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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多年过去了，百团大战的硝烟早已散尽，

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八路军指战员以生命

赴使命、用热血谱忠诚，践行不忘初心铮铮誓言

的英雄精神。在百团大战中，“白刃格斗英雄连”

全歼了日军的一个小分队，这场战役的指挥者是

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第一纵队二十五团政治委员凌则之——一位曾

经的清华学子。

凌则之，原名凌家增，又名凌松如，1911年出

生于四川屏山。1934年，他以凌松如之名考入清

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进入清华不久，他亲眼看

到当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

桌了”，万分愤慨，毅然决定改读社会系，研究社

会之变革。1935 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

动爆发，他成为清华大学在这场运动中的参加者

和领导人之一。1936 年 6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

党；这年冬，遵照党的指示，他率领一批平津青年

赴山西，随即改名为凌则之，并于 1937 年春节加

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群众团体——山

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1940年 8月 20日百团大战打响时，凌则之担

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二十五团政治

委员，奉令带团参加正太路破袭战，肩负攻克马

首车站、破击铁路的任务。当晚，二十五团一营

仅用半个小时就攻占了马首车站两侧的碉堡。

21日，他们攻下车站，击毙日军 20余人。在八路

军攻击马首车站的同时，日军登木小队 40 余人

夜袭二十五团指挥所，凌则之亲自指挥担负警卫

任务的三营八连，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将日军小

分队全部歼灭。这是百团大战伊始，八路军一个

连全歼日军一个小分队的首创战绩。战后该连

受到刘伯承、邓小平表扬，并荣获总部授予的“白

刃格斗英雄连”锦旗。

9 月 5 日 ， 二 十 五 团 奉 命 在 陈 赓 的 指 挥

下，与太岳军区的 3 个团围歼进犯榆社双峰镇

的日军永野大队 500 多人。凌则之亲临前线，

号召全团“再立新功”。在他的鼓舞下，全团

将士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与敌人展开肉搏

战。经过 3 天激战，协同兄弟部队击毙击伤敌

人 400多人。

10 月，恼羞成怒的日军妄图合击八路军总

部。二十五团于 22 日拂晓奉命进驻温庄大陌村

一带全力阻击日军。经过 9个小时激战，终于完

成了掩护总部安全转移的任务。在战斗中，凌则

之始终站在第一线的阵地上指挥作战，不幸中弹

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清华学子投笔从戎，百团大战白刃杀敌。

凌则之烈士的英雄事迹已成为一则佳话，每年

清 明 节 前 往 烈 士 陵 园 追 忆 他 的 市 民 络 绎 不

绝。他用行动展现了高尚的爱国情怀，也彰显

出一个热血青年面对家国危难挺身而出的责

任担当！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全民

皆兵、军民团结是百团

大战的一大特点，广大

人民群众用各种方式展

现了无私奉献、众志成

城的磅礴力量。

百团大战中，正太

铁路沿线的人民群众踊

跃支前。他们做军鞋、

送军粮、抬担架、护理伤

员，帮助八路军炸毁正

太铁路重要节点；阳泉

地区的煤矿、冶炼、铁路

工人纷纷加入破袭战，

把道轨连同枕木一起掀

翻；狮脑山战斗时，山上

的八路军缺乏给养，山

下的矿工积极配合将粮

食和被褥运上去，有力

支援了部队作战……这

一幕幕场景证明：军民

同心，其利断金。

百团大战的胜利告

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始

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为了赶走

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

者，我们党始终相信人

民，紧紧依靠人民，通过

宣传群众、联系群众、武

装群众、团结群众，以实

际行动凝聚起众志成城

的伟大力量。

坚如磐石的军民关

系，是我们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历

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

因传承而不灭。今天，我们回顾百团大战的光

辉历史，追寻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足迹，就是为

了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精神，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更好前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我们要始终

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

高无上的位置，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始终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心中常想百姓疾

苦，胸中常谋富民之策，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

拥护，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动力。

百 团 参 战 威 名 扬
本报记者 李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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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百团大战纪念馆大厅中的浮雕百团大战纪念馆大厅中的浮雕。。

图图②② 百团大战纪念馆里的半景画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馆里的半景画狮脑山

战斗战斗。。

勠力同心 无坚不摧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将士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他们都抱定了血战

到底、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

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史诗。

在百团大战纪念馆，可以看到不同阶段的激

烈战斗和战斗中涌现出的英雄连队。其中，磨河

滩战斗就充分体现了八路军英勇顽强的作风。李

玘告诉记者，百团大战打响后，晋察冀军区第四军

分区五团一营一连在娘子关肩负牵制日军的任

务。1940年 8月 22日上午 11时，连长邓仕均率领

145人在磨河滩村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激烈战

斗。受阻的日军丧心病狂地向一连阵地发射了毒

气弹。

经过 5 个多小时的激战，一连在打退日军 10

余次进攻后，于下午4时冒雨强渡绵河突围。最后

全连仅存17人，共毙敌近200人。战斗结束后，晋

察冀军区授予一连“血战磨河滩钢铁连”荣誉称号，

邓仕均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

在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痛击敌人的时候，游

中流砥柱 精神永存

面临严峻形势，八路军主动发动百团大战，参

战兵力之众多、作战地域之广阔、动员准备之充

分、指挥艺术之精湛、军民配合之密切、所获战果

之辉煌和对日本侵略者打击之沉重，都堪称抗战

史上的伟大壮举。

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玉林表示，百

团大战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

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团结一心、义无反顾，带领

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

争中。

刘玉林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局部

抗战到全民族抗战，从洛川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从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到红军主力改编为

八路军，从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到爆发

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无一不是中国共产党主动

击队、民兵及广大群众也以极大的战斗热情组织

运输队、担架队、锄奸组等，冒着枪林弹雨积极支

援前线，踊跃参战。“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

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共同抗日走到前”就是当

时的真实写照。据不完全统计，在百团大战中，阳

泉境内直接参战的民兵有 7400多人次，支前群众

达 20多万人次；盂县仅随主力部队行动的担架队

就有 1000多人。正是因为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人

民群众，在之后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

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

多种有效的歼敌方法，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

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最重要因素。

苏小平表示，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

伟力，军民携手、勠力同心将无坚不摧。百团大

战的胜利是广大八路军将士和人民群众敢于亮

剑、不怕牺牲、勇于担当、无私奉献革命精神的生

动体现。

扛起抗战大旗、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集中体现和全面展示。

走出百团大战纪念馆，馆长陆茜让记者

回头看纪念馆的外形。“纪念馆的外形是以

‘基石’为核心理念设计的，象征着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基

础，正如坚不可摧的基石，托起了中华民族威

武不屈的脊梁。”陆茜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高举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旗帜，坚决维护、巩

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

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

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

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

流砥柱。

历史已经证明，未来也将继续证明，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中

国共产党仍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出身清华的抗战英雄
山西省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苏小平

“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

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

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

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聂荣臻元帅

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形容八路军当年破袭正太

路时的场景。

1940 年 8 月 20 日晚，八路军以破袭正太

铁路为重点，对日军控制的华北交通线发起

总破袭，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由此打响。战

役发起第 3 天，参战部队已达 105 个团，故称

“百团大战”。

在山西省阳泉市狮脑山主峰上，高 40 米

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形如锋利的刺刀直插云

霄，象征着抗日战争中淬炼出的伟大抗战精

神。纪念碑主碑以西约400米，坐落着百团大

战纪念馆，里面丰富详实的展览向人们讲述

着那段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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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果辉煌 信心大振

1940年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

侵略者一面加紧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一面对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妄图以

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据点为锁，彻底摧毁

抗日根据地，除去其“南进”的后顾之忧。

“可以说，中国抗战当时面临着空前危

险。”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苏小平告诉

记者，面对如此形势，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

号召全国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更为

重要的是，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囚笼政策”，

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华北战局向

好的方向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八路

军总部决定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

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1940 年 7 月 22 日和 8 月 8 日，八路军总

部先后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和《战役行动命

令》，并上报中央军委。“百团大战最初叫‘正

太路破袭战’，我军共出动了 22 个团的兵

力。战役发起后，八路军指战员和抗日根据

地民众痛恨‘囚笼政策’，参战积极性非常

高。”百团大战纪念馆讲解员李玘说，陆续参

战的八路军主力和地方部队达到了 105 个团

20 余万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听取战

报后说，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百团大战好

了。由此，正太路破袭战正式命名为百团

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

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

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取得了辉煌战

果。仅第一阶段就使日军在华北的所

谓“钢铁封锁线”正太线三分之二被破

坏，有力阻断了日军的交通优势。到

百团大战结束时，八路军共作战2174

次，共歼灭日、伪军 50967 人。遭到

痛击的日军惊呼“损失巨大”“对华

北应有再认识”。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让全国

上下群情激奋，一片欢腾。各大

报刊纷纷刊发评论称“真是要兴

奋感动得流泪”“它以无限的鼓舞，兴奋了广大抗

日军民”。百团大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的“囚笼

政策”，沉重打击了其嚣张气焰，增强了全国军民

的抗战斗志和必胜信心，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八

路军的威望，并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

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