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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刺刀上在枪上
  ——— 贾若瑜回顾建立胶东与滨海
战略交通枢纽的艰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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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整理

  1943年7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一一五师）首
长决定由胶东和滨海两个军区协同作战，开辟由胶东至滨海
的战略交通线，并且创建诸（城）胶（县）高（密）边抗日游击根
据地，作为连接两个战略区的交通枢纽。经过胶东、滨海两军
区协同作战和诸胶高党政军民团结奋战，历时8个月的艰巨斗
争，于1944年2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贾若瑜，1915年6月出生，四川省合江县
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任红六军
团教导团主任教员，红大指挥科长，抗大一
分校支队长，旅参谋长，胶东军区参谋长，胶
东南海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胶东军区
司令员等职，其中1943年11月至1944年2月
任中共诸胶边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
先后任山东军区参谋长，军事博物馆首任馆
长，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
员，军事学院副院长、军委军衔办公室主任
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伪军及国民
党顽固派同我党领导的胶东抗日军民，
在胶东地区进行了反复的、剧烈的争
夺。当时除日军派遣独立第五混成旅
团、部分海军和警备队为骨干，配合伪
华北治安军第八集团军侵占胶东的城
镇、矿山和交通线外，还利用汉奸，组织
伪军，建立伪政权，并同国民党顽固派
勾结反共，以图控制胶东。据1942年统
计，他们侵占了胶东约三分之一的土
地，统治和压迫着胶东约47%的人口，
使胶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我胶东军区有主力3个团（第
十三、十四、十六团）、4个军分区；军分
区各辖1个独立团和县、区地方部队及
民兵。我根据地面积为16330余平方公
里，村庄6700余个，人口295余万人；与
敌人相比，总体不具优势。而且我们又
远离山东军区（一一五师）主力，突出在
胶东半岛。那时，从胶东根据地中心到
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驻地滨海区，必
须绕道清河区、鲁中区，通过重重封锁
线才能到达，时间需要20多天。这不仅
使山东军区（一一五师）主力很难及时
支援胶东，胶东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
也难支援全局。所以山东军区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把胶东军区比
作是“一把没有上在枪上的刺刀”。因
此，开辟胶东-滨海的直接交通线，并
建立这条战略交通线的交通枢纽，提上
了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议事日程。
　　1943年7月中旬，胶东军区首长根
据山东军区的统一部署，命令我率十四
团第一营（后来由该团第二营与一营轮
换）执行开辟胶东-滨海战略交通线的
任务。我们部队于7月下旬由牙山区出
发，8月3日拂晓到达鲁山沟、花沟一带。
花沟战斗结束后，8月4晚，我们在教导
十三团侦察员的引导下，从日诸公路的
柳树店伪军据点北侧越过封锁线，于5
日凌晨到达前马耳山区的前长城岭。
我即去军区接受任务。在军区作战室，
罗荣桓司令指出开辟胶东区-滨海区
交通线和建立战略交通枢纽的重要意
义。他说，胶东战略位置很重要，但它
远离主力，是一把没有上在枪上的刺
刀。现在要把它上在枪上，打通胶东和
滨海的联系，创造诸胶高边抗日游击根
据地，建立一个连接胶东和滨海的战略
交通枢纽，把这两个战略区连接起来。
分局决定由我任书记，郭有邻任副书
记，由胶东区党委选调原在杨家山里做
过地下工作的余光任组织委员，选调与
杨家山里联庄会有关系的陈炳毅任宣
传委员，杨凌波任工委委员。工委一些
工作人员均由山东分局和滨海区党委
调配。同时军区给我发了无线电联系
的电台呼波和密码。

　　8月10日，我们支队和党的诸胶高
工委经柳树店北侧的日、伪封锁线，进
入诸胶高边的鲁山沟。随即开展宣
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同时准备打击从
据点中出来的日伪军和向我军进攻的
顽军。
　　这时，驻泊里的伪滨海警备军头目
李永平认为我们支队进入诸胶高边地
区，在他的地盘内活动，对他威胁很大，
便决心趁我们支队立足未稳之际，将我
们歼灭或赶出诸胶高边区。他令其主
力第二团刘钧部，配属一些迫击炮向我
军进攻，以求一站决胜。刘钧率部以于
家官庄为据点出发，在市美和贾家沟一
带向我驻台家沟、花沟的十四团进攻。
经过交锋，我军大获全胜。
　　我军的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他
们要伪军张步云、李永平等部配合行
动，把我军赶出诸胶高边。于是，伪张
步云部在我军活动的障日山区旗崖增
设据点，伪李永平部在丁家大村设立昼
去晚归的流动据点，伪胶县保安队在市
美设临时据点，加紧限制我军的活动。
这些据点，不仅给我们的军事行动带来

不便，还直接影响到群众的信心和切身
利益，增加了发动群众的困难。我们分
析了敌伪军的情况：伪李永平部遭我军
两次打击，龟缩至泊里、于家官庄、夏河
城等据点，新设的丁家大村活动据点和
市美临时据点工事很弱；六汪伪军据
点，由于长期与顽军相互勾结，工事也
不坚固。打掉这些据点，可以扩大我们
的活动区，保护群众利益，还可以从据
点中取得一些物资补给，夺回群众被抢
去的粮食、牲畜并发还群众，有利于生
产救灾。
　　于是，我们首先以十四团部队向
东打掉了市美伪据点，向南打掉了丁
家大村的李伪流动据点，把六汪伪据
点孤立起来。尔后，经过短暂的准备，
我们又突袭了六汪伪军据点，将它拔
除。我们的活动区同杨家山里联接起
来，为开展杨家山里联庄会的工作创
造了条件。接着，我们和教导十三团
协同打了石门、理务关和插旗崖等伪
张步云部的据点，使我们在西面与教
导十三团仅隔一条日诸公路就联系起
来。这些战斗的胜利，不仅扩大和巩
固了诸胶高边抗日游击根据地，而且
对于建立连接胶东-滨海战略交通枢
纽起了关键作用。

建立战略交通枢纽

打掉日伪军据点

组织群众共同抗日

　　遵照山东军区首长指示，军队除
了打仗，还须做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
作和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政权、组织群
众乃至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我们支
队经过对诸胶高边区进行调查研究，
发现这里的群众长期在封建势力的统
治下，加上遭受日、伪军和顽军的抢
掠，不仅生活贫困，文化水平也低，封
建宗法思想严重。加上道会门的活
动，日、伪军和顽军的威胁，原山纵二
支队遗留问题等的影响，使得我们团
结广大群众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统
一战线等目标实现起来很不容易。因
此，我们支队便进到一村做一村的工
作，住哪一家就做那一家房东的工作，
并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节
衣缩食救济灾民，与群众同甘共苦。
　　来到诸胶边地区后，通过地下党
的关系，我们了解到杨家山里的情况，
决定与杨家山里联庄会取得联系。我
们派原在杨家山里做地下党工作的同
志前去接上关系，向他们宣传我党的
抗日主张，讲解抗日战争形势。联庄
会首领杨焕林和其他上层人物深明大
义，特别是他们看到我军纪律严明，爱
护百姓后，非常愿意与我们合作。经协
商，我们同联庄会达成互相支持的协
议：八路军不向山里筹粮筹款，让山里
人民休养生息；杨家山里联庄会为八路
军采购武器、药品和其它物资，八路军
用现金支付或实物交换；杨家山里为八
路军掩护伤病员，保障他们安全休养；
山里如果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
军队进攻，八路军给予支援。就这样，
我们与杨家山里联庄会的联系工作逐
步开展起来。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杨家
山里联庄会和人民群众在我们坚持诸
胶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岁月里，无论人
力物力，都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几乎成
为我们这支队伍的后方基地。杨家山
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理应载入革命史册。短短8个月，我们
支队即在诸胶高边完成了与滨海军区
部队协同开辟诸胶高边抗日游击根据
地、建立连接胶东与滨海两个战略区
的战略交通线和战略交通枢纽的任
务。从此，由胶东区到山东分局和山
东军区所在地，只要两天就可到达了。
　　1944年初，奉山东军区命令，诸胶
边划归滨北军分区领导，滨海第二支
队撤销，我率十四团部队返回胶东军
区归建。我们于1944年春节后奉命到
山东军区驻地附近休整，并接受山东
军区首长的检阅。当时罗荣桓司令员
十分高兴地说：“胶东这把刺刀现在上
在枪上了！”
  （本文整理所据资料由中共青岛
西海岸新区工委党史研究中心提供）

贾若瑜简历

贾若瑜率领的胶东军区十四团一营打通交通线时的合影。 贾若瑜率领部队胜利返回胶东的合影。

贾若瑜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