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溪是东北盛产煤、铁的重工
业城市，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
国财富的重点地区之一。经过 14
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者不
仅从本溪掠走了大量财富，还培植
了一批汉奸、走狗。

资料显示，日本宣布投降时，不
到20万人口的本溪市，日本人就有
五六万人。其中将、校、尉级军官及
宪兵 、特务 、警察等就有 2000 余
人。他们不甘心失败，妄图东山再
起。同时，在伪满政权中充当官员
的汉奸也摇身变成了国民党的官
员，妄图继续他们的统治。以伪副
市长郭英麟为首的一群汉奸还成立
了“临时维持会”。伪警察局改名为

“治安局”，除了日本人外全部伪警
察都换上了青天白日的帽徽，成了
国民党的警察。

1945年 9月 18日，冀热辽第 16
军分区进驻本溪。10月，中共中央
东北局派李力果同志任本溪市委书
记，田共生同志任市长。

人民军队到来后，这些反动组
织虽然摘掉了牌子，却转入地下继
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光天化日下
一度发生打黑枪、抢劫仓库，破坏工
厂设备、电话、桥梁等行为。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本溪市
委抽调业务骨干迅速组建公安队
伍，开展了锄奸反霸斗争。

经过调查取证，先后逮捕了伪
警察局刑事股股长岩崎次郎、特务
股股长矢田村雄、宪兵队队长要其
茂、税务局局长岩东四郎、警察局局
长伊藤次郎、县长石川直次、外号

“庄阎王”的警长庄国范、汉奸李金
峰等罪大恶极的罪犯。

1946年12月26日，本溪召开群
众大会，公审了这批战犯、汉奸。现
场群众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声讨这
些罪犯。公审大会当场对罪大恶极
的首犯判以极刑。这次公审大会震
慑了本溪的日伪战犯、汉奸、特务，激
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在全市迅速掀
起了锄奸反霸清算斗争的高潮。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本溪市
迅速侦破了日本人和国民党相勾结
的阴谋暴乱案件68起，侦破国民党
特务及国民党“地下建军”案14起，
逮捕了骨干分子189人。

发动群众锄奸反霸

史记 SHIJI

解放战争时期，本溪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争夺的重点。在党
的领导下，我地下工作者在本溪进行秘密斗争。在这条隐蔽的战线
上，他们细致调查由伪满时期的宪兵、特务、警察等策动的破坏、暗杀

活动。保护群众同敌人斗争，积极搜集敌人的情报，传递人民军队胜利的消息，
有力地打击了敌军的士气，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本溪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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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张欣悦
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

院毕业，现就职于辽宁省档
案馆编研展览处。

地下党组织在本溪开辟第二战场

大量情报由万盛客栈送出
本报记者 郭 平

张欣悦说：“解放战争中，由于国
民党的疯狂进攻，本溪地区的对敌斗
争曾经历过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

在《本溪百年大事记》中，可以查
到那个时期的多位本溪英烈的纪事：

1947年2月4日，王甦、董玉峰工
作队在草河掌上崴子村被国民党本
溪县保安大队包围，草河掌区委书记
马骥、区长张世友及公安战士刘志安
在掩护同志们突围时牺牲。

4 月 30 日，中共本溪县小市区
委委员陈英在本溪县小市区山城子
水簸箕沟与土匪遭遇，被枪杀牺牲。

6 月，时任本溪县公安局社会
股股长黎明，带领 4 名战士去大官
寨执行任务，途经小市城沟时，遭遇

“还乡团”伏击，不幸中弹，他一面用
驳壳枪还击一面爬行 200 多米，当
村干部、群众听到枪声赶来援救时，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再也不能为人
民服务了。”牺牲时年仅23岁……

1946年11月初，东北民主联军
四纵队在新开岭全歼国民党25师，
活捉敌师长李正谊以下5000多人，
击毙1500多人，然后撤到临江。随
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各种反动势力
纷纷登场，成立了“维持会”“国民党
的区分部”“还乡团”，残酷迫害革命
群众和人民军队干部、战士家属，欠
下了一笔笔血债。

在敌人大举进攻，反复扫荡的
过程中，中共本溪县党政机关和部
队在强敌面前辗转迂回行军作战，
于 1946年 11月 18日到达宽甸的青
山沟。在这里，县委决定由县委副
书记任之带领老弱、妇女干部及其
他不宜打游击的人员200余人到后
方去，留下地方干部 52 人及保安
团、公安队、通信、侦察人员共 300
余人在敌后坚持打游击。

这支队伍迎着强敌，从敌军的
间隙中又回插到本溪。12 月 8 日，
这支队伍来到宽甸县的八河川，了
解到这里只有“还乡团”，周围没有
敌军主力，县委决定主动出击，消灭
了八河川的“还乡团”。同时，摧毁
了敌人的乡伪政权，打出了威风，部
队士气大振。随后，县委决定先在
本溪、桓仁、宽甸三县的接合部建设
一块根据地。

然而，由于敌人在这里已建起
了各级政权，实施反动统治近两个
月，在当时敌强我弱又是在敌后的
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队伍
能否胜利还存有很大疑虑，担心靠
近游击队会受到敌人的迫害，群众
发动工作非常困难。这支队伍就组
织干部，采取各种方式，耐心地向群
众讲革命道理，宣传战争形势，讲我
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道理，敌强我弱
完全是暂时现象，同时，他们还随时
准备与各种反动武装进行战斗。

回顾那段敌后斗争经历，曾经
担任本溪市公安局局长的董玉峰在
回忆录中写道：“八个月的敌后游击
战争，生活是艰苦的，吃的是苞米，
喝的是酸菜汤，穿的是生满虱子的
破衣服，人不离枪，和衣睡眠，在零
下 30 多度的严寒或战斗或行军转
移，环境极其艰苦险恶。但我们的
干部、战士始终情绪高昂，一直坚持
到胜利。”在游击斗争时期，人民的
武装总共逮捕处理了土匪头子、特
务、恶霸地主等各类罪大恶极的反
动头目70余人，让广大被压迫群众
看到希望。

那个时期，来自被压迫群众的
怒火也在酝酿中。

《东北日报》中有篇文章曾记
述：“在去年蒋匪侵占后，农民所分
得的土地房产又被地主统统‘倒算’
回去，并夺去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
辛勤收获的全部粮食，因此，广大农
民在蒋匪侵占期间饱受了饥寒交迫
之苦，而土地改革中的‘穷汉头’则
大部被捕杀残害……”

随着人民军队三下江南、四保临
江的胜利，东北战场整个战局发生了
变化，本溪的敌人只得龟缩回市内。

人民政权刚刚稳定下来，本溪农
民就迅速行动起来参加土地改革，有
的地方甚至等不及干部前去发动就
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喊出口号：“打
倒地主吃饱饭，穷人彻底大翻身”“今
年前方大反攻，后方大翻身，前方打
大蒋介石，后方打小蒋介石”……

同时，本溪人民支援前线，解放
全中国的情绪高涨，仅本溪县报名
参军的就有8000多人。

（本文图片由省档案馆提供）

人不离枪战斗八个月

“为迎接本溪解放，中共地下党
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机智勇
敢地战斗在敌人心脏，而且一直没
有被破坏。”省档案馆研究人员张欣
悦说。

张欣悦查到了曾经担任本溪城
市工作部部长的孟博生撰写的回忆
文章，为我们披露了当年在秘密战
线上斗争的情况。

我党在本溪市的地下工作早在
1945 年人民军队刚刚进入这座城
市时就已经展开了。孟博生等同志
秘密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广大群
众宣传我党的主张，让人民群众加
深对我党我军的认识，从而使党的
活动有了初步的群众基础。同时，
为了做好建立党组织工作，中共本
溪市委于 1945 年 11 月成立了军政
干部学校，招收靠近我党的积极分
子和厂矿中的老工人进行系统的阶
级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并从
中直接发展了一批党员。此后，又
在机械厂、钢厂、煤矿和机关学校中
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党的地下工作
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1946 年 5 月，人民军队撤离本
溪前，孟博生除了组织大部分党员
撤离外，还挑选了一部分斗争性比
较坚强、适合做地下工作的党员继
续留在市内进行地下斗争。

他们对经过审查留做地下工
作的人都进行了个别谈话，主要是
加 强 气 节 和 秘 密 活 动 方 法 的 教
育，如地下组织是单线领导，不发
生横向联系，不准召开小组会布置
任务，有任务个别传达等。事实证
明，严明的组织纪律保证了这批党
员中有 30 余人一直坚持战斗到本

溪解放。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

攻，留在本溪战斗的同志与组织一
度失去联系。

1947年6月13日到19日，东北
人民军队曾一度收复本溪，本溪城市
工作部的同志立即随军进入本溪市，
迅速召集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讲清
形势，布置新的任务，并且根据敌情
建立了便于联系的多个联络点。

为迎接本溪解放，他们向上级提
出在南芬开个客栈，作为地下工作的
秘密联络点。1948年春，对外称“万
盛客栈”的联络点正式开张。

当时秘密来往的我军政人员、
交通情报人员、与我军有联系的商
人, 都住宿在这里，工作联系变得
十分方便。

通过这个联系点，他们不仅迅

速将地下党员搜集的情报转送出
去，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敌占区散发
我党的各种宣传品。

此外，他们还指导地下党发动
群众斗争，主要有工人罢工斗争、反
对国民党抓兵、反国民党特务的斗
争等。

1948 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东
北的统治大势已去，本溪已成一座
孤城，本溪城市工作部根据上级指
示，向地下党部署了迎接我军收复
本溪的任务。

他们及时将国民党军队换防，美
式装备的国民党207师换防到沈阳，
本溪城只有国民党辽宁省保安总队
的两个团，战斗力差、立足未稳的情
报传送出去，安东省委据此当机立
断，决定发动攻势。

同时，我地下党员马忠信找到
给敌人修工事、碉堡的人搜集了敌
人兵力、火力、番号、地形、地物等情
报，制成草图，传递到城市工作部，
还把煤铁公司内的组织机构、组成
人员和生产情况等用草图、文字等
形式作了汇报，给人民军队进入本
溪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人民军队发起总攻的时刻，
地下党员还劝降了国民党警卫大队
王纯一连长，警卫大队加入到保护
工厂的行列中。

这样，在外有我军的强大攻势、
内有地下党员配合的形势下，煤铁
之城本溪终于在 1948年 10月 30日
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隐藏在本溪市内的我党地下交
通线上的重要一环——“万盛客栈”
直到 1948 年 10 月本溪彻底解放后
才“停业”。

“万盛客栈”连起秘密交通线

桓仁县沟口村妇女为入伍新兵戴花。

本溪市政府颁发的布告。

桓仁县的妇女支前担架队。

专家档案 DANG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