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足解放前后的
1949年11月下旬，巴渝大地风云跌宕，枪炮轰鸣。随着重庆胜利解放，

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成为惊弓之鸟。大足地下党组
织乘势而为，秘密参与统战策反，维护社会秩序，配合新生人民政府接管旧政
权、开展征粮剿匪，上演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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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7月，中共铜梁中心县委指示
中共大足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将工作重心
转移到收集国民党党政军团的枪支弹药
和各种物资上来，并及时汇报各界人士的
思想动态，做好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
作，防止个别反动顽固分子困兽犹斗。

此时，一位较为“温和”的人士进入大
足县临时工委的视线，他就是国民党大足
县政府秘书室主任秘书兼县参议员、重庆
警备司令部大足联络员雷在齐。

雷在齐是大足雍溪乡（今雍溪镇）人，
多年从事教育，他的学生多在县级部门工
作，影响较大。他在县内的派系斗争中持
调和态度，与各派无大的对立情绪，也无
重大劣迹，做过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
情。因此，临时工委决定派他的学生宋朗
秋（中共地下党员）和族亲雷筱龙等对其
进行启发。

11月底，因时局紧迫，宋朗秋再次登
门拜访，劝说雷在齐。

雷在齐说：“老师跟着你们走，弄不好
‘九斤半’（人头）吃不了饭哟。”

宋朗秋说：“老师，我们一样的，弄不

好‘九斤半’也吃不了饭。但为了中国的
解放，总会有牺牲的事发生。现在国民党
的县长还在位，他有逃跑的可能，我觉得
你应该自告奋勇站出来维持秩序，我们推
荐你做代理县长。”

思索一番后，雷在齐爽快回答：“好，只
要你们认真搞，大家都想要一家老小吃饭。”

之后，雷在齐每天都到茶馆与宋朗秋
等碰面。因为是师生关系，他们的密切往
来并未招致怀疑。

雷在齐做事十分积极。当时，国民政
府“交警”“内二警”（内政部第二警察总
队）溃逃路过弥陀乡，抓走地下党员梁子
先、陈履杰。雷在齐受地下党组织委托，
赶到中敖镇，疏通军警放人。他还组织友
联社成员和群众 100余人昼夜巡逻，守护
县城。

12月2日晚，国民党大足县长郝明国
与部分官员携县政府印章向中敖方向潜
逃。雷在齐获悉后立即带人赶至中敖，追
回县印。因过渡期间工作需要，县临时工
委推举雷在齐为代理县长。

9日，大足县临时人民办事处成立，雷

在齐被推举为主任，代理警察局长杨英才
为副主任，部分中共党员为成员，负责接
管旧政府。办事处随即将人民解放军“约
法八章”贴遍城乡，安抚旧政府人员守职
待命，封存档案。中小学按例行课，社会
秩序安定。

12月12日下午，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
12军补训师1团3营机炮连和9连抵达大
足城外，驻扎在东关镇 11保柏杨寺、杨家
院子和陈家院子。

13日上午，雷在齐悄悄问宋朗秋：“你
们跟解放军有联系吗？”

宋朗秋回答：“这是我们党的秘密，你
不要问。你过去是我的老师，我听你的。
现在我是共产党员，你不听共产党的话，
听哪个的？”

雷在齐立刻连声说：“当然听共产
党的。”

当天上午，雷在齐与县临时工委委
员、各特支及其支部成员一道，带领各机
关职员、师生、群众 300余人，整队举旗，
到东关马家街迎接解放军入城，标志着大
足解放。

1950年2月初，为打击土匪的嚣张气
焰，大足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党政军负责
人组成剿匪委员会。

据侦察队及内线报告，攻打县城逃逸
的土匪盘踞在中敖镇与安岳县交界的何
家沟一带。其右翼兵力为匪首蒋镇南纵
队和王伯达、王仲达 2个独立大队，部署
在横贯胡家沟与玉皇沟的斗碗寨、双溪乡
的樱桃湾一带；左翼兵力为叶畅荣、高蜀
龙 2个纵队，部署在三尊佛至高坪乡一
线；第二梯队在青龙场至何家湾一带；正
面主力是叛军何志强的一个团，扼守中敖
镇至高坪的咽喉——望乡台。匪徒在望
乡台筑有相互连通的交通壕和地堡，用机
枪、六〇炮、八二炮组成火力网，控制前沿
阵地的正、左、右三个方向。望乡台也是
大足经安岳到成都的重要隘口。

经过周密策划，县剿匪委员会决定由
璧山军分区解放军 103团、105团和县大
队共 600余人，分兵三路快速出击，使敌
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实行合围，达到全歼
主力的战略目标。

2月 6日晚 11点多，负责切断土匪退
路、阻敌增援的我军右翼部队独立营（县

大队整编后更名）奉命出发。
7日凌晨 2点，我军左翼部队
105团出发。凌晨 4点左右，
担任正面主攻的103团开拔。

凌晨 5点，距总攻只剩一
小时。105团首长命令1营直
插樱桃湾后，速与我右翼部队

靠拢完成合围。2营与机炮营随团指挥部
分割纵队，压制望乡台前沿火力，配合我主
攻部队围歼敌主力何志强团。

6点，103团在望乡台附近发出攻击信
号，总攻开始。霎时间，枪声、炮声震撼山谷。

6点30分，我军在玉皇沟、樱桃湾方向
和高坪一带与守敌发生激战，105团首长
命令机炮营的所有火器及步兵营的马克
沁机枪统统开火。顿时，一颗颗炮弹狂风
暴雨般砸向土匪阵地。匪徒鬼哭狼嚎，四
散奔逃。

持续半小时左右，火炮、机枪停止了
轰击和扫射。我主力部队103团已攻占前
沿阵地，正向敌纵深推进。这时，驻守马
鞍山的105团在山上截击溃退的叶畅荣匪
队，俘获匪首叶畅荣等匪徒200余人。

直至下午4点，战斗结束。我军全歼
何志强主力，活捉“中国大陆川东北游击
总队第三纵队”副司令叶次良、独立正副
大队长王伯达、王仲达及分队长数十名，
生俘匪徒800余人，缴获大量轻重武器。

先起义后叛变的国民党部队潘清州
匪部5个连溃逃到潼南千佛寺，解放军乘
胜追击，分三路包剿于三尊佛一带，活捉
匪徒300余人，缴获轻机枪8挺、六〇炮3
门、步枪100余支、子弹3000发。

望乡台战役，首开大足县征粮以来剿
匪大捷，作恶多端的土匪元气大伤，全县
由此从防守转入全面剿匪阶段。

据《红岩春秋》
作者：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党史研究室

1950年1月下旬，80多名二野军大学
员及地下党员、青训班学员组成征粮工作
队，分赴大足各地开展征粮工作。

征粮工作刚刚展开，一场殊死搏杀接
踵而来。国民党残余、惯匪疯狂暴乱，在
乡村烧杀抢掠，杀害征粮队员，企图颠覆
新生的人民政权。城内少数绅粮、旧政府
人员表面上拥护人民政府，实则暗地里通
匪，农村也有少数劣绅济匪、助匪。一批
归降的国民党军队和旧政府人员趁土匪
暴乱之机，叛变为匪。

1月 27日凌晨，匪首王伯达率 200余
人袭击高升场征粮队。此时，驻高升的二
区征粮队长廖灿国与区队长李锡水、工作
人员周鹏程、旧乡长王作民等 10余人正
分头下村催收公粮，还未走出场口，忽闻
匡家坳、红岩沟传来枪声。霎时间，土匪
从两头场口蜂拥而入。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廖灿国率队退
回到乡公所碉楼。廖灿国组织还击，正要
向外扔手榴弹时，却被王作民的小老婆死
死吊住手臂。王作民突然打开碉楼大门，
廖灿国这时才知王作民已叛变。

千钧一发之际，廖灿国等人冲出碉
楼，杀开一条血路。旧乡警王树基却大声
呼喊：“那个就是地下党员廖灿国。”廖灿
国急速退至斜对门黄树堂店中，从后门跑
向田野。匪徒黄定勋等紧追不放，乱枪扫
射，廖灿国中弹倒入水田，壮烈牺牲。其
余工作队员被俘押至宝丰寺，遭受严刑逼
供后，李锡水和两名军大学员在寺庙坎下
被枪杀，周鹏程在庙后遭杀害。

当天下午，大足县委迅即派出解放军
一个排赶赴高升，与二区区委副书记蒋焕
新带领的区武装队员会合剿匪，但土匪早
已逃之夭夭。

28日下午，蒋焕新一行回城途经胡
家沟跃龙桥时，遭遇攻打县城溃退下来
的吴伯龙、蒋英明、罗书云、沈子万、杨
绍等土匪的伏击。在激烈的枪战中，蒋
焕新和 9名解放军战士、军大学员石某
某当场牺牲，7人被俘，押送宝丰寺后被
害，只有一名班长和 12名战士脱险回到
县城。

这次战斗，征粮队员和解放军战士共

牺牲23人。
就在这天凌晨，匪部攻打大足县城。

在首攻门户一区西城镇时，惯匪头子杨绍
将征粮队军大学员张振兴当街枪杀，另枪
杀群众1人。31日，五区玉龙乡旧乡长冷
万方故意将璧山军分区一个警卫通讯排
带入段西铭匪部伏击圈，导致全排战士
牺牲。

土匪的疯狂破坏，严重威胁着征粮队
员的生命安全和征收的粮食安全，征粮工
作陷入被动甚至停滞。至当年 7月底，土
匪共抢劫全县公粮 210多万斤，烧毁房屋
543间，抢劫百姓 4928家，抢劫物资折合
稻谷 336.3万斤、猪牛 6101头，杀害解放
军、干部和群众269名。

1950年 2月初，璧山军分区增派部队
一面剿匪，一面协助征粮。5月，大足县长
郭中兴、副县长黄信五发布《全御命令》，
令各级人员必须依限完成征粮任务，并带
头交纳公粮，违者处分。6月，中共大足县
委确定以征粮工作为中心任务，县机关主
要领导均下区分片包干征粮。

一系列措施有效推动了征粮进程，一
区群众成群结队地肩挑公粮送往东关大
庙国家粮仓，17保有 22户农民连夜打着
火把送公粮。这一时期，大足呈现出农民
踊跃交纳公粮的场景。

据记载，至 1950年底，大足县实收公
粮折谷 4649.10 万斤，占下达任务的
92.8%；实收稻谷 3769.4万斤；货币折谷
577.5万斤；实物折谷 308.50万斤。当年
调拨重庆等地的粮食 1300多万斤。大足
的征粮工作为保障大西南的粮食供给作
出了贡献。

学生策反老师

征粮硝烟弥漫

打响县城保卫战
1950年1月28日凌晨5点左右，寒风

凛冽，漆黑的夜里，从县城西门方向突然
传出一阵密集的枪声。原来，匪首蒋镇南
部的王伯达、蒋英明、吴伯龙等，趁县城兵
力空虚、新生人民政权立足未稳之机，率
匪徒1000余人，分两股入城偷袭。

一股土匪打开西门城门，蜂拥而入，
部分土匪包围西城镇公所，俘获征粮队
员。匪徒们强令居民打开店门，窜进店内
任意抢夺财物。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迅速
将西街至县政府门口一带占领，县政府出
入口被封锁。

驻守县政府和守卫监狱的解放军一
个排紧急动员，奋起反击。县政府由一个
班的战士正面阻击来犯土匪，留守公安局
的一个班在监所门外以大黄葛树为掩护
阻击土匪。由于我军使用的是接收的旧
枪械，边打边卡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县政府处于危急境地。

另一股土匪从北门蜂拥入城，迅速占
领了北街和十字口岗亭等有利地势，妄图
阻击我军救援。闻讯而至的县大队大队
长胡儒林，带领唯一留在队部的通讯排和

前去增援的一区副区长李延生会合。由
于受十字口岗亭猛烈火力所阻，他们被困
不能前行。胡儒林急中生智，当即将一班
分为两个战斗小组，一组运动到黉门口，另
一组则绕行河边天主教堂，二班原地不动。

几分钟后，三个地方齐打排枪，高声
呐喊，佯攻匪徒，造成三面围攻假象。胡
儒林带领三班战士迅速从后门（今滨河
路）迂回到南门。他端起机枪，向十字口
方向土匪猛烈扫射。一、二班战士闻声策
应，号声嘹亮，呐喊声四起。驻守岗亭的
匪徒犹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

此刻，驻守县政府的两个班战士在排
副王志忠率领下冲出大门，里应外合，三
面夹击，打得土匪晕头转向。不幸的是，
班长任俊在冲锋时被土匪枪弹击中牺牲。

部分土匪慌忙潜入县政府右侧民房
内放火，10余间店铺顿时浓烟滚滚。9点
左右，增援三区的一排战士回城正好赶上
战斗，一时间，城内外枪声大作。匪徒们
搞不清解放军有多少兵力，唯恐被活捉，
纷纷逃窜。约 10点，袭城匪徒被全部击
溃，县政府转危为安。

取得望乡台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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