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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务本把全部精力都投

入到巩固新生政权、抗洪救灾、为人民服务中去。

1955年9月，李务本担任治淮委员会总队副司令员。

1959年6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李务本担任安徽

省建筑工程厅副厅长。

凭着一股子拼劲，从军队到地方后，李务本拖着因

战7次负伤、被评定“二等甲级革命残废军人”的严重

伤残的身体，深入基层工地，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深

得尊敬。李务本致力于淮河水利工程建设和安徽省公

安司法工作、建筑建材事业，国防三线事业发展。

1955年，李务本率部远去河南、辽宁，修建信阳南湾水

库和抚顺大伙房水库，为急需建设资金的安徽积累了

资金。后来，李务本被派负责安徽很多工厂的筹建工

作，经常奔波于巢县、合肥、蚌埠之间，为工厂筹建夜以

继日地工作。

1979年1月22日，党和国家追认李务本为革命烈

士。遵照其生前遗愿，李务本烈士被安葬在湖南省平

江烈士陵园，这位久经考验的红军战士落叶归根回到

他英雄的红军故乡，而他不同寻常的革命英雄事迹至

今仍传唱于大江南北。 ■ 据《安徽画报》

“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7师师部决定让李务

本带一个排的武装重返皖南，在繁昌、南陵境内开展游

击战争，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李务本带领

的小股部队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让敌人闻风丧

胆。“父亲还当着敌人的面把他们的无线电台抱走

了。”李务本之子李亚平讲述了他从父亲战友那里听

到的传奇故事。有一回，李务本带领7名同志，在地

方同志的协助下，悄悄潜入有重兵把守的国民党繁

昌县政府驻地。一枪未打，他们就顺利地来到了正

在工作的顽军报务员身后，惊魂未定的报务员最终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线电台被抱走。随后，这台缴

获的无线电台被送至无为，完好地交给了新四军 7

师师部。

李亚平还从新四军老战士赖少其口中听到过父亲

巧妙周旋并击毙日本兵的故事。在7师师部当侦察参

谋时，有一次，李务本只身前往繁昌日寇据点侦察，经

过一路的风餐露宿，李务本决定到当地的一家澡堂洗

个澡，接下来“轻松上阵”。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李

务本将随身的配枪藏在了隐秘之处，然后若无其事地

与当地老百姓一起走进澡堂。

刚脱衣入池，突然听到了一阵喧哗。原来，七八个

持枪的日寇冲进澡堂，强令正在洗澡的中国人全部出

去，将浴池让给他们。看到这些侵略者在中国的地盘

上欺凌中国老百姓，李务本恨得牙根痒痒，但他也非常

清楚，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李务本见机行事，装

作和老百姓一样慌乱，连身上的水都没有擦，也没穿好

衣服，急匆匆地跑出了澡堂。拿到事先藏好的驳壳枪

后，李务本折返回来。和他料想的一样，几个日本鬼子

正在浴池里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啪啪——”几声枪响，

刚才还气焰嚣张的日本兵转眼就全部被击毙。李务本

旋即抱起日寇的枪支，丢进路边的一个大坑里，夜晚返

回取走后安然脱险。

李务本去世后，安徽省委为他召开追悼会前，赖少

其作了题为《吊李务本烈士》的诗表达哀思，诗中写道：

从来不信佛，何来阿弥陀。赤身入虎穴，浴池战倭魔。

时危节乃见，国艰多折磨。遥天三叩首，我亦泪滂沱。

如今，这幅条幅就陈列在合肥市赖少其艺术馆里。

足智多谋
他令敌人闻风丧胆B

李务本：屡建奇功，丹心千古

他少年投身革命，追求进步，从小就树立了革命

为民的思想；他正气凛然，英勇无畏，在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后，毅然举枪击毙祸害革命的叛徒；他是战

斗中的“智多星”，曾当着敌人的面抱走了他们的无

线电台；他临危不惧，冷静果敢地消灭澡堂中耀武扬

威的日寇……他就是屡建奇功、具有传奇色彩的革

命烈士李务本。

李务本，1918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31年

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10月由共青团员转为

中共党员（党中央规定：团龄算党龄）。抗日战争时

期，李务本任新四军1支队1团连指导员。“皖南事

变”中被敌打散，他集合战友，独立坚持武装斗争，终

冲出重围北渡长江，归建到新四军第7师，后历任新

四军7师师部特务营长、师部侦察队长、白湖团1营营

长（同时称舒庐桐大队大队长，舒庐桐县委军事部

长）、沿江团参谋长、57团副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

期，参加了宿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先后任华

东局南下干部大队大队长、副总队长，华东先遣纵队

独立大队大队长，八兵团第300团团长（参加解放南

京）。解放以后，历任皖北独立旅团长、师副参谋长，

安徽省安庆军分区副司令员，国务院治淮委员会工

程总队副司令员，安徽省建设厅副厅长等职。1970

年在合肥去世。 ■ 记者 吴承江/文 马启兵/图

李务本出身贫苦，幼年父母双亡成为孤儿，1930

年 3月，12岁的李务本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教育

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2月又加入中国

工农红军第16军湘北独立团，参加了湘鄂赣苏区第

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他历任公务员、司号员、侦

察班长。在部队经历多次失败的情况下，李务本以

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跟随中共湘鄂赣省委坚

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民族抗战

爆发后，游击队员改编为新四军，李务本先后任连指

导员、师司令部侦察科参谋等职。他一身正气，嫉恶

如仇，曾果断击毙皖南事变被俘后叛变革命、祸害革

命的叛徒赵凌波。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

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叛变投敌。国民党

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

部在新四军繁昌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

划清剿活动。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

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副师长很重视这一情

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李务本率侦察员化

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赵凌波非常狡猾，也善于乔装。1942年5月，赵

凌波化装后，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

装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

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人，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

被认出来并被控制住了。随后，傅秋涛即令当时在

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带侦察班，名为“护送”，实乃

押送赵凌波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

在适当时机，派得力精干武装，押解他去苏北军部审

判。为了不让赵凌波起疑心，一路上李务本对他照

料有加，可是天亮后，李务本把赵凌波押解到无为黄

洛河日军据点附近时，赵凌波突然抢夺路边农田农

民手中的铁锨，挥舞起来向日军黄洛河据点奔逃。

李务本见状，立即追捕。赵凌波一面逃，一面大声

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冤，何必这样

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务本严正警告：“赵

凌波，不要跑，再跑就打死你！”可是赵凌波听后却依

旧反抗拒捕，紧急时刻，李务本果断掏枪当场就把赵

凌波击毙了，解决了一大祸患。

在李务本的革命生涯中，很长一段时间是和曾希

圣在一起战斗的。对于李务本在7师历次战斗中的表

现，曾希圣不止一次地进行过肯定和表扬。

曾希圣一直鼓励李务本加强政治学习。他曾对李

务本说：“你作战勇猛，但以后还要加强政治学习，具有

政治思想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我们革命同志要能

吃甜的也能吃苦的，能吃辣的也能吃酸的……”曾希圣

还送给李务本《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一书，并在书

上写道：“务本同志留念：你的勇敢精神还好，望今后更

加精细。”这本书李务本常常在案头翻阅，以此勉励自

己不断学习。

不仅如此，李务本还曾经多次救过曾希圣。一次

在日寇的扫荡中, 新四军7师包括师部人员都被日寇

围住了,情况危急！李务本作为负责7师师部安全警

卫工作的师部特务营营长，沉着机智地带领十来名警

卫人员和机要电台人员，掩护来7师检查工作的华中

局组织部长曾山和7师首长曾希圣、傅秋涛、李步新等

突围。他们冒雨向北进入巢南银屏山区，钻山洞爬大

山，与敌周旋数日。当时日寇就在山下，李务本护送曾

山、曾希圣等首长，趁着半夜不易被发觉，从杂草丛生

的半山腰悄悄朝外走，一口气在山里走了六七十里地，

隐藏在一个叫章啸衡的开明绅士家里，成功突围。为

此，7师师部在全师通令嘉奖李务本。还有一次，曾希

圣政委不幸落入一名日军士兵手中，李务本开枪打死

日本兵，救出了曾希圣。他因此再次被师部通令嘉奖。

一身正气
他举枪击毙叛徒A

英勇顽强
他与曾希圣并肩战斗C

呕心沥血
他为人民鞠躬尽瘁D

1959年，油画家鲍加为李务本《冲出重围》革命回忆录

所作的版画

李务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