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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四军作战中牺牲的首位

团职干部，将青春永远定格在江南烽

火中。

“……萧国生不愧为抗战中政工

人员的模范。”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

司令员的陈毅在《追悼模范政工人员

萧国生》一文中指出。

萧国生，1916年出生于湖南浏阳

一个贫苦农家。14岁，他便背着简陋

的竹筒枪加入了浏阳赤卫六师（次年

秋编入湘鄂赣苏区红军独立师），17
岁成为共产党员。1934年，因在战斗

中左腿重伤致残，未能参加长征，他

却以钢铁意志留在湘鄂赣边区，投身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全民族

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老兵归队”

的号召，告别新婚妻子陈罗香，毅然

奔赴苏南敌后。

在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

工作成效卓著的萧国生很快从一团

政治处宣传股长成长为二团政治处

主任。1938年春夏之交，部队初抵苏

南地区，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敌后抗

日游击根据地。

面对陌生的水网与丘陵山地交错的作战环

境，战士们难免忐忑、顾虑重重。萧国生深入连

队，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用细致的思想工作消

除了大家的顾虑，成为大家信赖的知心人。1939年
2 月，在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被一致

推举为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青

年人模范”。

他的模范作用，更体现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

出。1938 年，霍乱疫情如恶魔般席卷茅山，数百个

村庄陷入绝望之中。“我去！我保证做好组织协调

工作！”萧国生主动请缨，带领 140多人的救援队深

入死亡地带。他们为病人清洗、抬埋尸体，与死神

赛跑。瘟疫最严重时，千人大村仅存二三百人，救

援队员也不断倒下。当瘦脱了形的萧国生返回部

队，战友几乎认不出他。而茅山百姓含泪传颂：“共

产党、新四军是人民的救命恩人！”

萧国生不仅是政工楷模，更是统战能手。为打

开茅山抗战局面，他只身拜访拥有众多自卫武装力

量的著名实业家纪振纲。面对对方宅邸森严的戒

备，年轻的萧国生从容不迫，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娓娓道来。当纪振纲质疑“贵军如何战胜

强敌”时，他目光灼灼：“侵略者没有民众支持，眼睛

是瞎的，耳朵是聋的，就会处处挨打！”纪振纲被折

服，从此为新四军提供了宝贵支持。

他死战不退，血洒疆场。1939年 3月 7日，江苏

镇江县（今镇江市丹徒区）上会、下会村硝烟蔽日。

日军重兵合围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驻地，萧国生断

然拒绝先行转移：“这样的生死关头，我怎能先走！”

他亲率一个连拼死阻击，掩护主力突围。激战中，这

位年仅 22岁的指挥员身中数弹，壮烈牺牲。茅山百

姓千人自发哭别英魂，百里外的乡亲扶老携幼赶来。

时光荏苒，精神永存。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白兔

镇，当年血染的土地，一条由村庄通向镇上的道路被

命名为“国生路”。更名仪式上，村民指着新路牌郑重

地说：“这条路要好好走，不能忘记了烈士的名字。”

“霍乱疫情中，萧国生同志带领医疗队救活了

数百名群众，这是他当时穿过的衣服。”一件褪色的

军装前，年轻的讲解员动情地向参观者介绍。位于

句容市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珍藏的 32件遗物和

10多本史料静静地诉说着萧国生的壮志豪情。

锈蚀的皮带扣、子弹壳、印章、钢笔……诸多红

色文物前，常有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凝望——当年

14岁的浏阳少年背着竹筒枪走上革命路，把生命化

作火炬，照亮民族解放之路。

新华社南京7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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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暑假，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红格

尔图镇游客如织，红色研学热潮

持续升温。

“绥远抗战，是中国抗战史

上取得完全胜利的局部抗战，被

毛泽东高度赞誉为‘全国抗战之

先声’。”红格尔图抗战纪念馆讲

解员李涛对一群小学生讲述起

当年的抗战故事，“这场抗战由

爱国将领傅作义率部发起，以红

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等为

主要战役，坚决抗击日军进犯。”

1936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在中华大地上步步紧逼。察东、察

北地区被侵占，冀、察两省被特殊

化后，绥远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

中部和南部地区）直接暴露在日军

威胁之下，成为下一个侵略目标。

红格尔图，位于绥远与察哈

尔（主要辖区在今河北西北部和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交界要

冲，战略位置重要。

1936 年 11 月，日本侵略者

率领日、伪军对红格尔图发起猛

烈进攻。彼时，敌我力量对比极

为悬殊：敌人当时有 5000 余人，

且配备装甲车、飞机、野炮等重

型武器；而驻守红格尔图的中国

军队仅有 300 余人，武器装备也

只有简陋的来复枪。

面对严峻形势，傅作义部迅

速调整作战部署，调兵遣将，下

定决心歼灭进犯之敌。11 月 19
日，傅作义部出其不意发起攻

击，敌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全

线溃败。我军成功摧毁敌指挥

官田中隆吉等的前线指挥部，累

计毙伤日、伪军数百名，俘虏 300
余名，缴获汽车、弹药等大量军

用物资，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的

完全胜利，绥远抗战首战告捷。

“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

的牺牲精神，中国军队以弱胜

强，创造了光荣战绩。”乌兰察布

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一级

主任科员李晓婷说。

当时，绥远北部的经济与交

通中心，约 300公里外的百灵庙，

已被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蒙政

权控制。日、伪军在红格尔图惨

败后，因惧怕中国军队乘胜追

击、捣毁其在百灵庙的伪政权，

急忙收拢兵力，加紧百灵庙外围

防务，企图伺机再犯绥远。傅作

义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当机立

断，决定收复百灵庙。

11 月 23 日夜，傅作义部冒

着零下 20摄氏度的严寒，秘密向

百灵庙进发。24日零时，总攻信

号骤然响起，战士们奋勇冲锋，

突破敌军防线。激战至 24 日上

午，毙伤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

获枪炮、电台、粮食等大量物资，

成功收复百灵庙。此后，日、伪

军又多次集结兵力反攻，均被我

军击退。绥远抗战取得又一次

重大胜利。

“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

役的胜利，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

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坚定决心和强大力量，彰显了中

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

李晓婷感慨道。

英勇抗争的历史永远被人

民铭记在心。如今，新建的红格

尔图抗战纪念馆内，当年战士们

使用过的来复枪、锈迹斑斑的手

榴弹壳、泛黄的战地日记静静躺

在展柜中，还有根据历史场景复

原的战斗沙盘，每一件物品、每

一处场景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

段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

“每年都有万余人来到这

里，缅怀先烈。”红格尔图镇党委

书记郭晓飞说，绥远抗战所彰显

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

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华儿女

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8日电

铁血绥远：烽火淬炼的抗战壮歌
新华社记者 哈丽娜

“使你们老人家为我牵心，
这是我的不孝处，望你们老人家
饶恕这次。”

“老实来说，我对我的志愿，
情愿拿性命来卫护她。”

在位于陕西省蒲城县的包
森故居，一封给父母的家书静静
陈列，满纸流淌着包森忠孝难全
的家国情怀，令参观者驻足动容。

电影《剑吼长城东》中令日
寇闻风丧胆的鲍真，其艺术形象
的原型，正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
主要缔造者之一、八路军冀东军
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包
森，一位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
寒，1911 年 7 月生于陕西省蒲城
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从青少年时
期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
多次被捕仍矢志不渝。

1937 年 3 月，包森被派往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
七事变后，他从延安随八路军奔
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辗转作战，后任 33大队总
支部书记。1938 年 6 月率 40 多
人在河北兴隆一带开辟抗日游
击区。任职期间，包森率部英勇
作战，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歼

灭日、伪军数百人，缴获枪支数
百支。1939 年 4 月下旬，包森指
挥部下巧妙活捉日本宪兵大佐
赤本，一时震动日本朝野。同年
秋，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
司令员。

包森智勇双全，屡创奇功。
1940 年 7 月，包森率部设伏蓟县
白草洼，与日军激战 14 个小时，
全歼日军骑兵精锐关东军武岛
骑兵中队，首开冀东整连全歼日
军战斗的先河。

1941年冀东军分区打击伪治
安军的作战行动开始后，包森指
挥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其中 1942年 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
一役，包森以 7个连的兵力，毙俘
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
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彼时，包森的大名在冀东一
带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他“包
队长”“包司令”“包团长”。而敌
人则把他视为克星，伪军们口角，
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

包森上百次出没在与日、伪
军短兵相接的战斗厮杀中，不止
一次负伤，但他早将生死置之度
外，每次都坚守在战斗指挥的最
前沿。1942年 2月 17日，包森率
部在河北遵化与日、伪军遭遇，

指挥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牺牲，
时年 31岁。

“从小就听长辈讲三爷爷抗
日的故事，他在烽火连天的岁
月，义无反顾投身到革命事业
中，转战长城内外，跃马燕赵大
地，点燃抗战烽烟，痛击日伪顽，
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
献。”包森的侄孙赵珂说。

“家国担当”是包森用生命
写就的家训。赵珂说，自己的父
亲深受三爷爷的感染，毅然走向
革命道路，先后参加了解放兰
州、宁夏剿匪等战斗，1950年，又
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包森战斗过的地方，人们
在缅怀中将他的精神薪火相传，河
北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天津
盘山烈士陵园、北京平西烈士陵园
等地，建立了包森烈士纪念碑。

物换星移，精神不改。赵珂
依然记得第一次前往天津盘山烈
士陵园为三爷爷扫墓时看到的景
象：包森墓旁的青松翠柏上系着
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陵园工作
人员说，那是学生们瞻仰后自发
系在这里的。一年年过去，红领
巾越系越多，远远看去，红艳艳
一片。“那片跃动的红色，恰似英
烈精神的星火相传。”赵珂说。

抗日英雄包森：千里击强虏 剑吼长城东
新华社记者 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