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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烽火硝烟战合肥

抗战军兴，热血铸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后，根据国共多次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在南方八省

坚持战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四军（新四军），战斗在鄂豫皖边区、桐柏山区的红

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1938年3月，

第四支队在鄂东七里坪誓师东进抗日。4~6月间，挺

进皖中的第四支队前锋抵达巢湖、庐江、无为、舒城、肥

西等地。此时，正值徐州战役之际，作为江淮重镇的

合肥，自然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城市之一。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合肥地区的人民拉开了抗战

序幕。 ■ 赵东云/文 翟邦军 记者 马启兵/图

抗日先声：蒋家河口战斗
1938年5月，侵占巢县的日军经常派出小分队

四处骚扰、劫掠，位于巢县东南十余里、紧临裕溪河

的蒋家河口。新四军第四支队9团侦察发现，蒋家

河口周边河道纵横，地形复杂，便于设伏。5月12

日上午，一支日军乘坐汽艇抵达蒋家河口，当汽艇

靠岸、日军登陆之际，埋伏于堤岸丛林中的9团2营

4连及团侦察队突然开枪射击，仅战斗20多分钟，

就将登陆的20余名日军全部歼灭，缴枪10余支，新

四军无一伤亡。

蒋家河口战斗规模虽不大，却是新四军东进抗

战第一仗，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狠

狠打击了侵略者，鼓舞了军民抗敌信心，在新四军

抗战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安合、六合公路伏击战
1938年夏，日军调集部队向武汉进发，合肥是

日军重要集结地，大批日军及军用物资经由合肥输

送前线。第四支队决定在安合、六合公路沿线伏

击、袭扰日军，破坏其运输计划。

第四支队各部队先后在棋盘岭、椿树岗、铁铺

岭、三十里铺、花子岗、五十里埠等地，多次袭击日

军。指战员们英勇作战，不畏牺牲，取得了一系列

战果。9月12日，第四支队 7团在花子岗设伏，突

袭日军，经过两小时激战，摧毁日军汽车45辆，击毙

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24支、机枪1挺、军旗1面、

防毒面具12套及其他军用物资。9月16日，再次设

伏于花子岗，毙伤日军35名，缴获汽油150桶、防毒

面具8套及其他军用品。

经过3个多月数十次战斗，新四军第四支队共

毙伤日军1000余人，俘敌10 人，摧毁军车150余

辆，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这些战斗的胜利，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正

面战场的战役、战斗。

1938年9月至1939年春，新四

军8团、战地服务团、7团等部队先

后来到肥东青龙厂一带。他们深入

乡镇、山村，了解民情、敌情，动员民

众支持抗战，开辟抗日根据地。第

四支队各部队在青龙厂及周边地区

开展游击战，使皖中、皖东接合部的

青龙厂成为合肥地区的抗日中心。

新四军进驻青龙厂后，便着手

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

先后建立起中共青龙厂区委（书记

林恒）、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涂

中庸）；建立了造甲、青龙、白龙、埠

里、双墩等十多个乡级抗日民主政

权，还成立了妇抗会、青抗会和儿

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

青龙厂开明绅士褚峻斋献出褚

老圩，延请新四军入驻。1939年 3

月，高敬亭司令员率第四支队进驻

青龙厂，司令部设于褚老圩。新四

军和中原局领导人刘少奇、叶挺、张

云逸、邓子恢、郭述申、徐海东、罗炳

辉、周骏鸣等都曾在此暂住，并指导

开辟皖东根据地的工作。

青龙厂：合肥抗日活动的中心

庐江：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携军政治部副

主任邓子恢、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军参谋处

长赖传珠等，由皖南渡江北上，5月上旬抵达庐江东

汤池。随即，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任

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

江北指挥部的成立，标志着新四军在江北的武

装力量有了统一的指挥中心。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7月初，对新四军江北部队进

行全面整编，整编后的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

纵队，统一由江北指挥部领导。1939年秋，新四军

第四、第五支队挺进皖东，在津浦铁路线两侧开展

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深秋，桂俊亭、凌正明

率舒六合抗日支队（前身为肥南游

击队），在肥西桃溪镇袭击日军，击

毙日军20多人，烧毁日军汽油站，

炸毁军用仓库，缴获一批军用物

资。这支部队后编入新四军第四、

第五支队。

1939年2月，新四军第四支队8

团在东山口一带阻击突然来袭的日

军，8团指战员凭借地形之利，以劣

势装备英勇作战，一连三次打退敌

人的冲锋，日军被迫撤退。此战，毙

伤日军150多人，极大地提高了新

四军的威名。

1940年1月初，驻扎肥东众兴、

高塘集一带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一

部，迂回至合肥西郊的十里庙，伏击

出援的日军，击毙日军数十人，为

“农蜀大捷”作出了贡献。

1944年 3月，肥南区委书记杨

吉平挑选30多人组成武装队，奇袭

合肥城南的晓星集，俘敌50余人，

缴枪50余支、子弹2000多发，铲除

了新四军2师、7师交通线上的一个

大毒瘤。

1945年 7月中旬，桂系顽军以

172师和地方土顽2000余兵力攻打

白龙厂，驻守此地的仅有新四军巢北

支队所属的3连。3连82名将士发

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奋勇血战，坚

守白龙厂七个昼夜，最终歼敌300余

名，取得白龙厂保卫战的胜利。

由新四军50余名战士发展起来

的淮西独立团，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

众的支持下，活跃在淮南以南、合肥

以北、瓦埠湖以东、淮南铁路以西的

广大地区，经历大小数十战，部队不

断发展壮大，至抗战胜利前夕，已发

展到1个团9个连，近千名指战员。

合肥：新四军抗战的足迹

整个抗战期间，无数新四军将士

在合肥这片土地上抛洒热血、书写春

秋，许多事迹可歌可泣，感人至深。

1940年 6月，在路西反顽战斗

中，罗炳辉司令员率8团兼程过津

浦铁路线西援，在梁兴集、寡妇岗

（肥东境内）一带激战，打退了顽军，

新四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8团政委

刘树藩等共129名烈士长眠于肥东

马湖乡大鲁村，有名有姓的仅刘树

藩、胡斯林二人。

1945年 4月，顽军向肥东黄疃

庙一带大举进攻，新四军调集2师4

旅、5旅、6旅18团等部队参战，新四

军在谭震林、彭明治指挥下奋战6

天6夜，歼敌3900 余人，但新四军

也付出了重大牺牲：14团政委朱茂

绪在战役接近尾声时，不幸中弹牺

牲，时年 44岁，直到70多年后，家

人才获悉烈士壮举。

罗炳辉、刘树藩、胡斯林、朱茂

绪、褚学忠、赵银多、吴长仪……一

个个闪光的名字，一段段荡气回肠、

壮烈千秋的英雄事迹！

铁军先烈，血沃江淮；精神丰

碑，矗立天际。而今，山河光复，海

清河晏；憧憬未来，无限光明。作

为铁军精神和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我们正意气风发、再踏征程，奋战

在建设祖国的各条战线上，为实现

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奋力前

进…… ■ 据《安徽画报》

甘洒热血沃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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