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童静 记者 王涛

抗日战争期间，安徽境内抗日根据地的公安机关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步成长，在有形和无形的战线上，与日伪
特务奸细展开血雨腥风的斗争，为保卫根据地安全，赢得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书写了安徽公安史上光辉壮丽的篇章。

昨日，省公安厅首次披露抗战期间安徽公安“锄奸反特”内幕。

日军小队长
以“扫荡”为名投降

1943年3月17日，日军从南京、浦口、芜湖、铜陵抽调兵力，向巢

无中心区大规模“扫荡”。4月30日，日军又集中兵力两千，向巢无中

心区第二次大规模“扫荡”。但在根据地军民奋勇反击下，均告失败。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击阶段。公安机关配合敌工部门，

调查日伪军内部情况，了解军官思想状况，采取不同形式争取瓦解，促

使日伪投诚、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驻巢北炯炀六铺山据点的日军

一个小队二十余人，经过争取之后，由小队长川井一太郎率领，以“扫

荡”为名前来投降。

含山伪军大队长薛汉昭与团长互相排挤。我方利用此机会，对

薛做思想工作。1944年8月，薛率领全大队人马向我投诚。

蔡铁群，江苏省泗洪县人，共产党员。抗战全

面爆发后，蔡铁群组织群众，武装保卫家乡。后来

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成为新四军四

师九旅的一名战士，不久被调到四师敌工部工作。

1942 年冬，新四军四师进行了 33 天反“扫

荡”战斗，胜利粉碎了万余日伪军的进攻。在这

次战斗中，蔡铁群奉命深入泗洪县归仁集伪军

据点，并与伪军排长胡士远结为“拜把兄弟”。

随着反“扫荡”的胜利，胡士远也随伪军大

队逃回灵璧县的尤集伪据点。四师敌工部决定

派蔡铁群潜伏到伪军中，以待将来里应外合，一

举拔除这个据点。蔡铁群通过胡士远的关系，

顺利打入到伪军中，当了一名士兵。

1943 年春，蔡铁群被派往时村伪军总部接

受培训，结业考核时名列前茅，被委任为尤集伪

军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文书。不久，任第三中队

中队长。蔡铁群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先后发展4

个班长成为“自己人”。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后，

蔡铁群决定主攻胡士远，经过一番努力，胡士远

真诚表示：“愿做内应，消灭尤集敌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1945年2月10日，我抗日

军民里应外合，仅用3个小时，一举攻克尤集伪据

点，全歼伪军守敌1个团，生俘伪团长刘夫庭以下

官兵1500余人枪。 顾永俊星级记者俞宝强

黄埔毕业，参加“飞虎队”
1939年，刘子诚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

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通信兵科。两年后毕业分

配到贵州防空司令部无线电总台工作。

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招募美军飞

行员和机械师，组建“飞虎队”——中国空军美

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进驻我国，以平民身份参战，

在昆明、重庆、成都等地上空先后击落敌机数百

架，重创日军。随后，刘子诚参加了飞虎队，被

调往四川成都沙河堡空军总司令部监察科电台

工作，并于1942年晋升为上尉报务员。

任报务员，飞越“死亡航线”
1943 年 8 月，刘子诚被派到“驼峰航线”。

所谓驼峰，即在印度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之间

开辟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航线为空中禁

区喜马拉雅山脉，群山耸立似骆驼峰背，故得名

为“驼峰航线”。刘子诚开始在一架美制 C-46

军用运输机上，担任导航报务员。

“C-46满载时总重20吨。我们有时一天要

飞二三个来回，从印度加尔各答达姆达姆机场

往昆明巫家坝机场运作战物质。那时，牺牲不

少，我有一个同事张启德，就是死在驼峰航线一

架飞机上的。”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

上，中美双方用三年损失飞机609架，牺牲1500

多名机组人员的巨大代价，向中国战场运输作

战物资65万吨，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刘

子诚回忆说。

假装商贩，深入敌后险入“虎口”
“1942 年之后,美国飞机经常轰炸日军目

标。为方便轰炸，航空委员会计划派出一批报

务员，深入敌占区，按时发报向盟军提供天气预

报。因为我是河南人，容易融入河南环境，便被

派往河南省信阳县鸡公山麓一个村庄(县流亡政

府所在地)。”刘子诚老人回忆道。

“1944 年春天，我由成都乘飞机到重庆，雇

民船顺江而下过三峡、步行经巴东三斗坪高山

区，历经艰苦，抵达老河口五战区长官司令部。

交上介绍信、无线电波长和呼号，领了一份储备

伪币，在当地雇一名向导，化装成商贩，前往敌

占区。”

“第四天上午，我们行至河南省唐河县一

个集镇上，遇到伪乡公所人员检查行人。看我

脸白手嫩，不像农民，便命令我站在一边，准

备等检查结束后，把我带回伪乡公所审问。正

在这关键时刻，忽然有一支日军路过该集镇。

敌伪人员忙着接待日军，我趁乱溜之大吉。

为避免再遇危险，后来我都选择走小路，躲开

敌伪哨所。”

几天后，刘子诚到达目的地，便开始利用信

阳县流亡县政府的电台与五战区电台取得联

系，播报天气情况。刘老告诉记者：“每天早晚

两次，报告晴、阴、雨、风向、风速、能见度、云层

种类和高度等气象情况，历时近两年，从未间

断。后来，像我这样，深入敌后，发报引航的报

务人员，受到了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的嘉奖。”

蔡铁群：
顺利打入伪军中
里应外合攻克伪据点

“便衣”夜闯镇公所处决汉奸
公安打入敌人内部处决特务
省公安厅首次披露抗战期间公安“锄奸反特”内幕

建立公安队伍
就是为了锄奸反特

1941年，淮北、淮南、皖江三块抗日根据地及抗日民主政权逐步

建立。日伪一面对根据地频繁发动军事进攻，一面千方百计派遣特

务、汉奸进行破坏和捣乱。在这种形势下，三块抗日根据地在 1942

年以前相继建立了各级保安机构，1943 年全部改为公安局，逐渐形

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公安队伍。

抗日根据地的公安机关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防止与镇压敌探

汉奸一切阴谋暴动、暗害破坏、组织哗变和侦窃机密等反革命行为，

以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二是侦察与肃清混入边区的敌探汉奸与反革

命分子，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合法权利；三是维护社会治安，巩

固革命秩序，保障一切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四是动员与领导民众，进

行锄奸运动，施行广泛的群众锄奸教育。

公安干部
“打入”敌人内部处决特务

1943年秋，日本特务机关在无为县襄安镇建立了一个特务机构，

对外称“襄安洋行”，经理叫小野，以收买禽蛋为名，收买特务打进根据

地，物色对象，发展特务组织，收集我方情报。襄安镇上有一妇女，被小

野霸占。其夫耳濡目染共产党政策，向我方靠拢，提供了洋行一些内情。

我公安机关决定利用这一线索，派公安干部唐树荣打入襄安洋行，

搜集情报。一日，一名特务来洋行汇报情况，不巧，小野已去南京，这个

特务见唐出入自如，便说起其在根据地刺探到的情报，以显自己能干。

唐树荣感到这个特务所说情况与我根据地安全关系重大，当晚借故

脱身，迅速将情报向组织汇报。两天后，这个特务被我公安机关秘密处决。

数日后，小野自南京返回，得悉那个特务被杀后，对唐十分怀疑，准

备“鸿门宴”试探唐树荣。千钧一发之际，唐借口上厕所，成功逃离。

中秋节
“便衣”夜闯镇公所锄奸

皖江抗日根据地湖东泉塘伪镇长谢清廉，经常配合日军向我根

据地进行“扫荡”，对我根据地人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又与襄安洋

行小野勾结，搜集我方情报，对我方威胁巨大。

1944年秋，沿江地委指示公安机关设法将谢清廉捕获，在环境紧张

无法带回的情况下可就地处决。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察，摸清谢的生活

习惯、行动规律和爱好。发现谢嗜赌成性，这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

该谢依仗泉塘镇旁山上有日军驻扎，以为游击队不敢随意进入，

毫无戒备，胆大妄为。当年中秋节夜里，情报反映该谢又在镇公所赌

博。公安机关立即行动，三名公安人员身着便衣，携带手枪，突然闯进

镇公所，出现在谢面前，声称：“我们是黄姑闸（伪军上级单位所在地）

来的，请你出来下，和你商量个事情。”该谢开始不愿出来，后经一再催

促，只好跟随而来。为了不使其怀疑，公安人员仿照伪军上级讲话用

语与其谈心，并向黄姑闸方向走去，行至辖区地界处，将其现场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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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生死“驼峰航线”
被派敌后险落“虎口”
听抗战老兵、“驼峰航线”报务员刘子诚讲述烽火岁月

□记者 曹开发 文/图

抗战老兵刘子诚，河南省
汝南人，今年已经95岁高龄。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飞虎大队
“驼峰航线”上的一名飞行报务
员，用他那特殊的方式为抗击
日本侵略者立下不朽功勋。

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纪念日之际，日前，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带着崇
敬的心情，聆听这位抗日老
兵讲述当年的烽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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