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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
攻。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为配合豫湘桂正面战
场作战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反攻，从1944年春
季开始，逐步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并开始
局部反攻。

解放沂水
日军在沂水城设有高级军事指挥机关、特

务机关和空军基地。沂水城成了日军对鲁中发
动侵略的基地，每次对鲁中根据地进行的“扫
荡”，几乎都从这里调动人马。因此，攻克沂
水城，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

攻打日伪军联防的县城，在鲁中军区还是
首次。1944年夏，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
委罗舜初，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鲁中军区参
谋处处长胡奇才，对攻克沂水城的作战方案进
行了周密的研究。

当时，王建安带各团团长去山东军区开
会，确定此次战役由罗舜初、高克亭、胡奇才
直接指挥。攻日军据点的指挥员是第四团副团
长高文然，为摸清日军防守的战地现场情况，
他和侦察参谋戴成功利用暗夜摸到日军据点西
南角炮楼下面，隐蔽在铁丝网边的南瓜藤下进
行观察；又到城南关离日军据点最近的居民院
内，观察东南炮楼情况。当场确定，首先攻击
东南炮楼。

8月15日夜，各参战部队以隐蔽奔袭形式进
入攻击出发地。22时，战斗打响。四团一营三
连先隐蔽向东南炮楼外壕匍匐架桥，被敌发
觉，敌人猛烈射击，架桥组的石会全扛着云梯
中弹倒下，其余战士马上抢起梯子跳进外壕，
被敌火力封锁。

这时，班长张克有大喊一声：“上去架
桥！”紧接着竖起了云梯。爆破手李希增迅速
踏上云梯，抱着炸药包冲上前去。突然敌堡里
传来一阵枪声，李希增抱着炸药包翻滚到壕沟
里。他不顾满身泥水，摸到那个炸药包，又飞
身上岸，贴近了炮楼墙。突然，空中闪出一团
爆炸的火光，一股浓烟卷上夜空，“轰隆”一
声，炮楼被炸倒了。

突击队消灭了东南炮楼上的敌人，乘胜追
击，直奔西南炮楼。突击队员用木板和云梯架
桥，连架3次，牺牲多人才把桥架好，又被敌人
火力压制。班长彭长庚把褂子一脱，对战友徐
广和说：“你离我五六步远，我牺牲了，你立
即跟上。”说着把小褂一扔，抱起炸药包向前
冲去。

只见彭长庚左闪右藏，机智地躲过敌人的
子弹，直扑炮楼。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西南
炮楼在浓烟中坍倒了。

16日拂晓，高文然进入被炸塌的东南炮楼
处向北观察，发现东炮楼底层地面上挖了一个
很大的射击孔，敌人卧姿向八路军突围部队侧
面射击，阻八路军前进。这时，高文然的警卫
员刘玉章扛起炸药包，绕道向东炮楼跑去。高
文然立即命一连用机枪掩护，“轰隆”一声巨
响，炮楼被炸塌，炮楼中敌人全部丧命。刘玉
章不幸中弹牺牲。

盘踞在东北角炮楼和中心炮楼的敌人，竟
采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大量施放毒气，致使我
30多名战士中毒晕倒。副班长陈为善带3个战士
拦腰斩断敌人的冲锋队形，一阵手榴弹，敌人
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敌人溃退了，救
出了中毒的战士。

16日上午，四团二营营长刘振江在南门楼
上观察小围内敌人动静，趁东北炮楼敌人去中
心炮楼之际，组织四连巧妙地占领了东北角炮
楼。

太阳落山后，八路军发起总攻。激战半小
时，第一团一营攻占了沂水城北门，二营攻占
了东门，第十一团一营攻占了西门，然后，各
部由东、北、西三面向中心攻击前进。经过激
烈巷战，当晚将城内伪军、伪警察及伪县府人
员大部肃清。

16日晚，第四团将日军中心炮楼和西北炮
楼分割后，决定半夜强攻西北炮楼，对中心炮
楼佯攻，消耗疲惫敌人，午夜后强攻歼敌。四
团二营组织投弹组、刺刀组和爆破组，由东北
炮楼沿围墙里侧向西北炮楼搜索前进。经战士
们浴血奋战、近距离爆破，午夜前攻占了西北
炮楼。午夜后，对敌中心炮楼进行连续爆破，

实行强攻。敌人用迫击炮弹向炮楼四周投掷，
阻八路军接近……

胡奇才问高文然是否改用一团主攻，高文
然说：“首长放心，拂晓前一定解决战斗。”
经查明，两次爆破未奏效的根本原因，是中心
炮楼底层约1米高处用厚土堆成斜坡，炸药包贴
不到墙上。于是派爆破英雄、副排长万保全和
一名战士，把100斤的炸药包捆在带叉的长竿上
进行第三次爆破。万保全和战士飞快地靠近中
心炮楼，把炸药包贴在炮楼墙上。万保全点燃
导火索，一声巨响，山摇地动，滚滚浓烟直冲
上空，中心炮楼彻底炸塌了，守敌被全部消
灭。爆破英雄万保全壮烈牺牲。

天将拂晓，战斗全部结束。从此，被日伪
军盘踞6年之久的沂水城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沂水是山东八路军解放的第一个县城。沂
水全境被解放，巩固了沂、鲁山区根据地，打
通了鲁中与滨海军区的联系。延安《解放日
报》在题为《山东捷报》的社论中高度评价了
沂水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

葛庄伏击战
1944年9月1日，“扫荡”滨海后回撤的日

军田坂旅团长率藤崎大队及伪县警共800余人，
由莒县沿莒(县)博(山)公路返博山、张店，当夜
宿于柳树头村。

八路军鲁中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先、副
政委李耀文带领部队，隐蔽设伏于沂（水）博
（山）路上咽喉要地沂水城西北葛庄、陶沟地
区，待机歼敌。

2日晨，当日伪军以行军纵队进入杨家庄北
岭伏击地区时，八路军一部指战员突然开火，
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将前哨之敌百余名消
灭。八路军另一部绕到敌人侧后进行袭击，使
日伪军退守杨家庄，又以一个排的兵力占领草
沟东南后山阵地。敌人发觉后，即兵分两路向
后山一排兵力的阵地发起进攻，当进到一定距
离后，八路军以手榴弹向敌反击，发起反冲
锋，将敌击退。下午4时，第三梯队赶到，将敌
全部压在西草沟庄内。傍晚，将敌四面包围，
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占领村庄二分之
一，毙伤敌100余名，生俘数十名，缴获武器弹
药、马匹各一宗。

战至4日，残敌400余人向莒县奔逃，窜到
三十里堡后，被八路军警戒部队击散，仅有200
余人逃入莒县。

右路敌人为草野清大队450人、伪武定道县
警300余人、伪吴化文一七九团之郝全仁部200
余人，共计1000人，沿沂（水）博（山）路前
进。前哨敌人进入葛庄伏击圈，由于民兵提前
鸣枪，致使敌人迟缓不前。敌五中队企图强占
葛庄东岭，我第三梯队飞速先敌占领，立即展
开梳篦式队形接近敌人。当日伪返至东岭线
时，八路军战士勇猛地冲向敌人，展开白刃搏
斗，把敌人压于岭下。经过激烈搏杀，刺死五
中队长岗田健以下50余名敌人。

接着，日军第一中队，在两门山炮及轻重
机枪掩护下，发起第二次冲锋。坚守阵地的八
路军第二梯队，立即投入反冲锋，连续击退敌
人的5次冲锋，迫敌败退下去，形成百米距离的
对峙态势。第一梯队分数路隐蔽前进。

黄昏时，八路军总攻开始，先以集束手榴
弹杀伤敌人，接着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
斗……将敌人压缩到葛庄西小岭头上。当晚，
实行车轮战法，给敌以杀伤。第二梯队绕过河
南村，用手榴弹将敌截成两段。一段50余人沿
莒沂路向莒县逃窜，被警戒部队在三十里堡截
击，残敌逃入莒县城。另一段150余人，走投
无路退守无儿崮。9月5日，敌机11架次为孤敌
投掷了弹药、粮食。6日，日军田坂旅团长率
1700余名日伪军，在12架飞机掩护下，增援无
儿崮，将被困之残敌解围。至此，战斗结
束。

这次战役，八路军以较少的牺牲取得了大
量歼敌的胜利，是山东抗战史上在运动战中一
次比较成功的战例。

莒县战役
1944年11月14日，山东军区集中滨海军区第

四、第六、第十三团，鲁中军区第一团，山东
军区特务团，独立第一旅等共1万余人，在冬季
攻势中发动了莒县战役。

城内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伪军莫正
民部保安大队3500余人。

在1942年夏季日军对解放区“扫荡”中，
莫部势力遭受沉重打击。莫正民为保存实力，
秘密与滨海八路军联系。

滨海八路军敌工科长以军区秘书长的名义
与莫会面，双方议定了起义方案，正式议定起
义后委任莫为旅长。自此，莫悔过自新，戒掉
了大烟，同时寻找一切机会向日军要粮、要武
器弹药，为起义作准备。起义时间确定为1944
年11月14日。

根据山东军区关于利用莫起义的有利条
件、里应外合收复莒县的指示，各项准备工作
在抓紧进行。山东军区指定滨海六团、山东军
区特务团两个营以及莒中独立营等为主攻部
队；调动鲁中一团、四团、滨海十三团、莒北
独立营和王道独立旅及警备团、教导团一部，
列阵莒北，阻敌南援；在莒之南部由莒南、沭
水县独立营、莒临县大队阻敌北援；日照警备
队、军区教导团阻日照沈疃西援之敌。滨海区
党委、专员公署、莒中县政府在战前成立了城
市工作委员会，组织万名民工准备拆城、破
路。

11月14日晚6时，莫正民下达起义命令，各
路人马分头行动。莫正民的勤务兵将日本教官
金野抓住，副大队长刘明双、陈笏卿将伪县长
丁晓峰、日警务段分所长成田和翻译官，及从
沂水逃来的日本顾问一起捉住，同时将日经济
顾问多本、汉奸于经武也捉了起来，去招贤运
生米的日经济顾问荒井被十中队长岳贵君活
捉。十二中队长率队带两挺机枪，在日军司令
部外胡同，封锁了日军唯一的出路。

晚7时整，传来了起义信号，一声震天巨
响，耸立4丈高的奎星阁被八路军工兵樊宝增用
80斤重的炸药包炸毁，八路军攻城部队乘机进
城，将日军包围在日军司令部。

起义的部队在莫正民的率领下，排成4路纵
队，臂上戴着白底黑“正”字记号，押着伪县
长、日本教官、经济顾问、汉奸出城。3500多
人的起义队伍，扛着31挺机枪、35门手炮、3000
多支枪到解放区中心地带，加入了八路军行
列，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莫正民任旅
长。

攻城部队与起义部队配合，迅速占领各重
要地段。至晚11时30分，日军被逼龟缩在核心
工事内，陷于重重包围。

17日，日军第五混成旅团纠集诸诚、高密
日伪军600余人南援，在崖头、店子一带被滨海
十三团和鲁中一团迎头痛击，日伪死伤惨重。
天亮时，日军施放毒气掩护逃到枳沟。至18日
下午，由日军旅团长内田率领，绕过打援部队
阵地，于19日窜入莒县与日残部会合。此时，
主攻部队撤至城外，形成大包围圈，迫敌于29
日晚逃窜至诸城，至此莒县解放。

八路军收复莒县全境，使滨海、鲁中两区
连成一片。

解放蒙阴
1945年3月8日，鲁中军区部队对蒙阴城发

起总攻。一团担任主攻，负责消灭城内日伪
军；四团负责阻击由新泰来援的日军；九团和
蒙阴独立营负责消灭蒙阴城周围据点的伪军；
十一团配合一团攻打城东门和南门。

3月8日，部队首长派曹世范、曹凤洲两人
将30公斤的炸药密运进县城内，按预定计划于
当晚10时40分在城西门起爆。但情况有变，攻
城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敌人封锁了爆炸口。城
东攻城部队经激烈战斗，冲入东关，占领了敌
人外围的八蜡庙碉堡，并从东、东北、东南3个
方向向县城内猛攻。这时乔贞言策反伪军宋学
兰部全部起义。经一夜激战，全歼城四关的伪
军，将敌人压缩在城内小围子里。

9日晚6时，攻城部队发起总攻，至10日凌
晨4时，歼灭日军3个小队104人，使沦陷近6年
之久的县城重回人民手中。

五路反攻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

后一战》，号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
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
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夺取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0日、11日，朱德总司
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饬令解放区各抗日武
装，向其附近城镇及交通要道之敌发出通牒，
迫令日伪军投降。

8月11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召开有
关领导及党外人士参加的高级干部联席会议，
讨论大反攻的进军任务，部署整编部队、接管
城市、动员参军、支援前线和维持后方治安等
项工作。山东军区将各军区的主力与基干部队
整编成8个师、12个警备旅和1个海军支队，组
成野战兵团，共27万余兵力。

8月13日，省临时参议会和省战时行政委员
会第二十次联席会议在莒南大店召开，会议决
定将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
推选黎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并发布了《关于
准备接受城市的紧急命令》。

山东军区向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四
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发出限期5日内投降的通
牒；8月14日，各部队分别向各地伪军、伪政权
发出通牒，限其24小时内率部出降，拒不投降
者，坚决消灭之。但日伪军根据美军和蒋介石
的命令，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遂兵分
五路，向日伪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
以武力迫使其缴械投降。

第一路大军由鲁中军区部队组成。在王建
安、罗舜初指挥下，向胶济路西段、津浦路济
南至兖州段日伪军进攻，并与渤海第四路大军
一起进逼济南。从8月19日至31日，先后收复临
朐、莱芜、益都、博山、淄川、章丘、周村、
新泰，毙伤俘伪军5000余人，控制了胶济路济
南至张店、张店至潍县段，孤立了张店之敌，
使鲁中、渤海两区直接联系起来；并攻克历城
县王舍人庄，逼近济南。

第二路大军由滨海军区部队组成。在司令
员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指挥下，分南北两线
作战：南线八路军向陇海路东段日伪军发起进
攻，于21日收复赣榆、青口，切断陇海路，进
逼海州、连云港。北线八路军向胶济路东段进
军，并配合胶东第三路大军进攻青岛。8月19
日，攻克胶县，俘伪“国民自卫军”第一团张
洪飞部2000余人。9月6日，滨海第一师攻克诸
城。日照守敌于9月8日弃城逃窜，整个滨海区
全部解放。

第三路大军由胶东军区部队组成。在司令
员许世友、政委林浩指挥下，向胶济路东段、
青岛外围及沿海各城市日伪军进攻。8月17日，
攻克威海，21日解放莱阳、黄县等地，24日解
放烟台，26日攻克即墨。至8月底，第三路大军
共毙日伪军1700余人，俘日伪军4400余人，另有
伪军1500余人投诚。9月7日晚，许世友亲临前
线指挥，发起平度之战，生俘伪军官兵5700余
人，毙伤700余人。至9月底，先后收复牟平、
福山、石岛、龙口、招远、蓬莱等城镇，东
海、北海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并突破崂山防
线，攻占流亭机场，逼近青岛。

第四路大军由渤海军区组成。在司令员杨
国夫、政治委员景晓村指挥下，向津浦路济南
至沧州段及胶济路西段日伪军进攻。8月17日解
放寿光，20日解放高苑等5个县城，23日解放临
淄及辛店、淄河等车站，30日解放惠民，31日
攻入邹平，全歼拒降伪军，生俘1200余人；同
日，又解放了青城。至此，第四路大军共歼日
伪军7800余人，切断了胶济路中段，从东北方
向朝济南城郊挺进，与第一路大军形成钳击济
南之势。

第五路大军由鲁南军区部队组成。在司令
员张光中、政治委员王麓水指挥下，向徐州东
北外围及津浦路兖州至徐州段日伪军进攻。8月
18日，攻克兖州以南的官庄车站，切断了津浦
铁路，19日解放泗水、曲阜县城；25日解放台
儿庄，直逼徐州。

临沂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驻临沂城的日军于8月16日逃往枣庄。伪临沂保
安大队长许兰笙，急速把伪沂州道皇协军王洪
九一部、伪费县保安大队长邵子厚部接进城
内，使城内总兵力达到4000人，组建了临沂城
防指挥部，共同据守顽抗。

1945年8月17日，山东军区调集山东野战军
第二师第四团、山东军区特务团、警备三旅第
十一团和滨海区临沭独立团等地方部队，组成

临沂前线指挥部，对临沂发起进攻。夜晚，第
十一团以强大火力作掩护，向守城伪军发起攻
击，当即占领四关。经5小时激战，以伤亡70余
人的代价，炸开临沂城北门三道门中的两道。
正当部队向最后一道城门推进时，接到城东郊
的山东野战军第二师的命令，要第十一团停止
攻击，撤出战斗，攻城任务由滨海军区第四团
和第二军分区部队接管。

两天后，滨海军区第四团在山东野战军第
二师师长罗华生率领下，从城南关向守敌发起
攻击。四团利用与城墙一般高的美国教会医院
楼房，在轻、重机枪掩护下架梯强攻，结果两
次攻上城墙，均被城头伪军的密集火力反击下
来，四团伤亡二三百人，攻击失利。

消息传到莒南大店，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
桓非常焦急。他决定集中3个主力团、1个地方
独立团协同作战，发起总攻。

8月20日6时40分，山东军区攻城各部发起
总攻，炮击敌人阵地10分钟后，实施爆破。但
由于城高墙厚，里外均用沙袋护卫，连续四次
爆破，仅炸翻城墙外壳数百米和两个炮楼。攻
城部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强攻。一排排
战士，一道道人流，越过城壕，扑向城墙。震
耳欲聋的爆炸声、喊杀声，汇成一股股狂涛巨
浪。但是，城头伪军利用高墙深沟、精良的武
器和充足的弹药，拼死还击。

战斗开始不久，即进入白热化状态。城东
线，特务团突击队第四连在敌人集束手榴弹迫
击下，前仆后继，架梯登城。战士傅延祥，为
了不让梯子被敌人推下来，用肩膀将梯子死死
顶住。几个伪军集中向他射击，但他毫不畏
惧，像一座钢铁铸成的巨人，屹立在炸弹的火
光中。救下来之后，卫生员发现他身上负伤11
处，全身衣服被血浸透。

我特务团后续部队一部，被敌人的强大火
力压制在城墙下的一片开阔地里，伤亡大量增
加。没有牺牲的同志翻滚回护城壕，暂时躲避
激烈的炮火。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壕沟污水
里浸泡着牺牲战友的遗体，一具具漂浮在周
围。战士们长时间泡在水里，蹲不下，站不
稳，又饥又累。阵地上的战友，只好将窝头扔
进水里，让他们捞起充饥。这些战士一直坚持
到天黑，才撤回阵地。

城东南角，滨海军区第四团的指战员也
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架桥组的战士一排
排地倒了下去，又一排排地冲上来扶住云
梯，有5名战士终于跃上城头。就在这关键的
时刻，掩护冲锋的重机枪没能封锁住南门的
城楼，敌人火力击断登城云梯，封锁住即将
登城的第二梯队。城墙上的5名战士孤军奋
战，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南门城楼的
敌人端着步枪、轻机枪，成群地向东冲来。
早已占领东南角碉堡的战士，投出一枚炸
弹，炸倒了前面的几个敌人，但冲在前面的
一名战士不幸中弹倒下。这时东城的敌人也
由北向南，对战士们夹击。冲锋的战士们复
退回碉堡，向外投掷炸弹。他们拼完所有的弹
药后，同敌人展开了肉搏，又有1人牺牲。没
有倒下的战士，毅然翻身跳下十几米高的城
墙，爬回我军阵地。

紧接着第二次攻击，也由于伪军死命顽
抗，又加上城防坚固，特务团、第四团第三
营、第十一团第三营虽然打得勇猛顽强，但都
被反击到城壕内，攻城部队遭到重大伤亡。

8月22日，前线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下一
步作战计划。山东军区命孙继先参加战役指
挥。

8月27日，攻城部队发起第二次总攻。十一
团第三营的“岱崮连”由城东主攻。凌晨3时，
爆破手一组组沿城东一短墙的洞口冲向城墙，
将城墙炸出1丈多宽的斜坡。在第二组炸药炸响
的同时，指战员乘梯冲向突破口。后续部队也
呐喊着游过城壕。这次争夺，“岱崮连”没能
得手。紧接着突上去的第七连，也被伪军反击
下来。战斗进行3个小时，三次强攻均未奏效，
第二次总攻再次失利。

鉴于多次强攻失利，罗荣桓增派滨海军区
司令员陈士榘参加前线指挥。力量配置上，增
调第四团的两个营、山东军区的炮兵营、工兵
营，以发挥技术兵种的力量。陈士榘到临沂前
线后，于8月28日召开作战会议，重新确定了战
斗部署。

各部队配合军事进攻，展开了强大的政治
攻势，昼夜向敌人喊话，掀起了一场“舌
战”。

在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坑道作业也加紧
秘密进行。挖掘坑道的任务由第十一团和滨海
军区工兵营执行，为了避开城壕水流，最后选
定护城河离城墙较近的城西北角，将坑道挖得
很深。经过8个昼夜的奋战，一条几百米长的坑
道终于挖成。里面用棺材装上了6000斤黑色炸
药，等待着第三次总攻的到来。

9月10日凌晨，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城西
北角的大碉堡被炸得无影无踪，城墙上闪出一
道30多米宽的大豁口。城四面立即响起了密集
的枪炮声和八路军战士的奋勇冲杀声，担任主
攻的第四团奋勇冲上突破口，敌人聚集重兵死
守突破口。第一次攻击，因遭伪军正面顽抗及
左右两翼交叉火力的封锁，未能成功。

12时，第四团组织第二次攻击。战斗打响
后，双方猛烈的火力交织成一片片火网，有一
个连被阻在突破口下。由于敌人火力猛烈，强
攻部队再次退了下来。白天两次攻击失利后，
攻城部队调整部署，主攻任务改由富有攻战经
验的军分区部队十一团担任。

9月11日零点，最后的总攻开始了。城西北
作为主攻方向，东面、南面佯攻配合。十一团
的爆破手，冒着敌人密集的弹火，把五六十斤
重的炸药包一次次地送到突破口两边的城墙
上，实行连续爆破，城墙断壁不断扩大，突击
部队冲上了突破口的斜坡……我军在打退敌人
的八次反冲锋之后，战斗向城墙两翼扩展。

城外待命的第四团、特务团等部队也迅速
进入城内。至此，两万多解放大军齐聚城内，
与伪军展开巷战。指战员冒着敌人的毒气，集
中强大的火力，将顽敌分割成无数碎块，一片
片地吃掉。

经过8个小时的巷战，守敌4000人，除少数
破城时逃窜外，大部被歼。

山东抗日军民大反攻作战中打得时间最
久、也最残酷的临沂攻坚战胜利结束了，被日
伪占据7年零4个月的临沂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
手中。随后，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机关即迁
驻临沂，临沂成为山东战场大反攻的指挥中
心。

■ 红色记忆

爆破英雄、副排长万保全和一名战士，把100斤的炸药包捆在带叉的长竿上进行第三次爆破。他们飞快地靠近中心炮楼，

把炸药包贴在炮楼墙上。万保全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山摇地动，炮楼炸塌了。爆破英雄万保全壮烈牺牲。

沂 蒙 反 攻

沂水战役中我指战员在隐蔽接敌

临沂战役中八路军飞越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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