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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梅，开国少将。 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 ，长期征战豫
东。 后任十八军副政委，率先遣
支队进入西藏 。 在他革命生涯
中，留下了“三违父命 ”“四下水
东”“长期建藏”等动人故事。

精心组织 迎接会师

1938 年 10 月，西华县杜岗村发
生了一起载入史册的大事件。

1938 年 9 月底，彭雪枫、张震等
率领 373 人的抗日武装从确山县竹
沟镇（当时河南省委所在地）出发，10
月 8 日来到杜岗村，与吴芝圃领导的
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肖望东领导
的抗日先遣大队 3 支队伍胜利会师。
11 日， 召开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大
会，彭雪枫部、吴芝圃部、肖望东部 3
支队伍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西华
人民抗日自卫军留在当地坚持抗日

斗争。
为迎接彭雪枫的到来，豫东特委

和西华县委精心组织，派宣传队到各
村演讲、张贴标语。 由于宣传深入人
心，彭雪枫率部赴西华这件事成为干
部战士议论的中心话题。彭雪枫率部
进入西华境内，每到一处，都有县区
干部迎接， 群众给部队送去肉类、粉
条、军粮等慰问品。

王其梅是地方党组织的书记，又
是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政治部主任，
既要动员、 发动群众支持新四军，又
要做好自卫军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
杜岗会师期间，他忙前忙后、夜以继
日地工作。 杜岗会师后，王其梅参加
了在杜岗村东南角打麦场上举行的

杜岗会师庆祝大会，不久又参加了新
四军游击支队在西华县城隆重召开

的东征誓师大会。

代理书记 主政豫东

10 月 10 日 ，彭雪枫 、吴芝圃等
在西华县城主持召开了豫东特委扩

大会议，研究巩固和扩大武装、进一
步加强党的领导、开展豫东游击战争
等问题。 同时，成立新的中共豫东特
委，吴芝圃任书记，王其梅等 9 人为
委员。 因吴芝圃要率领部队东进，决
定吴芝圃不在时由王其梅代理豫东

特委书记。
新四军游击支队就要东征了，彭

雪枫司令员与王其梅进行了一次告

别谈心：“游击队渡河东征后，你这个

代理特委书记的担子不轻啊，既要做
好党的工作， 又要同楚县长合作好，
为巩固和发展西华抗日根据地继续

努力工作。 有你作坚实后盾，我们东
征部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

王其梅同楚博县长一道积极组织

动员船工为游击支队渡过新黄河做准

备。 10月 24日一大早，王其梅便早早
赶到聂堆渡口，动员群众，检查船只，
为即将出征的游击支队战士壮行。

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 ，
西华军民赠送粮食 3 万多斤， 现金
2 万多元 （大洋 ），棉军衣 、军鞋一
批 ，从各方面大力支援了新四军深
入敌后抗战。

豫东特委书记吴芝圃随游击支

队东征后 ，王其梅主持豫东特委全
面工作 ，率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挺
进前线打击日伪军 ，打开了抗战新
局面。 夜袭双楼寨，就是王其梅指
挥的一场战斗。

夜袭双楼 打出威风

1939 年农历正月初， 曾把女儿
嫁给日本人的汉奸司令张亮宏趁淮

阳抗日游击队到西华陈寨集训休整

的机会，带着日伪军近百人，进驻淮
阳安岭薛孟村附近的双楼寨，横行乡
里，残害百姓。 日伪军的罪行激起淮
阳抗日游击队战士的复仇怒火，个个
摩拳擦掌， 要求出兵消灭这股敌人，
救出老百姓。然而，游击队刚刚成立，
人少武器差，难以胜任。

游击队司令员薛朴若只有向豫

东特委王其梅求助， 要求替百姓报
仇。 于是，王其梅便带领一个营的兵
力和淮阳抗日游击队会合，经与薛朴
若等人研究后决定夜袭双楼寨。

正月初九深夜， 部队在王其梅、
薛朴若等人带领下，从驻地西华县东
寨出发进入淮阳县境，经过几小时的
疾走到了潘庄村。 队伍短暂歇息后，
按预定方案兵分四路向双楼寨进发。
按王其梅指示，一队百余人，到双楼
东寨门外埋伏，围剿突围之敌，阻击
淮阳城内援敌；二队百余人攻打双楼
寨西门；三队由王其梅、薛朴若率 50
多人从北面拿下岗哨， 翻越寨墙进
寨；四队 30 多人在薛孟村南埋伏。

游击队员从北面攻寨的云梯靠

近寨墙时，王其梅亲自指挥。顿时，寨
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敌人乱作一
团、四处逃窜。 大汉奸张亮宏听到枪
声如梦初醒，像老鼠一样钻进了红薯
窖中。 因淮阳日军增援，游击队员没
来得及仔细搜查， 张亮宏才保住狗
命。 这次战斗，在王其梅等人的出色
指挥下， 不仅救出被抓去的群众，还
毙敌十余人，俘虏伪军 13 人，缴获长
短枪数十支。遭到抗日军民毫不留情
的打击后，当地日伪军老实了许多。

潜回西华 再组部队

西华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斗

争如火如荼， 国民党顽固派如坐针
毡，企图吃掉西华部队，消除共产党
在豫东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于 1938 年 12 月撤
换了与豫东特委有统战关系、 支持
抗日的第七区专员刘莪青， 改由思
想反动的刘庄甫接任， 同时令西华
县长、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
楚博前往洛阳述职并扣押， 接着下

令改编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为第一

战区自卫军第七路。
面对严峻的形势，以王其梅为首

的豫东特委研究后认为， 大敌当前，
在国共通力合作、 一致抗日期间，必
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坚持
独立自主原则，保留党对这支队伍的
领导权。 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西华
人民抗日自卫军接受了国民党第一

战区自卫军第七路的番号。 1939 年
春，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改编为第一
战区自卫军第七路，先是庞国均任司
令，不久刘庄甫接任。于是，国共两党
对西华部队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日

益激烈。
为加强对西华部队的控制，1939

年 5 月，国民党借口周口地段河防吃
紧， 下令自卫军第七路驻防周口，阴
谋调离部队离开西华。

王其梅等人认为， 部队驻防周
口， 可扩大抗日救亡范围和影响，而
且可通过与刘庄甫针锋相对的斗争，
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报
上级批准，部队移防周口。

刘庄甫非常反动。在西华人民抗
日自卫军接受改编后，他经常亲自或
派特务到部队刺探军情，还经常在星
期一召开的排以上军官会、星期六召
开的全体官兵会上， 发表反共言论。
于是，王其梅对他的反动思想进行坚
决斗争。 凡刘庄甫讲一次话，他就及
时反驳，一次次挫败他的阴谋，部队
在刘庄甫眼皮底下照常进行政治教

育和抗日救亡宣传。
刘庄甫认定王其梅是共产党员，

遂以调往洛阳受训为名，企图将他软
禁扣押。

王其梅拒绝到洛阳受训，只得返
回西华。王其梅返回西华后即遭国民
党通缉，他被迫辞职。

在返回西华潜伏期间，王其梅在
西华县城西北的寇寨举办了党员训

练班。此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在侯香山等人帮助下，又组建了一个
大队的西华县抗日武装，下辖两个中
队，有近 200 支枪，王其梅任大队长。

为继续领导豫东特委对敌斗争，
1939年 7月，河南省委派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向明兼任豫东特委书记。 向明
到达豫东后，王其梅协助向明坚决贯
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抗战、反
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
步、反对倒退”的基本方针，针对国民
党一系列反共摩擦，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国民党为达到吃掉西华抗
日部队目的，多次调抗日自卫军第七
路去舞阳“整训”。由于部队已被党组
织控制，1939 年 12 月中旬， 抗日自
卫军第七路到达豫皖苏根据地，与彭
雪枫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改编为
第六支队第二总队。

根据豫东特委突围东进的安排，
1939 年 11 月，王其梅率领他新组建
的西华部队首先东渡黄河，开往睢杞
太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二下水东 彰显党性

1938 年 10 月后，为开辟豫皖苏
边区，睢杞太地区吴芝圃的抗日武装
与彭雪枫部整编东进抗日后，仅留马
庆华率 200 余人留在睢杞太地区继
续斗争，并重建睢杞太党组织。

1939 年 4 月， 新四军游击支队
指派马庆华任睢杞太特委书记。当时

斗争十分惨烈。 8 月 5 日，马庆华率
睢杞太独立大队在杞县傅集镇宋庄

（现为宋刘庄）伏击日寇。在掩护最后
几名战士撤出战斗时，马庆华不幸被
流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 25 岁。

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同时为统一
领导整编水东地区抗日武装 ，1939
年 11 月， 韩达生被任命为睢杞太特
委书记。随后的 1940 年 1 月，由睢杞
太独立大队、 王其梅率领的西华部
队、孟海若率领的部队组建了新四军
第六支队睢杞太独立团，蓝侨任团长
兼政委。

在此次整编中，王其梅率领的西
华部队编为睢杞太独立团三营，王其
梅任营长兼教导员。

王其梅由豫东地区的主要负责

人降为了一般干部，但他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能上能下，毫无怨言，充分表
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组织观念

和崇高的党性原则。
王其梅率领他组建的抗日武装

挺进水东后， 与当地抗日武装配合，
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

争。
这是王其梅率部二下水东。
5 月间， 日寇在伪军的配合下，

向睢杞太独立团驻地进犯。战斗打响
后，在团长蓝侨指挥下，王其梅率三
营协同二营向敌人发起攻击。王其梅
荷枪冲锋在阵前指挥战斗。经过两个
多小时激战， 将敌人打回睢县老巢，
击毙日寇小队长以下二十余人、伪军
数人。 次日，部队转移至太康县门楼
张村宿营。 由于消息封锁不严，走漏
了风声，敌人出动 1000 多人、汽车数
十辆，分四路向门楼张村合围。 关键
时刻，王其梅命令二连连长：“你们快
撤，我掩护。 ”恰在此时，天降暴雨，敌
人乌龟一样躲在汽车里，王其梅等人
趁机突围。

战斗中，经常与敌短兵相接对王
其梅来说不过寻常事而已。

1940 年 9 月的一天， 独立团在
官庄西万彩岭召开大会， 驻通许日
寇突然来袭，向村中开炮，会场顿时
慌乱起来。 蓝侨说：“我组织与会干
部、群众疏散，部队由三营营长王其
梅指挥突围 。 ”随后 ，王其梅高喊 ：
“大家不要惊慌 ， 我代表团党委命
令，二营出南门向西突围，一营出南
门向东南突围， 团直属部队跟随前
进，三营就地阻击敌人。 ”他简短有
力的话，稳住了部队。 接着，他指挥
三营就地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敌人，
掩护一、二营突围。 此时，因天色已
晚， 日寇未敢进村， 开了几炮就走
了，使全团安然应付了一场危机，有
惊无险。

11 月，河面已经结冰，国民党 81
师突然在太康马屯包围了独立团。蓝
侨下令突围，命一、二营在前，三营殿
后。 但突围路上都是水，要突围出去
必须涉水 10 余里。因此，部队有些犹
豫，不敢下水。王其梅见状，挺身而出
说：“我愿效前驱，让一、二营跟进。 ”
说罢，脱下棉衣，率先跳入水中，引导
部队突出了重围。

由于王其梅处处率先垂范，又指
挥有方，三营无论是协同作战还是单
独作战，都表现得异常突出，就连一
向性情比较高傲的二营营长孟海若，
也竖起大拇指称赞他 “文武全才，当
团长都绰绰有余，我自愧不如！ ”

（下转 A4版）

太康聚台岗旧址原貌。 1941年 7
月，水东党政军机关在王其梅的带领
下，进驻聚台岗村，建立水上抗日根
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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