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 辉 姚晓晓

刘西淼，今年 68岁，漯
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研究
党史和民俗 40多年，在工作
期间，他搜存了大量有关漯
河解放的史料和图片。8月25
日，在市区辽河路老党校家
属院的家中，老人坐在沙发
上，静静地回忆往事，向记
者讲述那段历史。

首次解放仅用两个小时

1947年8月，陈赓、谢富
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
队挺进豫西，12月抵达平汉
铁路漯河至许昌一带，展开
铁路破击战。到 12 月 16 日，
彻底破坏了漯河以北、许昌
以南的铁路线，解放了沿线
的县城和战略据点。

“漯河在当时虽然只是郾
城县的一个镇，但可是中原
著名的‘水旱码头’和重要
的商业重镇，也是当时平汉
路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和
战略要地，国民党占领时存
有大量的军需物资。”刘西
淼说，在 12 月 16 日，破击
战取得胜利后，在漯河车站
铁路大桥被炸毁，铁轨被炸
飞，国民党政府军队列车停
运的状况下，陈赓司令员决
定乘胜前进，攻克漯河。

12月 17日夜，陈赓司令
员令十旅周希汉旅长率部执
行攻克漯河的任务。12月 18
日，十旅三十团进至郾城县城
附近，钳制郾城守军。当日晚
上，解放漯河的战斗打响，十
旅二十八、二十九团在大雾之
中，从东、南两个方向突然向
漯河守敌发起攻击。

这次战斗，仅用了两个小
时，歼敌 2000余人，缴获大量
军用物资，漯河首次获得解放。

“拉锯战”后，漯河彻底解放

12月 19日凌晨，漯河首
次解放后，十旅又乘胜追击
围歼了郾城守敌。1948 年 1
月，陈粟大军六纵队进驻漯
河并建立了郾城县临时政府
和漯河警备司令部。

“随着 1948年 2月解放军
挥师南下，国民党军队又一次
将郾城、漯河占为据点，郾、漯
一带遂成‘拉锯战’局面。”刘
西淼说，当时解放军主要是以
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为主，
解放军在首次攻下漯河后，获
得了休整和补给，为了配合中
原解放区的其他战斗，部队
只好暂时撤离。

“第一次漯河解放后，在

马路街的一个澡堂里，新的
郾 城 县 人 民 政 权 就 这 里 建
立，但随着解放军的撤离，
新政权也撤离了。”刘西淼
说，1948年4月9日，豫陕鄂
军 区 部 队 向 漯 河 发 动 了 进
攻，再次解放了漯河，继而
解放郾城。但为了集中兵力
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部队
又主动撤出，迅速转移。

1948年 5月 4日，豫陕鄂
军区部队三克漯河，旋又撤
离，于六日再克郾城。并根
据豫陕鄂七地委关于开辟郾
漯工作的决定建立了中共郾
城县委、郾城县人民政府。

1948年5月下旬，国民党
十一师占领郾城、漯河，郾
漯再陷敌手。6月 3日，为配
合华东野战军南下参加中原
作战，中原解放军九纵二十
六 旅 在 郾 城 西 二 十 里 处 李
湾 附 近 同 国 民 党 部 队 展 开
了 激 烈 战 斗 。 在 旅 长 向 守
志、政委余洪远率领下，歼
灭国民党方城、叶县、舞阳三
县自卫总队官兵五百余人，俘
虏 400余人、毙伤数十人。解
放军乘胜追击，于当日下午收
复郾城，守敌南逃。6月 4日，
再克漯河，这是郾城的第三
次、漯河的第四次解放。

1948 年 8 月 23 日，晋冀
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属部
队再次攻克漯河。这是一个
无比重要而光荣的时刻，历
史将注定永远铭记：就在这
一天，人民解放军进城，漯
河彻底获得解放。就在这一
天，漯河重新回到人民的手
中，胜利的红旗猎猎飘扬。

解放后，群众争相参军助战

“赵华青将军曾经亲口告
诉我，在解放战争中，漯河
人民参军参战，给军队提供
了大量物资支援，他表示非
常感谢。”刘西淼在提到二十
多年前对原福州军区副司令
员赵华青将军的拜访时说，
赵华青当年带团参与了对漯
河的解放，对这段经历非常
自豪，称当时运用巧妙的战
略战术，顺利解放了漯河，
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极大地
提高了武器和装备水平。

漯河的解放使人民看到
了光明和希望，郾城、西平
一带 70 余村，农民 1500 多
人，赶着900多辆大车，帮助
解放军搬运缴获物资。很多
知识青年和农民听闻号召参
加解放军的消息后，欣喜若
狂，奔走相告，纷纷要求参
军 ， 社 会 秩 序 很 快 得 到 恢
复，各商号正常开业。

编者按：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
进行的战争。那么，漯河是何时解放的？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漯河解放之路”，用镜头和文字
带您回到那个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时代，通过回望这座城市的解放记忆，致敬这块土地上的英雄，致敬生息其间的人民。

■“漯河解放之路”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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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五打”漯河 城市迎来新生

□本报记者 王 辉 姚晓晓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纵十旅破
击平汉线破毁的漯河沙河铁路大
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漯河缴
获的大批军用物资、漯河人民欢
庆解放……一张张老照片，仿佛
把我们带进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老照片记录珍贵历史瞬间，
这些老照片的获得也是颇费周
折，“30多年前，我在做党史研
究时，考虑到漯河解放是这个城
市历史的一件大事，但是这方面
的史料，漯河存的很少。”刘西
淼回忆说，后来漯河市就面向社
会各界征集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史
资料，现存的漯河解放时期老照
片是来源于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是，刘西淼打听到
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有个叫康
毛召的记者，曾跟随华东野战军
亲历了漯河解放，他就打听这位
记者，几经辗转，得知康毛召后
来调入外交部工作，他就乘坐火
车，拿着介绍信，找到了外交
部，“康老已经退休多年了。”外
交部负责接待的工作告诉他。

“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康
老，我们是河南漯河来的。”刘
西淼并没有打道回府，继续和外
交部的有关人员沟通。

后来，外交部帮忙联系上了
康毛召，老人很热情，约定了时
间，让刘西淼前往家中找他。

“康老听说我是漯河来的，
态度很客气，很和善。”刘西淼说，
当时康毛召已经 70多岁，高高的
个头，精神很好，双方寒暄了几
句，他向康毛召说明了来意。

康毛召说，他是一名摄影记
者，曾跟随华野在前线开展过报
道，当时是用 135胶片拍摄，然后
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相册，找到了
解放军进入漯河留下的老照片。

“令我感动的是，康老已经
70多岁了，但对照片上的内容和
时间记得非常清楚，哪一部分是
在漯河拍的，哪一部分是在临颍
拍的，都指了出来。”刘西淼说，和
康老对话时，有一件事令他至今
耿耿于怀，当时康老指着一张老
照片说，那是在临颍县一个寺庙
拍的，这个寺庙很有古韵，让他帮
忙打听这个寺庙的现状。后来，
他委托临颍县的同志帮忙打听，
结果石沉大海，照片也不知所踪。

康老告诉他，这些老照片的
底版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存的还
有，还帮他和中国军事博物馆联
系，找到了漯河解放的老照片底
版进行了翻拍。

另一个途径是，刘西淼打听
到解放漯河时陈（赓）谢（富治）兵
团的 13军、14军一部分老同志住
在郑州，他又辗转联系上这些老同
志，托他们找到了一些老照片。

感谢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市委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提供史料

漯河解放
老照片由来记

□本报记者 王 辉 姚晓晓

“解放前，漯河是镇，解放三
个月后，漯河市人民政府成立
了。”刘西淼老人还给记者讲述
了一段漯河由镇到市的故事。

1948 年 8 月 ， 漯 河 镇 解
放，当时豫西解放区的基本框
架已经形成，漯河镇属于豫西
行政主任公署二专署，专署的
驻地设在南阳市方城县独树
镇。刘伯承和陈毅来到驻地
视察，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
时提到，经济十分困难，听
到这儿，陈毅将军当即打断该
负责人的话说：“你们是端着金

饭碗要饭吃。”陈毅接着说，漯
河镇店铺林立，商贾众多，景
象繁华，为什么不去开辟漯河
的工作呢？

随后，专署派了二十多名
干部到漯河镇，并且成立了漯
河市工作委员会，经过筹备，
1948年 11月，漯河市人民政府
宣布成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政权正式诞生。

“漯河在解放后，能够成立
市，与漯河自身的地理位置、
自然条件、战略地位以及当时
中原解放区的发展形势有关，
从此，漯河掀开了新的篇章。”
刘西淼说。

解放三个月 漯河建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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