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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家庄歼灭战甄家庄歼灭战
————晋绥首府印象记晋绥首府印象记（（二十四二十四））

□□ 牛寨中牛寨中

晋西区党委创办
的第一所学校是晋西
北 军 政 干 部 培 训 学
校。1940年 1月，“晋
西事变”宣告结束后，
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与
晋西北区党委合并为
晋西区党委，各县抗
日民主政权建立，根
据地各项工作亟待开
展，而干部又极其缺
乏。为此，晋西区党
委决定把开办学校培
训干部当作极重要的
事来办，没有校舍，没
有经费，缺少教师，缺
少教材，日寇春夏秋
冬不断扫荡……困难
重重。但为了给党政
军各部门输送大批的
优秀人才，仍然开办
起了培训干部的综合
性学校——晋西北军
政干部培训学校。

学校于 1940年 2
月开始筹办，3 月 12
日正式上课，共招收
军、政、民各方面干部
约 600 余 人 ，分 为 军
事 、行 政 、交 通 、工 、
农、妇几个队，学习时
间暂定为 3个月。校
部设在兴县城西关乔
郭家沟康志周院内。

军政干部培训学
校校部确定后，各队
分住在城关民宅中，
学员由各专署、县和
牺盟中心区选送，也
有介绍来的。初创阶
段，学校教职员工短
缺，组织不健全，4 月
以后陆续增添干部及
教员 10余名，教职工
总 数 达 30 余 人 。 这
些学员培训 3个月后
就结业了。但由于学
校的学员成分复杂，
文化水平悬殊太大，培训效果不太理想。为了扩
大学生来源，提高教学质量，区党委与晋西北行
署决定撤销军干校，于 1940 年 5 月 5 日，将干校
更名为晋西北抗战学院，整编为行政队、青年队
和民运队，行署主任续范亭兼任院长，行署副主
任牛荫冠兼任副院长，行署教育处处长杜若牧担
任教育长，杨林任教务处长，石峰任政治处长，贾
公铎任总务处长，黄仲英任供给股长。教官有杜
心源、叶笃诚（方石）、刘晋卿（叶林）、沈何、石峰、
崔颖等人，校部仍设在乔郭家沟，1942 年奉命又
将其改为晋西师范学校，1943年改为晋绥党校二
部，1944 年改为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
校址先后在城关、五龙堂、杨家坡、高家村、姚家
会、碧村。到 1948年 6月，历时八年半的时间，学
校培养了行政、军事、民运、文艺、教育、经济等
5000 多人，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可以
说是晋绥边区当时的最高学府。

甄家庄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地方，2015年 9月，村口的桥头南侧，
耸立起一座仿古碑亭，上书“甄家庄
歼灭战纪念碑”9 个烫金大字。仿佛
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的战场。

站在甄家庄桥头的纪念碑前，仿
佛又让人走进了七十多年前发生在
这里的一场抗日战争：

1943 年 9 月 27 日夜，日军第 59
旅团 85大队 700人，伪军 100余人，由
临县白文镇、寨子村分两路出发，奔
袭兴县城。当天到达李家湾，残杀群
众 10 余人。28 日窜至瓦塘、裴家川
口、金盆湾等地，并向河西马镇、合河
开炮，向我八路军河防部队进攻，我
军以炮火还击，毙伤日军 40余人及骡
马 10 余头，敌人受到杀伤后不敢恋
战，便进扰黄河下游黑峪口。10 月 2
日黄昏时，又逃至蔚汾河川赵家川口
盘踞 3天，将村内房屋门窗全部烧毁，
刨挖窑洞百余孔。

得知敌 85大队孤军深入，晋绥军
区贺龙司令员当即决定结合游击战，
在运动战中消灭这股敌人。当时，
120师 358旅已返回陕北，358旅参谋
长兼三分区参谋长李夫克带着一个
班和几位参谋留在兴县，司令部决定
由李夫克和八分区政委罗贵波共同
指挥围歼敌 85 大队的战斗。10 月 4
日夜，我军迅速进入设伏位置，在小
善畔一带高地首先与敌接火。敌一
见被围，不甘束手就擒，连忙由王家
圪台、曹家坡、刘家庄一线向东南方
向白文镇老巢突围。沿途遭我军伏
击，狼狈逃窜。7日夜，敌人在 5架飞
机掩护下向南溃退，又被我军截击于
甄家庄附近。其时，屡受重创的敌 85
大队已伤亡过半，仅剩下 200多人，没
有粮吃，也没有水喝，只能靠飞机空
投食品救急。而我军 36团居南，军区
特务团镇东，17团临北，26团和 21团
位西，敌人进退无路。最近的阵地距
敌仅数百米，鬼子刚一露头，我军的
子弹就毫不客气地飞过去。敌人只
好爬上甄家庄南面高山固守，8日夜，
敌人曾一度突围，被我军击退。

甄家庄战斗打响后，兴县民众积
极配合，送水送饭抬伤员，周围 50 里
的村庄，动员担架 600 余副，其中有
200 副随军行动，在 90 华里的运输线
上，9 个小时就可把伤员送到河西贺
家川军区医院；240 名民兵冒着枪林
弹雨，随军奔波 7天，有两天没吃上一
顿饭，仍精神焕发，毫无怨言。这年

秋，阴雨连绵，谷子湿得上不了场，四
区助理员李彦恩和甄家庄民兵将谷
穗剪下来，在热炕上边烘边打，连夜
碾下小米熬成粥，一担担金灿灿的米
汤、窝窝头送上战场；吴城的百姓，将
收打后的黍子在锅里炒干，碾成糕
面，把一盆盆香喷喷的油糕送上火
线。战士们轮流吃饭，不给敌人半点
喘息机会。甄家庄民兵妇女救护组，
带着鸡蛋、水果救护伤员。白明珠的
老婆被鬼子杀死，他背着小孩向外
跑，看到山上有一位伤员，立即放下
孩子，把伤兵背下来，安顿好后才去
照顾自家哭着的孩子。县委、县政
府、抗联等后方供给的同志，每日奔
走忙碌，组织民兵运送弹药、食品、衣
被及伤病员的安置、运送。军民齐心
合力，前方战士杀敌情绪高涨。在小
善畔战斗中，我军与两倍于我之敌肉
搏，将鬼子四次进攻击退。机枪手孟
文兵突围后，被十余敌尾随，他见退
却不及，将机枪破坏，拉响手榴弹，与
敌同归于尽。在新庄村，我一排战士
被 200余鬼子包围，战士上房顶作战，
击退敌人五次冲锋。

围攻甄家庄高地的战斗已进行
了一天一夜。8 日深夜，枪炮轰鸣的
战场陷入一片寂静，唯有敌人的阵地
上偶尔响起壮胆的零星枪声。尽管
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但李夫克和罗贵
波同志毫无倦意，依然坐在狭小的临
时指挥所里一块儿商量如何在运动
战中把敌人消灭。甄家庄以东是敌
人控制的岚离公路，距敌赤坚岭、王
狮据点很近，我指挥员判断敌人可能
东逃，于是决定把军区特务团埋伏在
甄家庄东面的郑家岔，三十六团埋伏
在东北面的吴城、碾 一带，再在其
他三面虚张攻势，迫敌东逃，诱其入
网。已是半夜 12点钟了，警卫员一见
首长又要熬夜，就到山下的村里去弄
饭吃。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夫
克画传》记载，当时我军指挥所设在
兴庄村前山梁上的一孔小窑洞里。
门朝敌阵，门前有一棵大树，标记十
分明显。白天能够看清五里之外甄
家庄高地上的敌人。设立指挥所时，
有位参谋问李夫克：“参谋长要不要
安排放哨？”李夫克回答：“当然要放
哨，不然我们就会被鬼子偷袭”。9日
凌晨，师部通讯员送来周士第参谋长
的一封信，李夫克正在看信，突然，窑
洞附近的哨兵喊“敌人来了”，指挥部
官兵一面开枪御敌，一面下山到兴庄

村。十来分钟后，山上又恢复平静。
原来是敌人白天发现了我指挥所，又
发现周围没有多少部队，于是深夜又
作困兽之斗，鬼子组成一百多人的突
击队，先向北绕过我 17团的防地来到
曹家沟，被我师部侦察员发现。师部
接到敌情通报，以为敌人要从曹家沟
突围，立即信告指挥部追击。谁知敌
人到了曹家沟并未东逃，反而掉头向
西，翻过 17 团背后的山梁，在一片洼
地附近兵分两路，一路顺着洼地偷袭
指挥所，一路下山突击兴庄村。由于
枪声一响，偷袭我指挥所的敌人知袭
击不成，也奔袭兴庄。当时兴庄村有
17团两个连换防休息，流动哨发现敌
人 后 ，枪 声 一 响 ，村 中 部 队 节 节 抵
抗。鬼子一看偷袭也不成，不敢恋
战，又顺着无人防守的山沟抄近路回
到甄家庄高地。死伤惨重的 85 大队
残部，身陷绝境，居然精心部署，孤注
一掷，偷袭我指挥机关，事后还能安
全返回驻地。这说明日军的部队不
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非常顽强，战
术指挥也是很高明的。如果我军对
此掉以轻心，就有可能吃大亏。后
来，贺龙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和李克
夫见面后说：“你们要好好研究日本
人这一套！”

天亮后，飞机又来投掷食品。日
军被围困于山上整整 3 天，曾几次在
夜间突围均被我军打退。敌人白天
仅靠飞机上投掷的些许食品充饥，难
以果腹，只能在地里找些白萝卜、蔓
菁等青菜，烧几株黑豆来填肚子。10
日夜 9时，敌人强行冒死向东突围，在
郑家岔附近遭我军伏击，退路断绝，
敌人为死中求生，背水一战，集中力
量向我军冲锋 5 次，均被击溃。当时
我追击部队又赶到参战，残敌乘黑夜
向南北高山逃散，溃不成军，我军分
路 搜 索 追 击 ，将 日 伪 军 近 700 人 消
灭。11日拂晓，又有敌机 3架前来掩
护，最后仅有残敌百余人乘机逃回岚
县王狮据点。这次战斗中，李夫克、
罗贵波俩人整整十一个昼夜没有休
息。战斗结束后，他俩已过度疲惫，
在担架上抬出指挥所。

日军这次“扫荡”原计划进行两个
月，结果入侵兴县不到半个月就被粉
碎。甄家庄庄歼灭战，打痛了敌人，贺
龙同志撰写文章，发表在晋绥军区编
印的《战例丛刊》上。为此，毛泽东特
地发来电报，鼓励和鞭策晋绥抗日军
民要乘胜前进，打出威风来，扩大自
己，挤小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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