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06 版）得到日军窜犯泾县县城的情报后，叶挺

军长果断决定，率指挥所和预备队迅速向泾县开进，追击

东逃之敌。

叶挺率部队到达青弋江边象山一带，隐蔽在竹林间，

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立即发起攻击。叶挺命令攻打泾

县南门、东门，三营和特务营穿插到赤滩阻击日军。

老一团三个营和二支队老三团一个营等部经过苦战

终于攻入城中。日军于下午三时许出北门城撤逃，露宿

幕山；另一路到达官塘口后就地夜宿。

当时驻宁国县国民党军四十师、一〇八师、驻太平县

新七师、驻青阳县一四四师，驻南陵县城郊五十二师某团

奉调驰援，援军于8日夜先后进入泾县，分别在白塔寺山、

高岭、岩寺山等地布防伏击，新四军在郑家祠堂设前线指

挥所，叶挺军长亲自指挥在敌后追击，形成包围圈。

9 日黎明，日军窜至桑坑，埋伏于天官山的五十二师

某团又冲锋下山袭击，日军除少数溃逃外，其余悉被歼

灭；夜宿画眉岭、官塘口之日军与夜宿幕山日军会合后，

沿泾宣公路东窜，又遭据守西峰山五十二师某团猛烈进

攻，守军工事坚固，英勇奋战，日军无法前进，无奈退转

罗家冲。

此时日军前遭堵截，后有新四军、新七师追击，便一

面顽抗，一面退至琴溪向赤滩方向溃逃。沿途又遭一〇
八师、四十师等部狙击，日军数次强登白塔山，均被击溃，

受到重创，处于进退不得，行将覆没之势，日军即由芜湖

方向出动飞机三架，飞临琴溪一带阵地轰炸扫射，援护被

困日军脱围。

10 日，日军出动 36 架飞机飞临阵地，轮番低空扫射

轰炸，掩护日军由赤滩新店渡青弋江逃窜而去。

此次战斗历时七天，大小战斗共十几次，三次主要大

战集中在左坑围困战、枫坑阻击战和县城争夺战。新四

军以少胜多，在叶挺军长率部收复泾县城的同时，由新四

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指挥的教导总队和军直部分部队，在

汀潭东北部，迎击由三里店方向的来犯之敌，经过几天的

苦战，日军未能打入汀潭，在泾县城被新四军克复后，向

东北方向溃退，新四军乘胜进攻，9日克复南陵县城。

历时一周的第二次反“扫荡”毙伤日军1000余人，缴

获各种炮、轻重机枪60多门（挺），步枪400余支。这一重

大胜利，震动了大江南北，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的政治威

望，就连蒋介石也致电叶挺军长表示“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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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今日起，市场星报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专栏，

精选报道100名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杰出的安徽籍共产党人，以及不是安徽籍，但抗战期间主要在安徽战斗生活的共产党
人，包括著名抗战英烈、重要抗日将领、英雄模范人物等。

让他们的事迹“活”起来，让抗战精神代代“薪火传承”。文章将紧紧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
主题，深情讲述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讲述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生动故事，充分展示中国共
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兵民是胜利之本。 施昌旺 吴人迪 星级记者 俞宝强

腹部中弹继续战斗直至牺牲

1933年6月，童长荣等整编延、和、汪、珲4县的游击队，创建中国

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满游击队，并粉碎了日、伪军 1933 年春季“大

讨伐”，使游击队和游击区发展扩大。他还在部队中设立政治委员，发

展党团组织，加强党对部队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使东满游击队成为

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也是威震东满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

并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基础。1933年冬，东满地区的反日游

击队伍发展为5个，建立了12个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年底，东满

地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从此，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1934年春，日军加强围剿东满游击队，采取拉网式搜山。3月21

日，身患重病的童长荣和部队转移到汪清县十里坪庙沟一带时，被敌人包

围。危急关头，他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支枪，命令大家立即突围，他来

掩护。战士们要背他走，他对大家说：“要坚决反日到底，收复东北失地！

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要救中国全体人民，共产党万岁！”说完，他连续消

灭了好几个日军，腹部中弹后，仍继续战斗，直至牺牲，年仅27岁。

童长荣：掩护部队突围
腹部中弹仍继续战斗

童长荣（1907～1934年）。安徽省

枞 阳 县 人 。 1925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童长荣出生于一个贫寒的书香

之家，自幼丧父，由寡母抚养长大。

1921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参加学运斗争，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

的领导成员……

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发生于泾县云岭的“皖南事

变”是无法抹去的一段历史。

1940 年，国民党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

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

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

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

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

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

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

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

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

南部队。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 9000

余人，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

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

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

1 月 6 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 3、第

5 战区“采取行动”。第 3 战区于 6 日下午命令第 32 集团

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

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

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

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 8 昼夜，到 1 月 14

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

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

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

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

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

周子昆在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

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

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

军法审判”。1 月 30 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

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

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军部。皖

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重建，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

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皖南事变
新四军遭重创

新四军以少胜多克复泾县、南陵
DD

作战60多次，歼敌数百人

1925 年，童长荣公费留学日本，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成员之

一。1928 年 5 月，因参与组织“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

被日本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回国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

区委书记，参与“左联”的发起和筹备工作。1929 年，调任中

共河南省委书记。

1931 年 3 月，童长荣任中共大连市市委书记。11 月，任

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到任后，化名张长荣，领导特委其他成

员深入东满广大地区发动群众，以延吉县依兰区为中心，开

展春荒斗争，并夺取敌人武器。在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

地组织农民自卫队，创建抗日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1932年

冬至1933年春，童长荣和东满特委的其他负责人领导游击区

的广大军民，与日军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作战60多次，歼敌

数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蒋介石发来的“嘉奖令”

新四军用过的手榴弹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