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 年 11 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二

次战役打响。在东线，战至 11 月 28 日

清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9 兵团虽然未

能歼灭当面之敌，但已经完成了对长津

湖地区美军的分割包围。

其中，美第 7 师第 31 团（团级战斗

队）被我第 27 军围阻于新兴里。该团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率先攻入俄国西

伯利亚，战功显赫，被时任美国总统威

尔逊授予“北极熊团”称号，是美陆军精

锐部队之一。第 31 团的境遇令美军相

当紧张，第 10 军军长阿尔蒙德要求迅速

打通至新兴里的道路实施营救，美军航

空兵则在新兴里投下大批粮、弹。

根据敌情和上级部署，志愿军第 27

军 决 定 集 中 第 80、第 81 师 4 个 团 的 兵

力，围歼新兴里之敌。11 月 27 日，第 80

师命令位于新兴里以东地区的第 239 团

第 4 连，沿铁路及以南山地向新兴里搜

索前进，力求相机歼敌一部，以接应主

力渡江。

该连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

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屡

立战功。出发不久，该连即发现丰流里

江北岸及以东山区一带有数处明火，据

此 估 计 这 里 为 新 兴 里 守 敌 的 前 沿 阵

地。战斗前，连长李昌言、指导员庄元

东、副连长王祥麟组织召开党支部会，

研究兵力、火力部署，制定了多种预案。

当日 24 时，第 4 连第 1 排在翻越山

岭 时 ，突 然 发 现 了 美 军 哨 位 。 战 士 臧

玉伯、苏建奇偷袭活捉美军哨兵后，看

到 前 面 凹 部 内 有 敌 两 个 帐 篷 ，遂 果 断

发 动 攻 击 ，从 帐 篷 入 口 向 内 开 火 。 班

长 宋 保 苍 令 机 枪 组 在 帐 篷 左 侧 配 合 ，

最 终 将 30 余 名 美 军 全 部 杀 伤 。 战 斗

中，指导员庄元东壮烈牺牲，宋保苍中

弹负伤。

28 日 2 时 15 分，位于第 1 排以南、

向西行进的第 4 连第 2、第 3 排，发现前

方 有 一 处 灯 火 通 明 的 独 立 房 屋 ，周 围

设岗哨并停有车辆，不远处还有 3 间房

屋 ，警 戒 相 对 较 少 。 连 长 李 昌 言 判 断

当 前 为 敌 指 挥 所 ，于 是 一 面 部 署 机 枪

手 控 制 制 高 点 ，一 面 指 挥 部 队 以 两 侧

迂回战法向敌猛攻。李昌言的判断十

分 正 确 ，攻 入 独 立 房 屋 内 的 志 愿 军 官

兵看到 3 部大功率电台及大量作战文

书、地图。趁敌混乱之际，李昌言指挥

部 队 继 续 攻 击 ，一 举 打 掉 了 附 近 的 美

军野战炮兵第 57 营阵地。面对勇猛的

志愿军战士，美军虽竭力抵抗，仍大部

被 歼 。 指 挥 所 和 炮 兵 阵 地 被 摧 毁 ，加

速了新兴里美军的混乱和覆亡。与此

同时，第 4 连第 3 排一部成功控制了高

地 下 侧 的 江 桥 ，确 保 后 续 部 队 可 以 顺

利过江。

至 28 日 5 时许，随后跟进的我第 80

师第 238 团一部渡过丰流里江。至此，

第 4 连歼敌一部并接应主力渡江的任务

已超额完成，遂奉命撤出战斗。

此次作战，第 239 团第 4 连以伤亡

54 人的代价，毙伤美军 300 余人，缴获

电台 3 部、榴弹炮 12 门、美第 7 师第 31

团团旗 1 面，为我军新兴里战斗的胜利

作出了贡献。战后，志愿军第 27 军授予

该连“新兴里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

“新兴里战斗模范连”战旗——

鏖战长津湖 痛击“北极熊团”
■马心媛 蒲 元

1940 年 11 月 中 旬 ，日 伪 军 进 犯 涡

阳、蒙城，板桥集是其必经之地。为打击

敌人，八路军第 4 纵队第 5 旅利用板桥集

有利地形打击敌人，通过阵地防御战、攻

坚战和遭遇战，以少胜多，歼灭了大量敌

人，阻遏了日伪军的进犯。

一

板桥集位于安徽蒙城东北约 25 公

里处，这里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宿蒙公

路穿街而过，是连接淮上、萧县、宿县、永

城、夏邑等几块根据地的枢纽，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板桥集寨墙高近 2 丈，墙体

宽厚，墙外有 2 丈多宽的环形壕，南、北、

东三面有砖石砌成的寨门炮楼。

11 月 16 日，驻徐州日军第 13 旅团

及驻宿县、蚌埠日伪军共 5000 多人，在

10 余架飞机和 20 多辆坦克的掩护下，沿

宿蒙公路对涡阳、蒙城进行“扫荡”。获

悉敌情后，第 4 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判断，

“日军沿宿蒙公路西犯，必攻板桥集”，遂

指示第 5 旅旅长滕海清率部在板桥集对

敌实施阻击。接到命令后，滕海清迅速

察看了板桥集地形，并组织警卫营营长

杨德隆、教导员刘瑞方等人研究作战方

案、部署兵力。研究决定由警卫营第 10

连守卫板桥集南门至西南角；第 11 连防

守北门；第 12 连防守东门至东北角；第

13 团第 1 营在大赵家集结待命，同时在

板 桥 集 东 北 几 公 里 处 设 伏 ，并 埋 设 地

雷。各部抓紧时间加固防御工事，将寨

墙加宽至 1 丈 5 尺，并在上面修筑碉堡，

围 绕 板 桥 集 挖 掘 了 四 通 八 达 的“ 抗 日

沟”，提高了工事防御能力。部队还开展

群众工作，积极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发动

组织群众破坏宿蒙公路，军民一心，做好

随时痛击来犯之敌的准备。

二

17 日 8 时，日伪军 1500 多人气势汹

汹地向板桥集扑来。待敌接近时，我预

先设伏的部队突然开火。敌遭到突袭，

队形大乱，人仰马翻。重整队伍后，敌人

反扑过来。我设伏部队边打边撤，将敌

引入预设雷区。一声令下，我军自制的

拉雷、电雷、连环雷等大显神威，在震耳

欲聋的爆炸声中，敌人纷纷倒地，2 辆坦

克也被炸毁。

成功迟滞敌军进攻后，我设伏部队

安全撤入板桥集。很快，敌大部队也赶

至板桥集东门，并沿寨墙向西运动，呈扇

状 展 开 ，从 东 、北 、南 三 面 将 板 桥 集 包

围。危急时刻，滕海清来到一线，号召大

家发挥近战优势，集中火力狠狠打击敌

人。看到旅长就在身边，官兵热血沸腾、

摩拳擦掌，决心痛歼敌寇。

上午 10 时，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分

两路从板桥集东南角和南面发起进攻。

我军指战员毫不畏惧，待敌进至寨墙下

时，机枪、步枪同时开火。敌人成片倒

下，敌后续部队又连续发起多次进攻，均

被我军击退。而后，日伪军调整了战术，

集中兵力进攻东门，并在烟幕弹的掩护

下，逐渐进至寨墙根。防守东门的第 12

连官兵立即开火，并将 600 多个捆绑起

来的“集束手榴弹”投向敌群。炸弹落地

开花，战场上硝烟弥漫，敌人被炸得血肉

横飞。

下午 1 时，敌人派出飞机对我军阵

地俯冲轰炸，坦克也在寨墙外不停地发

射炮弹。密集火力一时压得我军指战员

抬不起头。少数敌人乘机越过寨壕，爬

上城墙，企图突破防线。情势危急，滕海

清指挥警卫营战士同敌展开白刃战。殊

死搏斗下，我军守住了防线，打退了敌人

一次次的疯狂进攻。

敌军不甘失败，又将南北两面的部

队 紧 急 调 往 西 门 ，企 图 四 面 包 围 板 桥

集。考虑到平原作战对敌机械化部队有

利，加上敌众我寡，滕海清决定不计一城

之得失，令部队趁机撤出战斗。黄昏时

分，我军按计划沿西门壕沟安全撤离板

桥集，板桥集阵地防御战胜利结束。

三

天渐渐暗了下来，滕海清率部进驻

大赵家，与第 13 团第 1 营会合，准备晚饭

后向曹市方向转移。就在这时，第 4 纵

队司令部作战科长谢白浪率特务团赶

来，转达了上级指示：“特务团配合第 5

旅坚守板桥集。”接到命令后，滕海清同

谢白浪商量，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夜袭板

桥集。晚 11 时，我军到达板桥集外，决

定由第 5 旅 2 个营从西面，特务团 2 个营

从东面，同时对板桥集发动进攻。当晚

月朗星稀，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

防御工事，疯狂向外射击。尽管我军发

起多次猛烈进攻，却始终无法攻入城内，

反倒伤亡数十人。为了保存实力，滕海

清决定，主力部队于 18 日拂晓前撤出战

斗。

此时，集结在南坪集的日军 1000 多

人和伪军 2000 多人，兵分两路，一路经

芦沟集、赵集、唐南集向小涧进犯，另一

路经双堆集、陈集、王集向双涧进犯。

向小涧进犯之敌，与刚从板桥集撤

出战斗的第 5 旅 2 个营在唐南集遭遇。

滕海清指挥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先

敌开火，以猛烈火力打了敌人一个措手

不及。日军顿时陷入混乱，坦克到处横

冲直撞，低空飞行的飞机也急忙爬到高

空。我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般，怒吼着冲

入敌群，枪炮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

战至上午 10 时，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向涡阳方向逃去。与此同时，向双涧进

犯之敌，也在王集与特务团遭遇。敌人

在飞机、坦克的火力掩护下，向我军阵地

发动进攻。谢白浪指挥特务团与敌展开

激战。面对反复俯冲投弹的敌机，机枪

手常福祥用机枪对空扫射，将一架敌 98

式 385 号轻型轰炸机击落，驾驶员当场

丧命。

在板桥集战斗中，第 5 旅和特务团

共歼日伪军 1000 余人，击毁敌汽车、坦

克 10 余辆，击落敌机 1 架，以较小代价成

功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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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5 月 5 日下午 1 时，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广州召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后，

中国青年团组织正式诞生了，这是中国

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第一枪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

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

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作为党的助手

和后备军的青年团组织在红军中也相继

建立，并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一

我党我军一贯重视青年工作和青

年团建设，就在南昌起义第二年，党的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

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

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

决议中就规定：“在军队中应组织党的

支部和青年团的小组，后者宜直接服从

前者”。这是党中央第一次规定要在红

军中建立青年团的独立组织。

1929 年 12 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

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

杭 县 古 田 召 开 ，会 议 通 过 毛 泽 东 起 草

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毛泽东就

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做了专门

规定：“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

不 同 的 情 绪 ，除 一 般 地 接 受 党 的 训 练

外 ，还 有 特 别 受 一 种 青 年 教 育 之 必

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

要 任 务 之 一 ，须 有 专 门 组 织 去 担 任 这

种 工 作 。 因 此 ，应 在 支 部 中 划 出 年 在

20 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成立青年工作

会 议 。 这 种 会 议 ，除 以 大 队 为 单 位 经

常 有 计 划 地 召 集 开 会 外 ，支 队 及 纵 队

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这些原

则 在 红 四 军 贯 彻 执 行 后 ，促 进 了 红 四

军的全面建设。

由于各方面原因，红军中团的组织

发展很不平衡，整体比较薄弱。1930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致中共青年团中央

信中指出：“红军发展将近 7 万人，现在

还没有青年团的组织与工作，希望团能

于短期间开始来征调团员加以相当的

训 练 ，送 到 红 军 中 工 作 与 建 立 团 的 小

组，并应确定团在红军中经常的工作。”

至 11 月，红军中团的组织工作有了相当

成绩，师以上政治部均设青年科，连队

都建立了团小组，连、团、师选举产生了

3 至 5 人组成的青年团委员会。

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在各革

命根据地活动的红军相继组建了军团

和 方 面 军 。 为 加 强 红 军 的 政 治 工 作 ，

1930 年 10 月，中共中央根据 3 年来红军

政治工作经验，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工

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

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工作条

例，包括总则和 10 个分条例，其中第 9

个分条例为《中国工农红军青年团工作

暂 行 条 例 草 案》。 条 例 对 团 组 织 的 性

质、任务及组织形式作了明确规定：红

军中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与非党群众

联系的链锁，又是红军中党的基本后备

军。青年团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

分，并在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直接指导

下进行工作。党对青年团员的教育工

作是党的基本任务之一，应尽量吸收青

年团员参加党的一般政治文化教育工

作和群众工作，启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同年底，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中国

工农红军青年团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红军中团的组织和工作得到进一步发

展和加强。

二

1932 年 1 月 15 日，苏区共产主义青

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

后，总政治部组织出席会议的红军代表

召开了红军青年工作会议。会议决定，

要以最大的努力使团的组织有大的转

变与扩大，为此制定了为期 3 个月的团

员发展计划，要求各军以团为单位举办

“团员训练班”，选派团干部到中央苏区

团校进修学习，以提高团员和团干部的

素质。

同年，为统一和健全红军中青年团

的组织体系，总政治部还颁发了《中国

工农红军共产主义青年团暂行条例》。

条 例 规 定 ：红 军 中 普 遍 建 立 青 年 团 组

织，连队不设团支部，有团员青年 3 人以

上时得在党支部直接领导下成立列宁

青年组，如连尚未成立党支部时，则由

政治指导员直接领导。列宁青年组的

工作同时也受团总支部下所设的青年

团干事的指导。列宁青年组组长和青

年 干 事 必 须 是 党 员 ，并 经 团 员 大 会 通

过，分别经团总支委和师政治部批准。

青年团委员会每半年改选一次。

红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非常重视青

年干部队伍的建设。9 月 21 日，总政治

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共同发布《总

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的训

令》。训令共 7条，其中第 6条为“加强党

对团的工作的领导”，要求“坚决提拔积

极勇敢的同志代替老大无用的干部”。

总政治部决定，总政治部和师以上各级

政治部增设青年部，团政治处设青年工

作干事，负责指导部队的青年团和青年

工作。11 月，总政治部组建青年部。在

物色部长人选时，王稼祥同周恩来、朱德

研究，认为萧华是最合适的人选，决定调

他来担任。当时只有 16 岁的萧华曾任

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

青年部长，刚去担任红 10师第 30团政治

委员。关于这段往事，20多年后，王稼祥

曾对萧华说：“那次调你，罗荣桓同志就

是不放，我们坚持非调你不可。罗荣桓

同志说调走了他，‘砍了我的膀子’。但

我们还是把你调来了。”

三

青年团组织在红军中普遍建立后，

青年工作在红军中蓬勃开展起来。在

残酷的战争中，青年团把巩固和提高部

队战斗力作为主要任务，行军中巩固部

队，团结群众，遵守纪律，发扬阶级友

爱；作战时冲锋在前，带头完成战斗任

务；整训时举办晚会或各种竞赛。通过

青年团的工作，红军基层建设有了实质

内容，青年团所进行的政治、教育、娱

乐、文化等工作，促进了红军基层建设，

提 高 了 红 军 官 兵 的 政 治 素 养 、精 神 面

貌、文化水平和战斗力。

1933年 3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

剿”胜利后，中共中央作出“建立百万铁

的红军”的决定，在中央苏区兴起扩大红

军的热潮。5月 4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

祥发布《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的团与青

年工作的训令》。指出：在红军中青年成

分占绝对多数，在巩固与扩大红军一百

万的历史任务下，青年工作在红军整个

政治工作中实占重要的地位，青年工作

做得好，政治工作也就做得好。因此，目

前团与青年工作在红军中总的任务，是

要把党的进攻路线全部运用到青年工作

中去，发扬团员在一切工作中战争中的

模范领导作用，经过青年群众最大限度

地来保障红军，巩固红军纪律，提高红军

战斗力，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为彻底

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而斗争。

训令提出了下列工作任务：（一）健

全列宁青年组的组织作用，加紧团员教

育 ；（二）对 增 加 团 员 的 一 倍 而 斗 争 ；

（三）每个青年扩大一个红军，帮助一个

新战士；（四）提高军事技术，加紧体育

运动；（五）加紧反帝教育与青年特殊训

练；（六）发动青年红色战士参加地方青

年工作；（七）每天节省一个铜片，个个

不生病。

为激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的革命

热情，充分发挥青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

击队作用，总政治部青年部向中央提出

建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5 月 20 日，

共青团中央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

师’的决定”。 8 月 5 日，少共国际师宣

告 成 立 。 全 师 由 1 万 多 名 青 年 组 成 ，

70%以上是团员，平均年龄只有 18 岁。

9 月 3 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宁都宣誓

出征开赴前线，配合红军主力投入第五

次反“围剿”的战斗。

四

在万里长征中，红军各级团组织、

青年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协助党

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工

作和群众工作，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为 适 应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 要

求 ，团 结 各 界 青 年 抗 日 ，党 中 央 发 布

《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提出把青年

团 改 造 为 青 年 群 众 的 抗 日 救 国 组 织 。

中 央 组 织 部 专 门 作 出《关 于 改 编 后 党

及 政 治 机 关 的 组 织 决 定》。 根 据 中 央

指 示 和 中 组 部 的 决定，红军各部队的

青年工作系统仍保存师团两级设青年

干事，连设青年队。其中心工作是调动

青年的积极性，活跃连的生活，发扬青

年在政治文化的学习上和战场上的模

范 作 用 。 1937 年 ，我 军 青 年 团 组 织 改

建为青年队。

红军时期的青年团组织紧紧围绕

作战开展工作，成为红军中的一支生力

军，在红军建设和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

大作用。对此，罗荣桓元帅给予了高度

评价：“部队中以共青团为中心的青年

工作，形成了政治工作中的一个有效的

突击力量，是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不

论在推动部队文化娱乐活动，活跃部队

生活，提倡卫生工作，组织革命竞赛，都

有过很大成绩。”

青年团在红军建立始末
■褚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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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集战斗中我军击落的日军飞机残骸。 资料图片

1950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对备选的团旗图案做了批

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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