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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泛区的历史上! 一前一后! 曾

经有两个黄泛区复兴局 ! 尽管名称相

同! 业务相近! 都是只存在了不到一年

时间! 但却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政府! 一

个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一个隶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其工作实

绩也是大相径庭"

!"#$

年! #

%

$

&$

% 日寇宣布无条件

投降后! 根据国际协定! 联合国对数十

个遭受战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援助& 具

体负责这一业务的机构是联合国善后救

济总署 '简称 (联总%)& 中国当时是救

济的重点& (联总 % 总部设在华盛顿 !

最高长官为总署长 ! 常务机构为理事

会! 施行机构是分设在各国的分署& 中

国当时与 (联总% 的对接机关是国民政

府行政院! 行政院成立了 (行政院善后

救济总署% '简称 (行总%)! 专门协助

联合国救济总署开展工作& 解放区在邯

郸设有解放区救济总署! 负责人为董必

武! 专司对解放区灾民的救济工作&

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
&"#$

年
"

月在河南开封! 即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

署河南分署 % 所在地设立了驻豫办事

处! 开始开展对黄泛区的救济工作& 一

是办了五期曳引机训练班 ! 培训学员

'((

多人! 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新中

国农机事业的开拓者& 二是在黄泛区腹

心西华* 扶沟建立了三个复垦队! 用机

器垦荒& 三是对灾民发放熟食 * 衣服 *

劳动工具! 并实施打井* 捕蝗* 修路等

开发性救济&

!")*

年
&&

月
+$

日! 联合国第三届

代表大会决定撤销 (善后救济总署% 这

一机构! 撤回派往各国的工作人员! 并

把全部的物质留给当地& 当时国民政府

成立了 (行政院黄泛区复兴局% 接管原

(联总 % * (行总 % 的全部工作 ! 并在

豫* 皖* 苏三省建立了三个分局& 河南

黄泛区复兴分局局长是王式典& 原 (救

济总署% 的中方工作人员 ! 根据志愿 !

或遣散或过渡到复兴分局工作& 但此时

国民党政府在战局上正节节败退! 复兴

分局的工作人员仅领了两个月工资! 后

来就没有了着落! 人心动荡! 根本就谈

不上再搞什么 (复兴 %& 此时 ! 黄泛区

的大多数县已建立了人民政权! 当时的

(扶 '扶沟 ) 太 '太康 ) 西 '西华 ) 政

府% 曾先后派副县长王熬夫* 县府秘书

郑献廷等到复兴局开展工作&

!")%

年
"

月! 豫皖苏行署以复兴局所属复垦队为

基础! 在扶沟练寺建起了豫皖苏黄泛区

农垦学校 ! 崔玉华任校长 &

!")"

年
)

月! 该校迁至开封! 更名为河南省农业

学校&

!")"

年
!,

月 !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会议上! 周恩来总

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河南代表* 时

任河南省农业厅厅长的许西莲和时任豫

皖苏行政公署农垦学校校长的崔玉华两

位同志就黄泛区复兴问题所作的大会发

发言及书面报告后! 对黄泛区复兴工作

高度重视! 立即指示组建高规格的黄泛

区复兴委员会! 尽最大努力搞好黄泛区

的复兴工作&

&"$(

年
,

月! (中央黄泛区复兴委

员会% 正式成立! 当时的中央财经委主

任* 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任主任! 成员

有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水利部部长傅作

义*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农业部部长李

书城*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等&

&"$(

年
-

月
,&

日 ! 中央黄泛区复

兴委员会复兴局在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

封成立! 局长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

兼任! 副局长有两个! 一个是原安徽省

宿 '宿县) 蒙 '蒙城) 怀 '怀远) 工委

书记赵一鸣! 一个是
&"--

年就已加入中

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前在黄泛区一带

多年进行武装斗争的路岩岭&

-

月
,*

日! 局机关由开封搬到黄泛

区的腹心西华县城黉学庙& 当时复兴局

下设机耕科 * 农业科 * 宣教科 * 财务

科* 医疗队等&

)

月! 中央农业部又分配给复兴局

*(

多名拖拉机驾驶员! 组建机耕大队进

行垦荒&

复兴局成立近一年主要抓了四件大

事& 一是协调当地政府! 组成了几十万

人的治河大军! 先后疏通了颍河* 贾鲁

河及双洎河! 排除了内积水+ 二是开展

防疫卫生工作! 防疫治病
&*(

多万人次!

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蔓延& 三是动员和

帮助回乡农民累计开荒
&(((

多万亩! 其

中机耕
)(

多万亩+ 四是在扶沟练寺* 西

华清河驿建起了两个苗圃! 在西华西夏

亭建了一个农场&

&"$(

年
&,

月 ! 赵一鸣 * 路岩岭受

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复兴局局长吴芝圃

委派
.

赴北京向复兴委员会汇报工作 &

黄泛区复兴委员会主任陈云向周总理

电话报告此事 ! 周总理指示会在中南

海召开 ! 五部部长全部到会 & 周总理

听取汇报后 ! 对复兴局的工作给予赞

许 ! 说 , #复兴工作完成得很好 & 唯

灾民房子没有建起来 & 按粮食收成 !

比许多县还要好些 & 地可以按户分给

农民 ! 三年不要粮 & 地多人少 ! 农民

分不完 ! 黄泛区可以建个大农场嘛 & %

大家齐声同意 & 于是经过紧张筹备 !

&"$&

年
&

月 ! 在原复兴局的基础上黄

泛区农场正式建立 ! 原复兴局副局长

路岩岭任场长兼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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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郁

抗战时期的西华部队成立于
1"-%

年

$

月&

*

月!西华部队第一次东征---出兵

水东! 沈东平等十八勇士血染马路口+

11

月! 西华部队组成千人东进支队奔赴豫

皖苏边抗战+

1"-"

年底!西华部队果断摆

脱国民党的控制! 到永城与新四军游击

支队会师& 在抗日战场上!西华部队的官

兵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为抗日救国作出

了伟大贡献&

一"西华抗日武装的建立

1"-%

年
$

月初! 在豫东特委的领导

下!全县开始组建抗日武装& 县长楚博以

县政府的名义布告全县,

1%

至
-(

岁的青

年参军!豫东特委号召共产党员和参加过

抗日训练班的学员要带头参军&

$

月底!

-(((

人枪的 (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正式

成立&

豫东特委收记沈东平任参谋! 而实

际上是政委+西华县长楚博任司令+ 王

其梅任政治部主任+四个区长胡晓初*屈

申亭* 侯香山* 魏凤楼任副司令! 同时

每人又兼本区的团长&

/

月中旬!因魏凤楼带几百人武装去

扶沟任县长 !(自卫团 %改称 (自卫军 %!

整编为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

沈东平*楚博*王其梅职务不变!胡晓初*

侯香山*屈申亭分任三个支队的司令&

*

月! 陕北干部学校政治大队政委

长征干部李耀! 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

绍!直接到西华工作& 沈东平接见了他!

任西华抗日自卫军副参谋长&

%

月!老红军团政委滕海清到西华!

任一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

"

月!陕北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长

征干部孔石泉奉命由延安到西华! 任西

华抗日自卫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

二"三次东征

*

月中旬!西华抗日自卫军一支队*

三支队
1$((

多人 !在楚博 *沈东平的率

领下! 东渡新黄河到达水东睢杞太地区

同日伪作战&到睢县的平岗驻扎!距日军

据点河堤岭仅
17

里&

,%

日! 沈东平得知日军四五十人押

运多辆汽车*马车军用物资!经马路口去

河堤岭的消息!当即决定在马路口伏击&

沈东平带的一排人埋伏到路两边的院子

里!当押运车辆的日军进入伏击圈时!沈

东平率先开枪!于是全排开始对敌射击!

当场毙日军
,(

多人& 由于敌人对情况不

明!其尖兵发现被伏!并没回救 !而是跑

向河堤岭& 当时! 全排因打了第一个胜

仗! 都很高兴! 想扩大战果再搬运战利

品& 河堤岭之敌很快来援!百余敌人包围

了手枪排& 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下!沈东平

等退守一处大院子! 最后退守到一楼房

据高坚守&

很快!睢县*柘城县的日军乘汽车赶

到!而我后援部队被日军火力封阻&退守

楼上的十八勇士只要敌人接近! 就近射

击!不让敌人攻占楼房& 最后!日军用机

枪火力把楼房门窗封死! 战士不能抬头

把枪伸出去& 日军用汽油* 柴草放火烧

楼!沈东平等十八勇士壮烈牺牲&

这是西华部队第一次东征&

1"-%

年
1(

月! 彭雪枫率领东征部队

从确山竹沟出发来到西华!和西华部队及

吴芝圃率领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

队*萧望东率领的抗日先遣大队在西华杜

岗胜利会师!并成立了新四军抗日游击支

队& 而后从西华出发东征豫皖苏边&

11

月!彭雪枫代表河南省委电示西

华部队分出一部东进! 配合游击支队在

太康淮阳一带打游击& 西华部队很快组

成千人枪的东进支队!由李耀*周季方等

带领!下属两个大队&东进支队东渡新黄

河后!边筹集冬衣!边与日伪军周旋 !以

策应游击支队&

1,

月底!在永城县书案店与新四军

游击支队会师并召开会师大会! 西华部

队完成了第二次东征&

1"-"

年初! 国民党下令把西华部队

改编为第一战区抗日自卫军第七路 !

$

月!又把西华部队调往周口驻防&由新任

专员刘庄甫兼任司令!胡晓初*侯香山任

副司令&这时西华部队辖二个支队&一支

队队长胡晓初兼任! 二支队队长侯香山

兼任&

西华部队到周口后!

11

月! 国民党调

西华部队去舞阳---准备吃掉西华部队&

豫东特委召开会议以研究对策!认为西华

部队东进时机已经成熟!各级军政干部的

思想工作和物资都要做好准备!决定先西

行!佯称接受去舞阳改编!摆脱周口的国

民党势力!再伺机东进&

第一天!西华部队走了三十里!就吹

立正号了& 第二天又走三十里就准备宿

营了&同行的刘庄甫(司令%很生气!埋怨

西华部队拖延时间! 而豫东特委则果断

决定,停止西进---扣押刘庄甫&

晚上!胡晓初向刘庄甫申明,你当你

的专员!我们要向东去抗日&三天之内不

许报告西华部队的行动! 我们现在保证

你的生命安全! 你要保证我们家属的安

全!如出意外!那后会有期&

刘庄甫只得都答应照办& 于是扣押

了刘庄甫!当夜立即掉头向东急行军& 等

国民党第一战区接到情报! 即派骑兵尾

追&

西华部队一路疾进& 第三天到界首

的新黄河边上! 侯香山带一连兵力集中

1,

挺机枪成功阻击国民党追来的骑兵!

迅速渡河& 过河后!经两天急行军!又有

一条河挡住去路!桥上有守敌不让通过&

侯香山带一队人马先另选地方绕道过河

后!从后面对桥上守敌发起攻击!将守桥

敌人驱逐!部队顺利过桥&

过了新黄河到了敌占区!所经各村!

村村打枪!处处喊叫+老百姓手执长矛大

刀!站在较远的地方喊叫*威胁 !不靠近

也不走远&原来他们是红枪会联防!一有

情况!四方声援&

情况既明! 一支队三大队长刘少庸

曾参加过红枪会! 懂得会道* 隐语和规

矩&于是带上两名警卫员!买了黄表纸和

香烛鞭炮前去接洽&按红枪会的礼节!刘

少庸在神像前烧纸*上香*跪拜*叩头&然

后说明,我们是抗日队伍!现在要和新四

军共同抗日!保护老百姓!在此借道 !望

给方便&第二天出发时!西华部队斗志昂

扬!高唱着抗日战歌!向群众挥手致意 !

一路东进&

部队赶到涡河边! 彭雪枫已派人派

船接应&至此!西华部队的第三次东征胜

利完成&

三"浴血豫皖苏边

很快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番号为新四

军六支队!西华部队编为六支队二总队!

辖第四第五两个团&总队长胡晓初!副总

队长侯香山*屈申亭!政委向明&

第二总队第四团团长胡晓初兼任 !

第五团团长侯香山兼任&

西华部队整编后!

1")(

年春季!按上

级命令先后消灭了对永城危害最大的地

方恶势力---土匪高秃子部和伪军王福

来部& 二百余人匪顽被歼! 高秃子被击

毙!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它战利品&

因战斗频繁!大量战斗减员和非战斗

减员数量不断增加!到
1")(

年
$

月!第二

总队两个团合编为一个团!仍称二总队&

在
/

月
1

日! 日军分三路突然进攻

游击支队驻地新兴集& 司令部立即命二

总队四团向东南阻挡来犯之敌& 四团立

即跑步到一个叫鸭子流的地方准备战

斗&这是敌人进攻必经之地&西华官兵表

示此战宁愿战死! 不准日本鬼子打到新

兴集& 团长胡晓初命令, 一营为第一梯

队!二营为第二梯队接敌&孙营长带一营

跑步去占领一个村庄! 正好和打着几面

太阳旗的鬼子先头部队相遇! 双方都不

明对方情况!一接火就很猛烈&从上午九

点打到下午两点! 虽多次打退敌人的进

攻!但一营伤亡很大!且弹药将尽&

密切关注着战斗进展情况的团长胡

晓初下令,(二营上. %

张曼萍带全营冲进村子! 与敌人死

拼!天快黑的时候!日本鬼子开始撤退 &

二营发起追击!一路又消灭不少鬼子&四

团胜利完成了阻敌任务! 保卫了新兴集

司令部的安全&

这次战斗!西华部队伤亡尤其惨重!

四团二营四连牺牲大半!营长负重伤&

第二天!二营一连奉命去掩埋战友&

1((

个战友的遗体中! 就有
"(

个西华的

战友!他们中间有战士*班长*排长*司务

长&他们都是从西华一同出发来到这里!

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

月底!西华部队再缩编为一个加强

营& 后再改编为六支队二团四营&

1")(

年
*

月! 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

南下部队与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

队!#西华营%成为四纵五旅警卫营!任务

是保卫旅司令部机关!随旅司令部行动&

11

月! 警卫营随司令部驻扎皖北蒙

城县的板桥&一天夜里!警卫营排长冯建

忠带一个班在桥上放哨&天未明!敌人偷

袭! 冯建忠指挥全班凭借工事把前面的

十几个敌骑兵打得人仰马翻& 紧接着敌

人大队人马开始向桥上进攻! 全班向敌

人打了一阵枪和手榴弹后撤出! 抢占另

一有利地形 !直到敌人离
,(

米时 !排长

下令#打. %前面的伪军被炸得血肉横飞!

后面的鬼子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敌人很

快调整为炮火掩护! 全班战士在排长的

指挥下!凭借地利虽再次将敌击退!但牺

牲了副班长&然后敌人动用了燃烧弹*汽

油弹!冯建忠刚喊了一声 #撤 %就中弹牺

牲了!接着又倒下一名姓孙的战士&剩下

的七个人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撤了出来 !

为全旅部署作战赢得了时间&

下午三点!敌人再次发起进攻& #西

华营 %提出 #保阵地 *保旅部 %的战斗口

号!敌人的五六次进攻都被 #西华营 %打

了回去&最后弹尽后撤!三排长赵长顺和

十多名战士先后殉国&

战斗一直打到夜里停止! 第二天一

早再战& #西华营%不仅大量杀伤敌人!还

在教导员刘瑞方的指挥下! 用机枪击落

日军飞机一架!机上
-

名日军当即毙命&

战斗结束后! 彭雪枫等纵队领导在飞机

残骸前留影纪念! 将机骸送往洛阳供军

民参观&

#西华营%为最后击溃日军取得板桥

战斗胜利又遭重大伤亡&

1")1

年皖南事变后! 八路军四纵五

旅改称新四军四师十一旅 !#西华营 %由

五旅警卫营改称十一旅警卫营&

1")1

年
)

月! 西华官兵组成的警卫

营编入四师十一旅三十一团! 序为第二

营&该营在而后的津浦铁路西反扫荡中!

转移到津浦路东的反顽斗争中! 特别是

在
1"))

年
%

月回师路西收复失地的第

一战---小朱庄战斗中!都是担任主攻&

全营英勇作战!屡立战功!直到迎来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

!"#$%&'()

黄樵松 ! 字道立 ! 号怡墅 !

原 名 黄 德 全 ! 太 康 县 北 街 人 !

1"(1

年
$

月出生 & 先念私塾 ! 再

入县高等学堂 ! 后考入国立淮阳

中学 &

1",,

年 ! 他愤于国家贫弱 !

立志从军报国 ! 中断学业报考了

冯玉祥的学兵团 &

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后 ! 黄

德全随侍左右 ! 出于尊敬 ! 为避

长者讳 ! 改名黄樵松 &

1"-*

年
*

月 ! 卢沟桥事变发

生 ! 驻守湖北的
,/

路军开赴华北

前线御敌 & 黄樵松时任
*"

旅旅

长 ! 他写给妻子王怡芳的信中说 ,

#此次挥师北上 ! 将与日倭决一死

战 . 他不死 ! 我便亡 ! 最后关头

便是今日 &%

北平 * 长辛店 * 良乡等地先

后沦陷 ! 为阻止日军沿平汉路南

进 ! 黄樵松奉命率
*"

旅为先头部

队挺进良乡附近 &

*

月
,"

日夜 !

占领琉璃河 * 马头镇 ! 继而派出

便衣队在良乡以北地区袭击敌人 &

%

月
,

日! 在良乡 * 窦店间遇敌装

甲车一辆 ! 载日军数十人 ! 黄指

挥部队将敌车包围 ! 全歼日军并

将装甲车击毁 & 在战斗进行中 !

日机曾低飞盘旋 ! 被击落一架 &

敌不甘心 ! 复以汽车数辆 ! 装甲

车两辆载步兵百余人疯狂反扑 &

黄指挥部队沉着应战 ! 将其击退 &

%

月
11

日 ! 南口方面战事吃紧 !

为牵制日军 ! 蒋介石急电孙连仲

令
,*

师 #即速进占良乡 % & 黄奉

命派出一个营 * 一个机枪连及便

衣队当夜出发 ! 翌日凌晨
,

时半

一举攀上城垣 ! 冲入街市 ! 与日

军展开巷战 & 日军经此意外袭击 !

丢盔弃甲 & 良乡城几乎全部克复

时 ! 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 ! 黄率

部撤出&

黄旅在琉璃河一带坚持了
)(

余日 ! 为保证友军在涿州 * 保定

一带构筑防御工事 ! 以及从侧面

支援南口抗战 * 掩护卫立煌军前

往南口增援都起了积极作用 & 直

到
"

月
1)

日日军从固安方面渡永

定河 ! 三次冲入窦店并包围马头

镇 &

1(

月 ! 黄樵松率部随
,/

路军

转战晋东 ! 陈兵娘子关 &

1(

月
1)

日 ! 日军
**

联队入侵旧关及僮泽

关 ! 黄率
*"

旅迎战 ! 进攻日军驻

地核桃园 * 关沟 ! 经两日激战 !

肉搏十余次 ! 将关沟之敌歼灭 &

击毙敌大队长中岛利男 * 少佐鲤

登及其以下官兵
-((

余人 & 黄樵

松曾赋诗讴歌这一胜利 , #陈兵

娘子关 ! 壮志溥云间 & 笑斩鲤登

头 ! 放歌大坂山 &%

居雁门关东南的
1(((

号高地

由黄旅固守 & 日军曾多次进攻均

未得逞 &

,1

日 ! 敌增调
-"

联队配

以飞机大炮猛烈攻击 & 黄旅守军

与敌展开肉搏数十次 ! 至
,-

日山

顶工事完全被毁平 & 经此战斗 !

黄旅能战官兵仅剩
)((

余人 ! 但

忠勇之气丝毫不懈 ! 均抱与阵地

共存亡之决心 & 此后 ! 随着太原

失守 ! 山西战局急转直下 & 黄旅

奉命向晋南洪洞县集结途中 ! 曾

在霍县韩封侯岭布防 ! 给南下日

军以打击&

1"-%

年
1

月 ! 孙连仲部由晋

调豫修整 ! 黄樵松升任
,*

师师

长 &

日军占领南京后! 企图打通津

浦线! 向徐州方面大举进犯&

1"-%

年
-

月 ! 孙连仲第
,

集团军奉命

开往徐州东北的台儿庄 &

,,

日 !

孙连仲率部到达台儿庄 ! 以池峰

城第
-1

师占据台儿庄城寨及附近

地区 & 黄樵松率
,*

师由贾庄夜里

行军向台儿庄附近集结 & 翌日晚 !

日军突破台儿庄东北角 ! 与池峰

城部展开激烈战斗 ! 黄部在斐庄 *

枣庄一带与敌展开拉锯战 &

,%

日 !

日调集兵力 ! 再次发起猛攻 ! 从

西北角冲入台儿庄内 & 黄部郭团 *

杜团分向刘家湖 * 邵家庄 * 前园

村 * 坟上等处进攻 ! 并占领邵家

庄 ! 迫近刘家湖 &

,"

日 ! 矶谷率

师团主力自峄县附近南下 ! 坂垣

师团之坂本支队从临沂南下 ! 一

起猛扑台儿庄 & 黄樵松
,*

师与张

金照
-(

师分左右两翼出击&

)

月
,

日 ! 黄挑选奋勇队员
,$(

人 ! 从

台儿庄东北角攻入 ! 延至东门 !

乘势向西北扩展 +

-(

师攻进西北

角 & 翌日 ! 台儿庄内日军向我发

起总攻 ! 集中炮火轰击东南角 !

黄部始由庄内撤出 &

)

月
/

日 ! 我

军对台儿庄发起全线反攻 ! 黄部

分向纪庄 * 王庄猛攻 ! 进抵沧汪

庙 * 东庄 * 李庄 * 陶沟桥等处 &

敌不支溃逃 ! 晚
11

时将各村占

领 & 我大部随即向刘桥 * 刘家湖

进击 ! 肃清各村之敌 & 此时池师

等部也将庄内日军肃清 ! 从而取

得台儿庄战役胜利 & 在台儿庄血

战中 ! 黄樵松自始至终率部战斗

在第一线 & 在这次战役中黄部付

出了重大的牺牲 ! 战后黄部仅编

为一个旅 ! 在追击敌人的战斗中

担任军预备队&

$

月 ! 日由晋冀抽调大军南

下 ! 企图攻略徐州 & 黄部受命驻

守徐州西北九里山附近 & 徐州被

日军包围 ! 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决

定分五路突围 ! 黄部
,*

师与
-(

师奉命掩护友军撤退 &

$

月
1"

日 !

敌步 * 骑 * 炮兵附战车数十辆 !

在空军配合下猛攻
,*

*

-(

师阵

地 & 虽孤军奋战极力苦撑 ! 但阵

地屹然未动 & 至下午
$

时 ! 待徐

州城内军队全部撤离 ! 黄始率部

冲出重围!

,)

日到达淮阳附近&

1"-%

年
%

月 ! 武汉会战大别

山北麓战役开始&

"

月上旬 ! 黄樵

松部在潢川以南地区与日军进行

过一些战斗 & 中旬 ! 日军
1-

*

1/

师团等部相继侵占叶家集 * 商城

等地 ! 沿商 '城 ) 麻 '城 ) 公路

进犯大别山 ! 集主力攻击商麻公

路上的战略制高点鸦雀尖 ! 发誓

要拿下这一战略要地 & 黄樵松亲

自指挥保卫鸦雀尖 & 当战斗激烈

之时 ! 师指挥所从山腰搬到山头 !

黄樵松和参谋人员昼夜围着地图 !

指挥作战 & 黄师与敌人在商麻公

路鏖战月余 ! 直到
1(

月下旬武汉

撤守前夕 ! 日军始突破大别山 &

,*

师经老河口退到南阳休整补充&

1")(

年 ! 豫南日军分数路向

我进犯 !

$

月
1

日在明港附近遇

到黄樵松等部左右夹击 ! 损失惨

重 ! 至
$

日被歼
,(((

余人 & 这一

消息轰动了后方 ! 各报都在显著

位置上加以报道 &

$

月
1%

日 ! 黄

樵松为配合友军进攻信阳 ! 派出

一团人趁夜穿过敌据点 ! 突入敌

人占领的信阳车站周围 ! 出其不

意地消灭了一批日军 ! 并放火焚

烧了敌仓库 & 这一行动 ! 也给了

全国军民以鼓舞 &

守卫南阳是黄樵松参加抗日

的最后一次激战 ! 也是他抗日史

上的光辉篇章 &

1")$

年
-

月 ! 日

军集结
$

个师团并骑兵第
)

旅团

共
*

万多人 ! 战车百余辆 ! 于
,1

日分路向南阳 * 老河口 * 襄樊进

犯 & 黄樵松此时已调任
/%

军
1)-

师师长 ! 受命固守南阳 & 他一面

督促部队整修城防工事 ! 一面屯

积粮秣弹药 ! 还备棺材一口 ! 亲

笔书写 #黄樵松灵柩 %! 表示决心

与南阳共存亡 & 战斗打响后 ! 黄

率部顽强抵御 & 当独山为日军占

领后 ! 黄樵松迁师部于一酱菜店

的顶楼上 ! 白天凭栏指挥 ! 入夜

亲临前沿阵地 & 日军集中火力攻

打小西关 ! 黄部连续打退敌人多

次进攻 + 东关 * 北关的守军与日

军展开了巷战 & 守卫马武冢 * 卧

龙岗 * 元妙观的
),"

团三个排 !

在战斗中歼敌近千人 ! 直到弹尽

援绝 ! 全部壮烈殉国 & 经七昼夜

激战 ! 顶住了敌人的进攻 ! 我阵

地巍然未动 ! 而后黄部受命突围 &

)

月
1

日夜 ! 官兵涉水渡过白河 &

黄樵松告别战地曾赋诗 , #别矣

南阳城 ! 回顾复回顾 ! 红杏暗送

香 ! 白水牵衣诉 &%

日本投降后 ! 黄樵松任
-(

军

副军长 ! 他坚决反对内战 &

1")%

年
*

月 ! 华北野战军逼

近太原 &

11

月
1

日 ! 黄樵松给徐

向前司令员送去表示决心起义的

信 &

)

日 ! 因有人向阎锡山告密 !

黄樵松被诱捕后押往南京 &

11

月

,*

日! 黄樵松在南京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