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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军 周芹 星级记者 俞宝强/文 程兆/图

曾经，他们年少青春，战场奋勇杀敌；如今，他们沟壑纵横，面孔写满沧桑。
但只要回忆起曾经的枪林岁月，穿上军装，戴上军功章，“老兵们”会迅速挺直佝偻的脊梁，将右手举过头顶，向人民敬礼，向

岁月敬礼，也是向自己敬礼……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进三位“合肥老兵”的家里，听他们讲述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张云逸：
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张云逸（1892-1974），海南文昌县

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加入

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

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9 年参与

领导百色起义。1931年率部进入湘赣苏

区，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后从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组建江北游击纵

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云逸参与

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

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

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

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

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

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 年 5

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兼任指

挥和中共前委书记。12 月下旬，日军由

南京、蚌埠等地出动 2000 余人，向津浦

路西周家岗、大马厂等地“扫荡”，驻古河

的国民党军队闻风逃窜。他和徐海东、

罗炳辉等指挥部队采取“诱敌深入”、“敌

退我进，敌守我攻”的战术，在周家岗、玉

屏山、陈郢后山等地与“扫荡”的日军进

行了 3 天激烈的战斗，毙伤日军 160 余

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扫荡”，并乘

胜恢复了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从

此，我军威震皖东，树立和扩大了在群众

中的威信和影响，为创建巩固的皖东根

据地奠定了基础。

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

1940 年 9 月，他指挥第四、第五支

队主力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 65 次，

毙伤日伪军 600 余人，取得了夏季反“扫

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皖东抗日根

据地。

皖南事变后，张云逸任新四军副军

长兼第二师师长，直接领导第二师同日

伪军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

行 斗 争 ，同 时 注 重 加 强 根 据 地 建 设 。

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主

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他于 1944 年 7 月部署第四师主力西

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

同年冬，又部署第一师一部渡江南下，开

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

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

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为创建和巩固华

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建

立了重要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历任中南行

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副 书 记 等 职 。 1955 年 被 授 予 大 将 军

衔。1989 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 33 位军

事家之一。

钱海峰 吴人迪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张翻身，1928年出生于山西运城闻喜县的一个小山村，一生荣获过

四次特等功、一次二等功。

对于“七七事变”，当年只有9岁的张翻身，心中同样有着抹不去的

记忆。“当时进城的时候，城门口有日本兵站岗，如果想进城，就要先给

他们低头敬礼，然后才让你进去，进去后还得给他们低头敬礼……”面对

日军曾经的种种恶行，张老愤慨地说道。

张老直到 16 岁那年才正式参加了八路军，上山打起了游击。张老

对记者说，“那是 1945 年 8 月 10 日，八路军地下党的一个区长，秘密地

把我们村里 7 个要饭的和长工召集起来开会，号召我们参加八路军，那

时候，只知道当兵之后有饭吃、有衣穿，还能学文化，我们便积极地参加

了，结果上午参军，下午就上战场打仗了。”

开始跟随部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回忆战争年代，张翻身说，与敌

人相比，当时的八路军装备简陋，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但是艰苦的

条件并没有挫伤战士们的斗志，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信念始终激励着战

士们。“我们的装备虽然很差，但是战士的士气都很高，一说日本人来

了，大家就特别有精神，个个争着往前冲……”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

张老回忆道。

上午参军，下午就上战场投入战斗
听合肥老兵讲述不能忘却的历史

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赵畴海老人家里，如今老人耳

朵有些听不清了，对话需要手写，或者老伴传达。但知道记者来意后，对

于那段历史，他有“说不完”的故事……

关家垴战斗，是抗日战争中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进行的一次最大的

进攻战役，对阵敌人就是臭名昭著的日军冈崎大队。

“1940 年 10 月 30 日，冈崎大队被我们团包围。经过一天的对决，

黄昏时刻，总攻开始了。首长将从北面主攻关家垴的任务，交给了我所

在的二营，接受任务后，营部决定用八连作为突击连，而我此时，正是八

连中的一员。下午五时，总攻开始了……在炮火的有力掩护下，八连连

续攻下了三个土坎，但当往第四个土坎接近时，却被敌人的九二式重机

枪压制得抬不起头来。为了消灭这挺机枪，连长王恒忠提着手榴弹，带

着一个组侧面摸上去，谁知刚一登上土坎，就被敌人发现了，一排子弹扫

了过来，连长牺牲了……”老人说，战士们看到连长牺牲了，都气坏了，采

用了挖地道的方法，一直挖到敌人重机枪阵地附近，再一起猛冲上去，敌

人来不及调转枪口，就被刺刀戳死了。

前进的障碍扫清了，部队顺势攻上了关家垴。最后，冈崎大队 700

多人，被消灭了600多，要不是天黑不好找和援兵来得快，剩下的这些残

兵一个都跑不了。

合肥老兵赵畴海：

对阵臭名昭著的冈崎大队获全胜

今年 94 岁高龄的赵畴海，在 1939 年，也就是年仅 17 岁的

时候，去了太行山，找到了“主力”部队，从此，当了一名通讯

员，并在参军第二年，参与了“百团大战”中著名的“关家垴战

斗”……70 多年过去了，赵畴海每天还会在家，看看当年的一

些“作战图”，于他而言，这是一种习惯。

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见到了这位90岁的“老战士”。说

起那段历史，老人不时地擦拭眼泪。

在王明珍的额头上，如今可以清晰地看见一处伤疤。而这块“显而

易见”的疤痕，是王明珍最为惊险的一次，也是他自己认为几次生死劫中

最接近“死神”的一次。

时间回到 1945 年 4 月，在一次围剿战中，王明珍所在部队，将由好

几百人组成的日本作战小分队，赶至一家农户大院。

那时，由于子弹紧缺，不可以随意开枪，只要枪响，打不到鬼子，都

会被连长教训。

“所以冲锋号一吹，我们全部上刺刀，进入大院。当时，我就看见日

军的小队长负伤了，立马冲上去，对他说：‘缴枪不杀’。看他没有反抗

的意思，我就上前收缴枪支。谁知道小队长迅速拔出指挥刀，向我砍来，

我躲闪还算迅速，就那样，他的刀尖还是刺到了我的额头，流出血来，我

当时非常气愤，一刀刺穿他的心脏……”

战争结束后，王明珍入学合肥炮兵学院（现陆军军官学院），退休

后也一直生活在合肥，如今已 90 岁的他，每天还会想起“枪林弹雨”的

日子……

合肥老兵王明珍：

一刀刺穿日军小队长的心脏

1936 年，年仅 11 岁的王明珍，便开始跟随部队打游击。

1943 年 3 月，王明珍与家人不辞而别，又到了河北参加游击

队。17 岁的他，在队里还是个“娃娃兵”，每天呆在敌占区，对

敌人进行干扰。

合肥老兵张翻身：

上午参军，下午就开始战斗

一位朴实干练、思路敏捷的老同志，一个不怕流血牺牲、冲

锋陷阵的革命战士，这是老共产党员张翻身给人留下的深刻印

象。日前，记者来到蜀山区丁香社区汽修小区，采访了87岁高

龄的抗日老战士，听他讲述那段让我们永远难忘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