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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旅
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京山、钟祥，随后开进大洪山
西侧的张家集，边休整边侦察随县城的守敌情况。

鄂北重镇随县城，是随枣走廊的咽喉，又是武
汉通往鄂西北的要塞，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设在这里。为保住随县城，国民党湖北省
政府派少将何师尹率第四保安总队的 900 多人驻
守，加上三专署直属大队随县保警大队及京、钟两
县逃进随县城的残兵败将，总兵力有 2000 多人，由
三专署专员曹勖兼任城防司令，何师尹为副司令。

为策应襄南分区的反“扫荡”，扫清开辟洪山、
鄂中地区的障碍，江汉军区决定解放随县城，攻城
任务由军区独立旅和一分区部队担负。1948年 1月 5
日，江汉独立旅在军区司令员张才千、旅长吴世安
的率领下，由张家集向随县城进发。

为吸引一部分城内守敌到城外去消灭，削弱敌
人的守城力量，独立旅政治部敌工科长蔡光耀带领
一个侦察排到随县城附近引蛇出洞，曹勖果然上
当。他以为这只是共产党的小部队活动，便派一个
省保安大队出城追击，蔡光耀率队且战且退，将这

个保安大队引进了安居镇。1 月 6 日晨，这个神气十足
的保安大队向安居镇西山开进，遇上了东进的江汉独
立旅三团主力。经过一阵冲杀，毙敌 40 多人，生俘 50
多人，残敌逃回了随县城。正当这一仗打得激烈时，施
占元奉命带着国民党随南联防大队前去解救，他见此
情景大惊失色，立即调转方向，狼狈地溜走了。独立旅
兵分 3 路乘胜追击，7 日下午 3 时前基本扫清外围，将
龟缩在城内的国民党武装全部包围。

按照军区作战计划，吴世安旅长、齐勇政委对围
歼随县城守敌作出全面布置：独立旅二团主攻土城东
门；三团主攻青城北门；一团为预备队，位于东门外，
并准备一个营轻装相机参加攻城。江汉一分区基干团
和随南指挥部在城西涢水河沿岸助攻西门，基干团三
营配合独立旅二团三营攻南门。一分区基干团由独立
旅统一指挥。江汉独立旅攻城指挥所设在城东八角
楼，绷带所设在擂鼓墩。

1 月 7 日下午 6 时，总攻开始了。独立旅三团迅速
炸开北门，战士们冲入青城内，与敌展开巷战。紧接
着，二团掩护爆破组炸塌了东门城楼，守敌 40 多人丧
生，侥幸者四散溃逃。二团二营攻入土城内，分头向西

向北扩展，进至大十字街后又向青城发起攻击。二
团一营用柴草填护城壕搭梯登城后，两个连围攻
驻守天主教堂的警察大队，一个连追敌至西门与
一分区基干团会合。

这时，土城内敌警察大队已全部被缴械，但青
城大南门一线之敌却仍在负隅顽抗。当攻城突击
队冲到城下时，他们竟点燃了蘸有汽油的棉花向
城外乱扔，熊熊烈火烧了“半边街”及青城下的民
房。攻城部队爆破组机智勇敢，迅速炸开南门，突
击队战士趁机冲入青城，由南向北直捣福音堂曹
勖总指挥部。一分区基干团三营的两个连攀梯进
城后，也向敌总指挥部逼近。

最后，江汉独立旅二团、三团和一分区基干团
于福音堂胜利会合，活捉了何师尹及国民党国防
部武汉指挥所战地巡视组组长、少将周齐镇等人。
此次战斗只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除曹勖和谌文轩
(县长)化装逃脱外，全歼随县城国民党守军，毙伤
180多人，生俘 14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随县城宣告解放。5 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随县城。6
月 4 日，江汉独立旅收复随县城。10 月 17 日，国民
党军整编 85 师一部占据县城。18 日，国民党军溃
退。19 日，随县城第三次解放。12 月底，随县境内
国民党军全部肃清。

随县城的解放，拦腰斩断了国民党的襄 (阳)
花 (园)公路防线，使江汉、桐柏两解放区连成一
片，为牵制国民党兵力，配合刘邓大军建立巩固的
大别山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3月 3日，随县洪山镇双河学
校，正是下课时间，沐浴着温暖阳
光，学生们嬉笑打闹，朝气蓬勃。
教学楼与学生宿舍之间，江汉公
学纪念碑静静伫立。

这里是江汉公学旧址所在，
解放战争时期，千余名军政干部
从这里奔赴各地，献身革命事业。

据史料记载，1947 年 12 月，
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晋
冀鲁豫野战军 12 纵队和中原独
立旅在黄安县（今红安）合并，组
成江汉军区，同时成立汉江区党
委、行署。不久，江汉解放区领导
机关来到大洪山茅茨畈、双河一
带，区党委、行署及军区司、政两
部驻进了双河周家大湾。1948 年
2 月，江汉公学在双河筹建，3 月
初开学，校长由江汉行署主任、江
汉军区副政委郑绍文担任。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记者来到随县洪山镇周家湾
村，寻访这位革命先辈的足迹。

郑绍文，1905 年出生于四川
省潼南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
求学于北京农业大学，1927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的
道路。

根据刘邓的指示，江汉军区
肩负着“消灭敌人，土地改革”的
使命从黄安出发，所向披靡。打入
随县以后，针对柳林店一带出现
违反土改政策、急性土改、乱打乱
杀的现象，郑绍文提出了“正确执
行中央的土改政策，应当纠正过
急过左的土改工作”的意见。不
久，《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任弼时
所写的《土改中的政策问题》一
文。文章见报的当天夜里，军区、
区党委就向各地传达了文章的精
神，及时制止了乱打乱杀的现象。
1948 年 4 月，为了总结急性土改

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左”的错误，江汉区党委在双河召开会
议，决定以军区和行署名义发布一个“联合”布告，布告是郑绍文
根据 1944 年李先念同志的“外围区工作指示”写的，布告指出，
即使是富农、地主，只要为我军工作，也可算作本军人员，一律加
以保护。布告发出后，离家出走的富农地主纷纷归来，工商业日
渐兴旺，军队和地方的同志也心情舒畅。

郑绍文一向强调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提倡要把知识分子
争取到革命队伍里来，扩大干部队伍，提高干部素质，适应革命
形势大发展的需要。1948 年 3 月，江汉解放区培训干部的基地

“江汉公学”开学。郑绍文除运筹江汉军政大事外，还每期亲自授
课，给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组织学员
参加群众运动和劳动锻炼，培养学员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
动观点。他通过现身说法和循循善诱，将一大批有一定抱负的知
识分子培养为革命干部。到 1949 年 7 月，江汉公学共办了 4 期，
培养出 1200多名党的干部，解决了当时干部不足的问题。

当时郑绍文虽身兼要职，能征善战，功劳显著，却自我要求
非常严格，过着清贫的生活。周家湾村老人回忆，当年他穿的是
用柳树皮染绿的土布军装，破了烂了，就请乡亲帮他缝缝补补；
从地主家缴来的一块大牌匾，下面垫上砖头，就是他的办公桌。
对老百姓，他关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前夕，江汉军区离开双河，周
家大湾全体村民挥泪送别郑绍文及他的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郑绍文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
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司法部副部长。1979 年任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84 年中央批准他享受正部级待遇。他是
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
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 年 10 月 8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

解放战争时期，在随县洪山镇创办了一所干部
学校名叫“江汉公学”。它是江汉解放区培训干部的
基地。公学于 1948年 2月底筹建，3月初开学，校长
由江汉行署主任、军区副政委郑绍文兼任，华大魁、
张斧先后担任副校长，具体主持学校工作。

3月 3日，记者走进位于随县洪山镇双河学校
内的江汉公学旧址，江汉公学纪念碑矗立在此，其
后是江汉公学校史陈列馆。走进馆内，跟随讲解员
吕涵的步伐，一件件饱经风霜的物品，一幅幅感人
至深的图片，一个个生动真实的故事，让参观者置
身于江汉公学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长河中，顾盼
流连。

“我们是江汉人民的儿女，我们是一群知识青
年，固有的热情敏感，哪能忍受那法西斯的专制黑
暗，在新民主革命高潮的今天，为了祖国的民族独
立，人民的自由幸福，走上解放战争的前线……”

《江汉公学校歌》唱出了办学宗旨，公学原本是为
培养江汉解放区所需建设人才而开办的，后由于
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学校学员的来源和毕
业后的工作分配，都大大超出了中原解放区的范
围。

江汉军区部队跨越平汉路后迅速展开,短短
的一个多月内连续解放十几座县城,从华北解放
区带来的千名地方干部远远满足不了开辟新区的
需要,为尽快解决新解放区的干部问题，江汉区党
委及时作出决定,创办江汉公学。这就可以把大批
新知识分子吸收到革命队伍里来,同时也为从蒋
管区转来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学生及时提供良好
的学习环境。

据《江汉公学史稿》记载，自 1948 年 2 月创建
江汉公学到 1949 年 7 月与鄂豫公学合并，成立湖
北人民革命大学，江汉公学共培训了 4期学员。

付展卿，人民银行随州市中心支行离休干部，江汉公学第一期学
员。记者联系上现已 96岁的老人，他回忆说，自己是从洪山地委办的知
识青年训练班转入江汉公学的，被分到第三组。

上课的内容包括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理论教育、人生观和世
界观教育、政策教育等。老人回忆道：“当时以学习文件、听首长报告为
主，学员联系思想实际通过小组讨论，逐步消化。”

“农村的祠堂、庙宇、山坡、河滩、稻场、树林，到处都是江汉公学的学
堂。讲课时，一张方桌一条凳，就是讲台。学员们拿背包或石块当凳子，伏
在自己的膝盖上听讲记笔记。”回忆起当时办学条件的艰苦，付展卿老人
深有感触。

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江汉公学培养了来自解放区、蒋管区和若干
大中城市地下党送来的以及少数来自台湾、香港等地的进步青年 1200
多名。他们毕业后都走上了夺取全国最后胜利的斗争前线，其中有数十
人为解放战争献出了宝贵生命；绝大部分学员也在当时和以后的生涯
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3月 3日，走进随县洪山镇西游记公园江汉日报纪
念馆，翻开里面陈列的部分文物资料，它们传递着人民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喜讯，真实地记录了一页页交织
着血与火的历史。

1948 年，北方解放区不断扩大，江汉军区司令部
等领导机关迁驻双河，接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的新战略任务。好消息如春汛潮涌，革命形势的发展呼
唤着一张传播胜利消息、鼓舞革命斗志的报纸。

1948 年 6 月，《江汉日报》在今随县洪山镇双河李
家祠堂创刊，一批热血青年在物质匮乏的峥嵘岁月，

“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本着为人民服务之旨”，“向江
汉区人民以至蒋管区人民传播着、坚持着中国人民领
袖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倾听着、反映着我江汉千百万人
民的呼吸和声音。”电台和印刷厂分设在余家水寨和艾
家老湾等地。报纸始为油印、石印，9月改为铅印。工作
人员最初只有 11人。

但艰苦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这群年轻人的创业激
情。李家祠堂既是编辑部，又是他们的宿舍。玩命工作
到夜深人静时，拆下门板往地上一搁，便呼呼入睡。当
时的印刷厂只有两位熟练工人和一架破旧的四开平台
机。高悬在屋梁上的汽灯，是排字时最高级的照明工
具。有时汽灯坏了，排字工人便像表演杂技一般，左手
举着蜡烛和托盘，右手从架子上拣字。为了节约用油，
他们经常上山割松脂点灯，那满屋子的松香味儿，伴着

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夜。
《江汉日报》创办之际，正是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

御转入战略进攻之时，报社工作人员一手执笔，一手拿枪，
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战歌”——

1948 年 9 月 28 日，江汉部队攻占应城，记者廖挺
深入火线采访，不幸中弹牺牲，把生命献给了党的新闻
事业。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国民党驻守华中的白崇
禧桂系 48 军，对江汉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扫
荡”。10 月 14 日，编辑部出版了第 18 期《江汉日报》后，
便接到反“扫荡”的命令，随区党委转移。当晚，在宁静
的山村艾家老湾，工作人员悄悄隐藏印刷器材，把字架
藏进附近山洞，把铅字就近埋在山沟，把机具沉入堰塘
……印刷厂 50多名职工组成反“扫荡”小分队，靠十几
杆枪与敌人浴血鏖战。12月 3日，小分队在钟祥张家集
月亮门与敌军迎头遭遇。战斗中，青工陈宗义光荣献
身。行政股长季强被俘后趁敌军休息时，从山崖上跳下
逃跑，遭敌军集中火力射击，英勇牺牲。

《江汉日报》在战火中编印出版，每期印发 3000份
以上，多时达到 6000 到 7000 份，4 开 4 版，每期的刊载
量 2万余字，经常以显著的版位和醒目的标题，报道全
国和江淮江汉地区解放战争的捷报，发布一系列关于
发动群众、支援解放大军渡江的评论、消息，对支援前
线和支援大军南下起到了鼓动作用。

从创刊到终刊的1年时间里，《江汉日报》共出报130

多期，见证了解放战争由防御到反攻的历史性变化。
1949 年 6 月 1 日和 2 日，编辑出版了第 105 期及终

刊号 106期，《江汉日报》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49 年 7 月 1 日，以《江汉日报》班底为主创办的

《湖北日报》正式出版。
2003 年，湖北日报老报人探访故地，在双河择址

立“江汉日报纪念碑”，以示纪念。
大洪山留下的革命传统在一代代报人身上传承，

《江汉日报》的血液在一代代报人的脉搏里奔涌。70 多
年过去，湖北日报社已发展成为拥有 11报 11刊 5网站
和 1家出版机构、8个公司的综合性传媒集团。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杨仪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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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独立旅攻克随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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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日报》：战火硝烟谱“战歌”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流

■
党
史
撷
英江

汉
公
学
：
枪
林
弹
雨
书
声
琅

随
州
日
报
全
媒
记
者

杨
仪
凡

▲ 江 汉
公学校史陈列
馆内景

▶ 位 于 洪 山
镇西游记公园内的
江汉军区、江汉日
报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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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6日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红色足迹映初心红色足迹映初心

1947年 12月，江汉军区首脑机关进驻洪山镇双河周家湾，指挥建立和巩固江汉解放区——

红旗漫卷荆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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