

月的反“清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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