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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拾零·

接应解放军过江

毛和贵

一。 1945年秋，新四军撤出皖南，我和王文石，壬安葆等同

． 志，留在繁昌坚持游击战争，并先后任江边武工队负责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南繁芜总队参谋。1948年7月
。

底，我完成了带领陈洪同志所率的南下干部队渡江深入皖南

地区任务后，又被派到繁昌沿江一带坚持斗争。当时，国民

党区i乡、保，保安队，特务队、中心组，气焰嚣张，要粮
。

要税，敲榨勒索，抓兵拉佚，逼人自首，一片白色恐怖。我

活动于大磕山一带，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白天隐蔽，

晚上开展活动，联络地下党员和可靠群众，发展武装力量，

粉碎敌人的残酷清剿o

1949年春天，为了接应大军渡江，我们按南繁芜工委的

繁 布置，重点抓紧收集敌人江防情报，筹集渡江大军的粮食，

■ 为渡江大军带路。

。： 、 当时，国民党88军在沿江驻了两个师的兵力，逼迫沿江

的老百姓给其修工事，缺材料就拆民房、砍树木。每隔几里

路就构筑一个碉堡，四周布满了土堡，沟壕、铁丝网，梅花

i 桩和地雷。为了弄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对原有的联络组，情

报组进行了充实调整，在荻港，旧县(新港)，高安等地设

下耳目。这些同志都千方百计地冒着生命危险将敌军驻防工

≯、囊，，



事、兵力部署、武器配备情况搞清，然后利用进山砍柴．挑

竹器等由头将情报送给我游击队。有时我游击队员也亲自混

进民侠队里，以修工事为名，摸清敌人的兵力和武器情况。

4月17日，荻港镇地下党员姚家淑听到住在她家的敌军军官

在谈论调防事情，马上警觉到这是重大情报，她立即找了个

借口，奔到几里路外的一个山冲里，在磨子岭山头一个看山

棚里找到我，向我作了汇报。我史即布置各情报站注意，并

亲自下山到新港一带摸沿江守敌的情况。傍晚各地情报纷纷

汇集，证实了沿江敌人确实在调防，江边一片混乱，这正是

一个好战机。我们连夜将情报报告了工委和渡江先遣大队负

责人亚冰、慕思荣同志。他们又派出侦察人员核实敌军调防

后的兵力部署，通过电台将此情况报告江北前线指挥部，为

中路大军渡江提供了重要情报。

与此同时，我们又秘密地做敌乡、保长的工作，并配合

以必要的武力措施，为我军渡江筹集了千余担粮食和柴草、

布匹等物资。4月19日晚，我们得到了大军将于20日渡江的

消息。我立即布置了切断敌军联络，为大军带路等任务。地

下党员和游击队员都进入了各自的岗位。20日晚，渡江炮声

一响，我带领十余人剪掉了小磕山敌师部及附近的电话线，

游击队员们在板子矶烧了三个草棚、草堆为大军亮出信号。

当第一批指战员进入荻港镇后，我地下党员都站在街边为大

军带路，追击溃退的敌人。有的同志为此连续往返多次，直

到第二天早晨。

获港解放了。第二天，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们纷纷自动

出来帮助大军收缴敌军丢下的武器弹药，维护社会治安，组

织茶水站和民佚队，支持我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前挺进。

(毛晓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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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第二船

吴幼清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人民解放军第

2、第3野战军及4野一部，以百万之师，乘胜南进，饮马

长江，威慑江南，虎视钟山，拉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为实

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千里江防，以

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于3月31日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

施纲要》，作出东、中，西三路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其中

以第3野战军7、9两个兵团组成中集团。为了更有力地策

应东、西两个集团渡江和渡江后更有利于合围宁(南京)、

镇(镇江)地区南逃之国民党军并加以围歼，中集团比东，

西两个集团早一天渡江。4月20日夜，中集团首先在裕溪口

至枞阳段发起进攻。
、

4月20日19时20分，中集团所属第9兵团27军79师235团

开始从江北的沟渠里拖出隐蔽的船只，翻坝入江。该团是赫

赫有名的。济南第1团’，屡立战功。在这次渡江战役中，

指战员们都表示以实际行动，争当“渡江英雄”。因而在拖

船时，争先恐后，至20时15分该团已将大部分船只拖过了江

埂，舶于江畔。其中，l营3连已全部整装待发。该连每船

配置一个班，一个机枪组、6名船工及连排干部，计20余

人。大家都焦急地静侯开船的命令。此时，上级传令各部整

理好船只， 。听令开船。．1营通迅员却传错了口令，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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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突击队的向导——王刚有

古今

王刚有同志家住繁吕县保定乡长江之滨的新胜村，早年

因家庭贫困，曾在当地帮一个船老板家撑大船。抗日战争时

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活动。1945年，新四军北

．撤以后，他在家种地，不堪国民党的迫害。1948年冬天，他

闻知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的胜利消息后，就组织了20多个青

年农民．准备接应解放军渡江。1949年2月，解放军已经兵

临长江北岸，他即注意观察国民党江防守军的部署和工事构

筑，了解他们扼守江防的一切情况。在渡江战役前半个月，

他卖掉家里的一担谷子，同五个青年农民一起避开敌人的严

密封锁，偷渡到长江北岸，找到了解放军，向解放军介绍了

江南的敌情动态，地理环境，群众盼望解放的心愿。并自告

奋勇地要求为渡江大军作向导。他的请求，得到解放军领导

的批准。渡江作战的那天晚上，他随中路解放军某团突击队

登上了帆船，沉着而又兴奋地向营长保证： 。只要有我在，

，一定把部队带过长江，还要带着部队向前发展”。

帆船开动了，营长让他到舱底的掩体里去，他辞谢了营

长的关心，说你们对江上情况不熟悉，会迷失方向。说罢他

挺身站在舱里，指引船只行进。当帆船距离南岸200米时，

敌人的3挺机枪凶猛地向他们的船只开火。在这个紧急关

头，只有把船只迅速划到岸边，才能减少伤亡。这时，王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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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志英勇地纵身一跃，跳上舱面，拿过船工的篙子撑起

来。通讯员怕他被炮火射中，便跑上去夺他的篙子，说：

“危险，你快下舱去”。他紧握住篙子，边撑边说： “好多

年就盼望着我们的队伍，现在来了，我死了也不怨!”这时

他沉着地挥动着手中的大篙，使劲地撑着，汗从头流到脚，

浸透了全身的衣服。由于全船战士划的划，撑的撑，船加快

了速度，飞也似的到达了岸边。突击队迅速登陆，国民党军

队败退了，他领着突击队搜索敌人的每一座明碉暗堡。当到

达一百步、窑头等村庄时，他在村民们的门口喊道： “我是

王刚有，你们盼望的解放军来啦l”群众见了解放军都欢天

喜地。部队会合后，他向指挥员汇报说： “前面是横山桥，

那里是国民党88军一个团部的驻地，这里地形我熟。“说罢

他又领着部队向敌人防地的纵深处穿插了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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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渡江战役之夜

张求鉴口述 古今整理

我家住在繁昌县保定乡团洲村夏湖的长江大堤上。抗日

战争时期，家乡来了新四军，我当过民兵，担任过交通联络

员，递步哨哨长。1945年，新四军奉命北撤后，我仍然住在

原处种地。直到1948年7月的某天，解放军先遣纵队干部大

队陈洪，陈木寿等同志率队从此过江，7来到江南·我曾带

路，将这支队伍送到矶头山。 ．

’

1949年春天，我们这里驻满了国民党88军的部队，江边

上拉起了铁丝网，江滩上挖了守长江防线壕沟，江堤上筑有

地堡和碉堡。并且日夜巡逻严防。4月20日晚，长江北岸，

解放军的炮声终于响了。地声一响，我们这一带的老人、小
孩、妇女，大多数都离家到稍远的地方去躲避炮火，也有的

躲进事先挖好的地洞。我家的人也走了，我留着看家。这时

炮越打越猛烈，不一会，国民党军队开始逃跑了。一个姓李

的排长住在我家，他说： “共产党打过江来，我就要当共产

党的兵了!”可见国民党军队里也有人不愿再抵抗了。临撤

退时，邻近的国民党部队点火烧掉许多民房，天上又飘着许

多照明弹，飞舞着红绿信号弹，把沿江一带照得如同自昼。

大约晚上十点钟左右，解放军登陆了，他们从江边壁陡的岸

边靠梯子爬上来，剪断铁丝网，跨过壕沟，杀声震天，向敌

人阵地冲去二他们身穿灰军装，头带钢盔，左臂戴着白色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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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个个手持上着刺刀的钢枪，身背子弹袋。当他们进入敌

人阵地时，敌人多数逃跑了，也有没来得及逃走的就缴械投

降了。当时俘掳兵、枪枝弹药、军用物资遍地司见。 ．

解放军占领阵地以后，我走出躲藏的地洞，有一位姓甘

的连长(当时叫首长)要我替部队带路向横山桥进发。他笑

着拍着我的肩说： “同志，如果牺牲了，可以算烈士的。”

我不懂什么叫烈士2他又解释说： “如果打死了，解放军会

养你一家人的!”我也笑着说： “我当过递步哨哨长·门口

的路那儿不熟。?说着，便高高兴兴地走在部队的前面，抄

近路经过新圩来到焦湾。那时国民党88军曾在焦湾的河滩上

筑起了一道土坝。他们在逃跑前，还用玉米秸扎了二个假

人，穿着军衣，戴着军帽，用自纸做面孔，插在南焦湾河堤

的路边。晚上看去，完全象两个哨兵。解放军也不理这个，

很快跨过焦湾河，顺着南焦湾圩埂的里坡向横山急进。这时

东面的孙滩方向，仍有国民党军不断地向这边射击，长江沿

岸的枪声仍然很激烈。送到横山后，我便回来了。这是我送

的第一趟。当我回到家的时候，解放军仍源源不断地从江北

过来，我接着送第二趟。我因为刚走过一次，这条路的虚实

更了解，路也更熟，这趟速度更快。就这样来来去去地一直

送到天亮，共计送了八趟。最后一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

从江北带领解放军过江来的江化新同志，熟人见面，格外亲

热。叙谈了一阵之后，他随军走了，我便回到家里。跑了一

夜，身体是辛苦一点，司心里很高兴，家乡解放了，苦日子

熬到了尽头。送最后一趟时，解放军一位首长还给我写了一

张证明，后来交给了当地政府。不久'我就参加了工作。今

年我已79岁了，过着幸福而安乐的晚年生活。但每一想列替

解放军带路的事，还象眼前一样，感到非常自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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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塘湾战斗

汪先植 、

户
一

? 1948年秋，国民党282师调到江南，改编为106军，下属

281、282师驻守在保定沿江一线。282师于1949年2月7日光

荣起义，接着派来88军、20军两支部队。其部署是：头棚以
? +上为88军防地，从头棚起沿长江直至芜湖是国民党嫡系20军

所属部队。这个部队武器装备精良，纪律严，战斗力强。仅

驻头棚这支部队就有三门平射炮，安放在江坝埂上(现北站

至小洲头)。88军所属部队，武器装备也很好，但纪律不

严，战斗力与20军相比较逊。

4月20日下午8点钟左右，江北解放军的山炮、野战

炮、榴弹炮一齐向江南发射，轰击营防嘴，团洲，头棚、小
二 洲一线，声如雷鸣。南岸国民党江防部队发觉解放军要渡

‘． 江，于是就用猛烈的炮火向江北还击。这时江面上一片火

’{ 海。老百姓听到连续不断的炮声，知道是盼望已久的解放军

。‘ 要打过江来了，为躲避炮火，纷纷进入事先挖好的地下掩体

声 里。9时许，解放军由夏湖一带登陆。
’

驻守在头棚的国民党20军所属部队在解放军第一批渡江

： 的七条船开离北岸100米左右时，即用重机枪向江面扫射，

这七条船全被击中沉没，战士全部牺牲。由于江北发射的炮

火异常猛烈，20军所属部队抵挡不住，开始撤退到小江坝。

，凭借小江坝江堤构筑工事，向已登陆的解放军射击，继续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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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解放军也凭藉小江埂西侧作掩体，向坚守小江埂东侧的

20军射击。 两军相距不过几十米。激烈的战斗打了约20分

钟，仍相持不下，解放军发起多次冲锋，并展开了肉搏战。

遂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原野，喊杀声震天动

地。国民党20军伤亡惨重，有的还在血泊中呻呤，但顽固的

敌人仍坚守阵地作垂死的顽抗。这时解放军考虑到强攻硬

拼，会有很大伤亡的，于是坚守阵地隐蔽，待机进攻。这样

双方呈胶着状态，只有稀稀落落的枪炮声在继续着，一直到

21日零晨，20军仍坚守阵地负隅抵抗。解放军39炮兵团88炮

兵连这时已到达鸭棚村的“一块玉，，，迅速把大炮架在朱家

墩子上，向小江坝顽抗的敌军阵地猛轰。这股敌人原是利用

江埂作掩护，无坚固的工事，居于挨打的被动状态，难以固

守，只得顺着洋灯夹小江埂抢走死伤人员，仓惶败退到龙塘

湾。这支孤立无援的敌军，多次以电话，请求增援，但电话不

通。因为电话线早已被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割断了。敌人只好

在龙塘湾东边利用江埂作掩护，抢修简易工事，继续抵抗。

解放军进攻到龙塘湾以西地带，利用民房及小江埂作掩护抢

修工事。双方相距不过50米，相持不下。白天互相只有零星

的枪声射击。解放军不断地向敌人喊话： “你们不要为风雨

飘摇的蒋家王朝卖命了，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你们都

是穷苦人，被迫出来的，只要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我们优待

俘虏。”但敌人阵地毫无反映。傍晚双方枪声又起，越打越

激烈，解放军一挺重机枪架在李一品家地洞顶上，另一挺重

机枪架在徐家地洞顶上，对着龙塘湾东边敌军阵地猛烈射

击。这时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响成一锅粥，解放军

前扑后继，浴血奋战，顽强拼杀，但都被顽固的训练有素的

敌人猛烈的炮火压回来。 国民党20军所部死伤20多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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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退出阵地一步，解放军也有伤亡。 两边村民由于事先

挖了地洞，激战时都躲进地洞里，所以无一伤亡。这样激

战约l小时， 解放军停止进攻。炮声突然停止，敌人搞不

清解放军停止进攻的原因，在黑夜里个个睁大眼睛盯着解放

军阵地，还在盲目射击，以壮其魍。原来解放军为避免硬拼

的伤亡，全部撤出阵地，从敌人左侧迂回到小鳖壳(现江坝

村套沿)，一时轻重机枪，步枪突然向龙塘湾守敌射击，．敌

人听到枪声来自背后，退路将被切断，只好放弃龙塘湾阵地，

退到乌龙尾和套口小江埂一线，仓促构筑工事。这时国民

党的残兵败将如丧家之犬，为防止解放军乘天黑前来袭击，

、放火烧去套口江沿一线民房13家，一时烟火腾空，照红了半

边天，四外一片通亮。解放军突击部队追击到乌龙尾，又遇

到敌人的抵抗，双方激战约十分钟，解放军突击部队停止射

击，放弃正面进攻，迂回到敌人左侧，迅速穿插，包围，以

切断敌人到三山镇的退路。顽抗的敌军开始清醒过来，认识

到退路将被切断，连夜慌慌张张撤过小江，退守三山镇。

4月22日上午，芜湖的国民党部队知道解放军已经渡过

长江，于是向三山，横山增援，载运军队、弹药，一公路上的

军车一辆接一辆，三山周围的山头上布满了敌人，打算在三

山利用小江作屏障和解放军决一死战。岂知解放军实行大穿

插，大拦截，大包围，先头部队已避开芜湖深入到教人的大

后方，芜湖守敌已经成为瓮中之鳖。中午敌人临撤离三山逃

向芜湖时，还向保定套口打来3发炮弹，老百姓幽默地说：

“这是敌人放的挺尸屁。”这股敌人那知道它在芜湖的大本

，： 营，／早已被解放军端了锅，所有的人员均已成为俘虏，他们

；·1 帮去芜湖，不过为俘虏凑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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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在繁昌

察了解国民党

以备战时隐

责破坏公路桥

，破坏敌人的

江后负责带路

当向导，组织妇女烧开水送给解放军喝，以及筹集军粮，供

部队途中补给，做好大军渡江的接应工作。

1949年4月20日晚22时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27军237团

部队渡过长江，在高安乡高安村的六庄东面登陆后，即向西

攻占了陈家墩子、滕家社一带的敌军阵地。此时，一名解放

军叫王礼云(系高安村汪墩人)大声向当地老百姓喊： “乡

亲们不要怕， 是我们解放军来了}”大家听说解放军过来

了， 于是人人都从地洞里爬了出来，热情地迎接人民子弟

兵，有的送开水，有的送热饭，解放军高声地说： ?谢谢乡

亲们”1

21日早晨6点多钟，又过来一批解放军，急需向南进

发，但路线不熟，本村吴景荣老人要我当向导，我乐意接受

了这个光荣任务，领着解放军由滕家社前进。走到义合村的

汪家楼时，部队的侦察班逮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头戴大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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