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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子弟兵团：随军转战功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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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凤仪 整理

  1947年的鲁中南战场上，数以万计的支前大军中，有一支被华东军区授予“陈毅子弟兵团”光荣称号的支前队伍。
这支近千人的队伍来自位于黄海岸边的藏马县（该县1956年撤销，其大部分区域现属青岛西海岸新区）。他们随军转
战，驰骋疆场，在炮火硝烟之中，穿梭来往于敌我厮杀的阵地之间，抢危救急，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乔店抢救，真是奇迹，全团人员和被抢
救对象，无一人伤亡。
　　被抢救出来的180名伤员，本应由另一
个县的子弟兵团实施转运至后方医院，藏
马县子弟兵团仍跟华野一纵行动。由于全
体伤病员一致表示：“藏马县子弟兵团的同
志舍生忘死救出了我们，我们是生死弟兄，
非他们去送，我们是不去的！”首长只好满
足伤病员的要求，做了临时调整。当子弟
兵团的干部、队员知道了是伤病员的强烈
要求才临时改变原来的决定后，欣然接受
了任务。这次长途转运单程600余里，半月
行军，爬过了无数沟壑山岭，通过了敌人一
道道封锁线，终于将伤员安全转移到黄河
北岸滨县蒲台镇一带的后方医院。
　　院方为了酬谢子弟兵团对伤员的爱
护，赠以锦旗两面、大猪两头。伤员们又纷
纷凑钱，买来一些肥皂、毛巾、香烟等物品，
送给子弟兵团，并集体赠送给子弟兵团“支
前模范”红旗一面。
　　此次转运任务完成后，兵站首长郑重
地将一面绣有“陈毅子弟兵团”、落款“华东
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奖旗授予他们，并
宣布：“你们胜利完成了党所交给你们的光
荣任务。根据伤员同志的一致请求和你们
做出的贡献，经首长批准，除授予你们‘陈
毅子弟兵团’的光荣称号外，全团立大功一
次，发奖状一张；另奖给你们步枪100支、
轻机枪3挺、小炮2门、卡宾枪1支。”
　　1947年8月初，《大众日报》发表了这样
的消息：扛着“陈毅子弟兵团”大红旗藏马
子弟兵团荣归。某纵负责同志曾有这样的
评语：“自与地方武装民兵配合作战以来，
藏马子弟兵团是最好的，他们复员了，使我
们非常留恋。”
　　又讯：于藏马子弟兵团荣归之际，某纵
队特致函滨北地委、专署、武装部表示崇高
谢意……信中详陈该团“三大特殊表现”
后，继称：藏马子弟兵团在我部工作以来，
留给我们很好、很深刻的印象。这除肖少
华、王子浮两位同志及其他干部领导作风
深入正派以及全团同志对自卫战争有高度
认识外，更充分表现了贵区在支前工作组
织、思想教育上有显著值得景慕的功绩。
敝部除献以“陈毅子弟兵团”红旗，记全团
与肖少华、王子浮同志各一大功，决定奖以
枪支以表示敬意外，并代表我纵队全体指
战员、伤病员向你们表示谢意，并请贵区给
该团评功，总结通令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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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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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3月2日，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和
滨北支前司令部命令藏马县快速动员，组
建一个支前子弟兵团。中共藏马县委和武
装部全力以赴，用时3天精选了935名年轻
力壮的干部和队员，编成2个营6个连，警
卫、通信、炊事等勤务分队一应配齐。
  3月6日，队员们携带200余副担架、760
多件武器（每4人一副担架，配3条枪），告别
了藏马县的父老乡亲，踏上了支前的征途。
到达集结地后，大家经过短期的整训，奉命
跟随华野一纵，扛起了火线抢救转运伤员
的任务。
  3月20日，一纵派出部分干部到兵团营
连任副职，加强了领导力量和政治、后勤保
障工作。
　　3月下旬，蒋介石调集45万人的兵力
投放到山东战场，企图占领整个山东解放
区。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我鲁中山区
进犯。
　　久战疆场的陈、粟首长运筹帷幄，调
兵遣将，与敌周旋于鲁中南山区，以求调
动敌人，寻机歼灭。子弟兵团紧紧跟随华
野一纵，晓宿夜行，穿战火，冒硝烟，出没
于崇山峻岭之间，在不间断的行军途中和
小规模的战役、战斗中度过了一个多月的
时光。
　　4月下旬，部队展开反击。22日至26
日，由华野一、三、十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
一举攻克泰安城，继克宁阳，全歼吴化文部
1个团。子弟兵团随军参战，火线杀敌，抢
运伤员，奋勇无比。
　　宁阳战役后，敌军进行疯狂的“清剿”

“扫荡”。宁阳战役中受伤的183名伤员，当
时还住在城东北方向的官庄村，处境十分
危险。
　　5月1日下午6时，团长肖少华、政委王
子浮急匆匆从兵站赶回驻地，立即传达上
级关于连夜转运这批伤员的命令。
　　经过简短的动员和准备，晚上8时，子
弟兵团借助夜暗，向官庄进发，并于10时左
右到达。与部队救护所的同志接上头后，
担架队员分头到农户抬出伤员，全团人员
心里十分清楚：时间就是生命，天亮前过不
了铁路封锁线，后果不堪设想！
　　茫茫雨夜中，子弟兵团的担架队，像一
条巨大的游龙，蜿蜒在起伏的山峦上。大
雨是天然的烟幕，掩护着这条巨龙安全地
通过了封锁线。
　　5月2日8时左右，子弟兵团终于到达目
的地——— 距泰安城东北约50里的祝阳村，
183名伤员全部安全送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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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官庄转运任务之后，兵团开进炉
芽店休整。华野一纵首长发布命令，给藏
马县子弟兵团全团记集体功，并派人员携
带 慰 问 信 和 两 头 大 猪 慰 劳 兵 团 干 部 和
队员。
　　5月15日晚9时，全团营以上干部被紧
急通知到离驻地10余里路的纵队后勤兵站
开会。10时左右，众人到达兵站。首长马
上招呼大家坐到一张军用挂图前开会。“这
两天，敌人出动数十架飞机疯狂轰炸。最
近敌我决战将会达到白热化程度，斗争异
常激烈、残酷！”他把指示杆由下向上移至
莱芜一带，继续说：“敌人已经逼近这一线，
距莱芜不远的乔店村，有我军重伤员180
名，已处于敌人正在形成的包围之中。纵
队首长命令，一定要将这批伤员抢运转移
至安全地带。为此，特命令你们藏马县子
弟兵团以最快的速度实施抢运！”
　　返回驻地时，已经是深夜11时。在各
连紧急集合的哨音中，团部警卫班和四连
整队出发，其他各连陆续跟进。各级党的
会议、党员小组会都在行军途中边走边开。
　　天逐渐放亮了，离乔店还有10余里，部
队开始跑步前进。太阳升起时，先头部队
赶到乔店村东北的小山包下。翻上这个山
包，下去就是伤员的住所。担架队员扛着
担架，拼命向山包上跑去。该死的敌机又
在山包上空盘旋扫射。队员们不顾一切，
冲下了山坡。警卫班被派到村西南警戒。
　　二营教导员李涛带领队员迅速冲进村
子，队员们一齐喊话：“伤病员同志们，我们
是藏马县子弟兵团火线抢救担架队，奉首
长命令来抢救你们啦，哪里有人赶快答
话！”结果喊过几遍都无动静。李涛带领四
名队员进到一个庭院，推开门一看，惊呆
了：门后和窗旁有四位伤员各持一拉出弦
的手榴弹守候在那儿；对着门的桌腿上绑
着一个手榴弹，一位伤员侧卧在旁边，用牙
紧紧咬着手榴弹弦。内间的床腿、窗根上
也都被绑上了手榴弹——— 这屋里的伤员，
全都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
　　彼时，担架队员的心房被伤员们宁死
不屈的精神和悲壮举动猛烈地撞击着，不
禁热泪盈眶。李涛深沉地说：“同志们，我
们来晚了，但我们终于来了！”他擦一把泪，
回头命令：“抓紧抢运！”
　　在火力组一阵阵密集火力的掩护下，
大家紧张有序地抢运着。担架队伍翻过山
包，离开不足三里，敌人就占据了这个空无
一人的村子，像疯子一样发泄着他们的愤
恨，乔店上方一片浓烟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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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经烽火洗礼的藏马山如今焕发勃勃生机。□李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