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共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是我党

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党报。在坚持抗战、坚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
年5月，《新华日报》社在汉口举行招待会，欢迎从台

儿庄前线凯旋的战地记者，并鼓励他们据实向军事

委员会反映前线情况，认真总结抗战的经验与教

训。这次活动对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促进

团结，共同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38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众志成城、

浴血奋战，一举歼灭日本侵略军板垣、矶谷两个精

锐师团一万余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骄狂气焰，极大地鼓舞了

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赢得了世界反法

西斯阵线的高度评价，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

响。台儿庄大捷吸引了众多中外记者前来采访。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乘势调来70多万军队部

署于鲁南和徐州附近，准备再次聚歼日军。而日军

也察觉了中国的意图，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

方，调来 30余万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

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在这种情形下，第五战区

部队主动撤离鲁南。记者们也跟随部队撤离。5月

下旬，从徐州突围的40多名记者历经千辛万苦和艰

难险阻，最终都突出重围，先后安全回到武汉。

为欢迎和慰问从抗日前线归来的各报记者，

《新华日报》社决定举行一次招待会，并邀请各报负

责人参加。5月 27日，在汉口普海春西莱社，《新华

日报》社的领导和战地记者们欢聚一堂，围坐在一

张长形的餐桌上畅所欲言。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扫荡报》《武汉日报》和《大公报》的负责人也应邀

参加。《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作为东道主首先致欢

迎词，接着由《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代表报社致

慰问词。他说在徐州突围时，不仅对本报特派记者

陆诒的安全担心，还对其他各报的记者们的安全也

担心。现在见到你们安全地返回汉口，由衷地高

兴。他指出：“第二期抗战在各方面均有许多进步，

这固然是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同时各报记者把前方

情形忠实地报道给后方，把后方民众的救亡工作传

达到前方。鼓励了前后方军民抗战的热忱，坚强了

抗战胜利的信心，各位是尽了很大的努力，诸君在

前方看见许多的实际问题，当不限报纸上所发表

的，如我军抗战许多英勇事迹，如民众的动员和组

织不够深入，军民的关系还不够密切，民众疾苦还

有许多没有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还有种种困难，所

有这些问题都希望诸君写些报告发表出来，这不仅

是国人的希望，而且对于地方行政当局也将会有很

大的帮助。最后，此次诸君在前方的工作中表现出

空前团结。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种互助团

结的精神，不仅是新闻事业取得胜利的保障，而且

是民族解放胜利的保障。现在我举杯庆祝诸君的

健康和新的胜利。”这段热情洋溢的发言，大家报以

热烈的掌声。

政治部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的胡愈之，《新华

日报》陆诒，《大公报》范长江，《星中日报》胡守愚、

黄薇，《扫荡报》张剑心，《武汉日报》周海洋等先后

发言。范长江在发言中说道：“过去各个报社只是

对他们自己派出的记者进行慰问，没有一个报馆会

对我们举行全体慰劳的。今天《新华日报》不仅慰

劳他的记者陆诒先生，而且慰劳我们大家，使我们

非常兴奋和感谢。今天下午青年记者学会对于我

们全体举行慰劳，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新闻界由狭

隘的活动变成广泛的职业的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

进步。”他还报告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第五战区

成立分会的情况，表扬了华侨记者在战地的出色表

现。特别是华侨女记者黄薇，当徐州危急时候还是

不顾个人安危，想留在徐州继续采访战地新闻。同

时，他还希望当局能够帮助战地记者解决交通工具

和通讯工具的困难，以便使战地新闻工作做得更

好。在招待会上，各位记者经历了生死考验，劫后

重逢，大家感慨很多，他们除叙述了在徐州突围过

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险象外，大多谈的是前线将士浴

血奋战、奋勇抗敌和民众奋不顾身、踊跃支前的英

勇事迹，还议论了国民党军政部门存在的不利于抗

战的一些问题。

这次招待会隆重热烈，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

钟。会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王明、博古、凯丰、

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和《新华日报》等报社的负责

人主动站到后排，让前线归来的战地记者坐在第一

排，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领导与记者这种不分上

下、亲密无间的精神，为新闻界所少见，这张照片也

是新闻史上的一张珍贵史料。

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领导，

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由于他

有紧急公务没有出席新华日报社的招待会。他于5
月 26日专门给范长江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表示

慰问：“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的英勇的电讯，并带着

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

闻前线上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

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当周恩

来得知记者反映的一些情况后，认为应该借此机会

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当局改进抗战工作。他约范长

江和陆诒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详谈。他认为记者

们反映的战地民众动员工作、军民关系和军队政治

工作等问题都很重要，并约定时间请范长江等20多

位记者到汉口军委会政治部与政治部部长陈诚、副

部长黄琪翔一起座谈这些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梳

理后，及时反映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

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受了记者们的一些建

议，改进了一些工作。所以在全国抗战初期，全国

军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中国

社会的政治局面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气象。新闻

记者们不仅在新闻报道中作出了有利于抗战的贡

献，而且通过他们所揭露的材料，还有利于推动国

民党改进军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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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举行战地记者招待会举行战地记者招待会
□□ 郑学富郑学富

□□ 钟同福钟同福

1932年 3月上旬，历时 33天的赣州战役让红军遭
受了重大损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
席项英受命赶往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向正在休养
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报告赣
州久攻不克的消息，并请毛泽东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
讨论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当即冒雨和项英一起直奔赣
州城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苏区中央局批准东路军
攻打漳州。

1932年4月10日，红军东路军全歼考塘守敌。当天
下午，红军乘胜兵分两路进攻龙岩城，一路由龙门正面
进攻西门；一路绕道铜钵，从背面攻入北门。防守龙岩
城的张贞部独立团多系新兵，缺乏战斗力，一经红军攻
击，自行溃逃。红军一举占领龙岩城。

张贞闻讯龙岩被攻，不知战况进展如何，急派飞机
前往龙岩侦察，飞机飞至龙岩上空，只见城内红旗招展，
原想降落加油已不可能，只好匆忙飞回漳州。结果，慌
中出错，飞错方向，朝同安飞去，挂在朝天岭的大树上。

此后，“张贞的飞机吊在树上”，一直成为流传于闽
南人民口中的笑话。

是役，东路军消灭守敌张贞部 1 个多团，俘敌 685
名，缴枪900多支。龙岩战斗，红军初试锋芒，旗开得胜。

龙岩之胜，打开了东征漳州的大门。4月 11日，毛
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红一军团师长、政委以上干部会
议，总结龙岩战斗的胜利经验，部署下一步行动：红一军
团第四军、十五军和红五军团第三军为攻漳主力；红五
军团第十三军留驻龙岩保障后方；闽西军区红十二军在
上杭、武平一带警戒粤敌。

4 月 14 日，负责攻漳的东路军各部按时集结于龙
岩，向漳州进发。

4月19日拂晓，战斗打响了。红四军的主攻部队在
机枪掩护下，以风霜岭、十字岭为主攻目标，向敌人猛烈
进攻。十字岭守敌一四六旅陈启芳团以机枪连为前锋，
向红军战士疯狂扫射。红军战士奋不顾身，冲锋在前，
喊杀声响成一片，奈何敌人占据高地，担任前锋的红军
部队发起数次冲锋均未奏效，不少战士倒下了，鲜血染
红了山涧。至下午3时，战斗胜利结束。红军攻克漳州，
共歼敌 4 个团，俘敌 1674 人，缴获步枪 2331 支、机枪 9
挺、火炮6门、枪弹133200发、炮弹4942发、炸弹242枚，
飞机两架。这是一次完胜的战役，也是攻打中等城市的
成功范例。

4月20日上午8时，红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典礼。
1932年 5月底，中央红军东路军圆满完成东征漳州

的各项任务，回师瑞金。
在这次漳州战役中缴获了两架国民党飞机，战士们

非常高兴，纷纷赶来观看，聂荣臻和林彪特地与飞机合
影。

看到这架飞机外观基本完好，红军决定修复为己所
用。找来了曾在苏联上过航校的冯达飞任命为飞行
员。当时在漳州的漳龙汽车公司工人张国材、陈文川等
人被请来参加修复飞机的工作。当时被红军击伤的那
架飞机稍微检修还能使用，另一架确实存在故障，无法
使用了。

它很快就开始执行任务，恰逢“五一”，正赶上红军
在漳州召开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冯达飞根据
命令，趁着试飞之际，驾驶着飞机在会场上空抛散传单，
这架飞机也被命名为“马克思”号。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当时提出：“要把飞机开到瑞
金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飞行队伍。”消息传到瑞金，苏
区瑞金3000军民在瑞金叶坪的沙子岗奋战了6天，修建
了平整开阔的飞机场，等待着飞机的降临。

当时聂荣臻正好要回瑞金汇报战况，就坐着冯达飞
驾驶的“马克思”号返程。聂荣臻乘坐“马克思”号返回
瑞金时就是在瑞金沙子岗机场降落的。这架飞机后来
还在长汀公园展出过。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1991年曾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红军攻打漳州的经过，他提到在打
下漳州之后，红军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是乘飞机从漳州飞
回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汇报战况的。当时杨成武还对他
说：“你怎么冒冒失失的，也不知道那个飞行员技术可靠
不可靠就飞回去了？”

《聂荣臻回忆录》中提到，在漳州缴获两架国民党的
飞机，我和林彪还在飞机前面照了一张照片，这两架飞
机都是小型侦察机，一架缴获时就不能开，一架能开，由
一位朝鲜同志把它开回瑞金。

《瑞金县志》记载，1932年 5月，县苏维埃政府动员
壬田、云集、黄柏、九堡、武阳、桃黄、下肖、黄安、城郊等
区群众3000多人在沙子岗修筑飞机场。

后来飞机因为没有燃油，只能停放在瑞金砂子岗钟
氏祠堂供苏区群众参观。1934年 10月，红军长征转移
前夕将飞机埋藏起来，国民党部队占领瑞金后被他们挖
走，还登报大肆渲染称“埋藏飞机二架已取回，大部机件
尚可应用”。作为红军中少见的高技术武器，“马克思”
号短暂的生涯，亦堪称传奇。

中央苏区的第一架飞机
和第一个机场

忆韩正卿在民乐二三事
□□ 李晓燕李晓燕

··人物春秋人物春秋··

红军东路军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在攻占漳州后缴获的飞机旁留影

··甘肃人物甘肃人物·· □ 柴多茂柴多茂

沉勇大略的陇上名将沉勇大略的陇上名将 ———— 赵充国赵充国

靖边卫国 誉满天下

赵充国统帅一万多骑兵，从长安出发，浩浩荡

荡，一路直赴金城（今兰州市），驻军在黄河南岸。

为了防备渡河时遭羌人偷袭，赵充国连夜派三支精

锐部队偷渡黄河，在对岸构筑了防御工事。次日，

在对岸将士的掩护下，全军顺利渡过黄河，在河北

岸设立大营，严阵以待。

羌人得知赵充国率军渡过黄河，立即派出小股

骑兵。汉军将领一个个立功心切，请求出战迎敌。

赵充国认为羌人骑兵挑衅，目的是诱汉军出战，不

能上当，遂传令只可坚守，不可出战。羌人骑兵叫

阵几日，不见汉军出战，只好悄悄退去。赵充国见

羌人骑兵撤退，立即率兵进入咽喉要道四望峡（今

兰州西部的八盘峡，一说为今老鸦峡），继而直插西

部都尉府（今湟中县镇海堡）。

赵充国率部进驻西部都尉府，是他作战计划的

第一步。在西部都尉府安营扎寨后，汉军却不主动

出战。赵充国安排部队每天大摆酒宴，犒赏将士，

兵士们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羌族首领更是

莫名其妙。他们天天派人挑战，赵充国就是不予理

睬。原来，这是赵充国制订的一套对付西羌的攻心

策略。他非常清楚，西羌各部族的联盟其实是一盘

散沙，联盟中有不少弱小的羌人部族是被裹胁进来

的，并不想反叛汉朝。在西羌各部族中，先零羌的

势力最大，反汉的立场也最为坚定。赵充国计划先

在心理上瓦解西羌联盟，然后再对先零羌进行打

击。

当时，西部都尉府的牢狱中关押着不少羌人部

族的反叛将领。赵充国到来后把这些人全部释放，

并对他们说：“此次汉军到来只杀那些有罪的反叛

者，你们是被裹胁进来的，现在放你们回去，转告各

部族首领，与叛乱者断绝关系，对于参与反叛而能

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汉军捉拿叛贼的人，都一

律免罪，并给予奖赏。”

赵充国的这个做法传到长安后引起了轩然大

波，汉宣帝和大多数官员都反对。于是，酒泉太守

辛武贤向汉宣帝进言，要重新调集部队，每人带足

一个月的粮草，从张掖、酒泉分路出发，奔袭青海湖

一带的羌人。这样，即使不能消灭羌兵，也能掠夺

羌人的大量牲畜和人口，震慑羌人，逼他们退兵。

汉宣帝同意了辛武贤的意见，一面向陇西调集军

队，一面把辛武贤的意见转告赵充国。

赵充国和众将领认真研究辛武贤的意见，立即

上书反驳，认为从陇西到张掖，再到羌人属地，要绕

道千里，如果一匹马驮 30天的粮食，再加上武器装

备，负荷过重，难以快速前进。就算能快速前进，等

到汉军赶去，羌人早逃之夭夭。就算他们不逃，只

要在汉军必经之地设卡，或者据险扼守，或者不断

骚扰，或者截断汉军粮道，就能打垮汉军。

汉宣帝和朝廷大臣收到赵充国的前线奏报，没

有进行认真分析，就予以否定。他们坚持认为，先

零羌之所以兵势强盛，敢于反叛朝廷，是因为受到

其他羌人部落的支持。对羌人部落，不论大小强

弱，应该一律打击，毫不留情。汉宣帝固执己见，对

赵充国下诏斥责，同时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

武贤为破羌将军，率兵征讨西羌。

对汉宣帝的斥责，赵充国没有反驳。他认为，

作为前线将领一定要从战场实际出发，坚持正确主

张。于是，他再次上书，陈述自己的主张。终于，汉

宣帝被说服，采纳了他的意见。（连载三）

参加地方史志工作之初，因工作需要我时

常翻看各地志书资料，其中民乐县原县委书记

韩正卿为《民乐县志》所作“我爱民乐”序中，

“我爱民乐的山，我爱民乐的水，我更爱民乐的

人”，这一句真情流露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

上世纪 70年代的农村有个坏习惯就是养猪

不圈猪，由此带来的因随意觅食而被毒药毒死、

铁叉戳死、被狗咬死或下落不明的事常有发生，

为此引起的民事纠纷也时有发生。韩正卿书记

针对这一问题跑遍全县村寨，到处开会时也强

调把猪管起来，改变“撒野猪”的不良习惯。当

时我的公公抽调担任高寨大队工作组组长，在

对该大队 3 个村庄养猪不管猪的情况作了专题

调查后，和大队干部研究召集每家各户的“主要

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管猪问题，社员们一致

同意：一定要把猪圈起来。对于圈不住的猪采

用哪些措施，最后决定放出消息，凡是放出来的

猪统统杀掉，不给养猪户分文报酬，是哪个队里

社员的猪就送到哪个队在平田整地点上的工地

为社员们改善生活。次日清晨，家家户户都在

忙碌着拴猪圈猪。临近中午时分，往日那种出

门就见猪、处处都有猪的景象，烟消云散。

为了改变民乐县贫困落后的面貌，韩正卿

书记背着粪筐拾粪下乡，带动全县各级干部、社

员群众重视积肥劳动、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性，

“背粪筐的县委书记”传为佳话。那时，他出门

就背着粪筐边走边拾，走到哪里就把拾满的粪

倒到那里的集体粪堆上。全县各公社的很多生

产队饲养场粪堆上都有他拾下的粪。就连他乘

坐的北京吉普，除走张掖开会外，凡是在县境内

走社串队，车后面总是吊个粪筐，座位前放个粪

叉，走到路上两眼盯着左右和路面，一旦发现粪

便就叫司机停车下去拾粪。他的这种务实作风

时至今日在民乐县还被传颂。

韩书记 1972 年秋天到民乐抓的第一件大

事，就是发动全县劳力大干快上修建双树寺水

库。水的问题解决之后，他考虑的是如何发挥

水的效益。民乐沿山社队海拔高、气候寒冷，作

物品种少，自然灾害多，发展前景小。针对这一

地情，韩书记提出按长远规划开发土地广袤、土

壤肥沃、无人居住的北部滩，也就是现在的民乐

六坝工业园区。

为了开辟这块土地，韩书记带领勘测队规

划设计田畴道路、渠沟林园，带领县城机关干

部、单位职工拉运石头修渠砌闸，召开社员大会

苦口婆心动员大家往北滩搬迁，出面解决迁移

群众的交通运输、建房材料和筹办教育、卫生等

设施，组织新建公社、大队，落实体制建制、配备

干部，为长远发展这块地方创造了基本条件。

如今，这里高楼林立、景色宜人，已建成为现代

化的工业园区和丝路田园综合体，成为民乐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基地。

韩正卿书记在民乐工作八年，为发展民乐

的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作出了卓越

贡献，谱写了一曲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公仆

赞歌。在他八年如一日的县委书记岗位上，不

论是在平田整地的田间地头，还是修建水库的

大坝涵洞，或是植树造林的渠边路旁，都在民乐

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新华日报》战地记者招待会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