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6版）
2 月 3 日 第三次重建红二十八军。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 高敬亭在太湖县凉
亭坳（今属岳西县）召开会议，第三次重
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全
军 1000 余人 ， 下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
团。 红二十八军重建后，在鄂豫皖地区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2 月初 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 由中
共皖西北中心县委改建，刘敏任书记。

2 月 16 日 红二十八军开辟舒、 霍、
潜、太边区游击根据地。 红二十八军在舒
城县驼岭附近的白果树召开会议， 决定
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 4 县边区创建
游击根据地，为此成立中共皖西特委，并
成立二四六团。

7 月 2 日 红二十八军制定 “四打四
不打”作战原则，即“敌情明则打，敌情不
明不打；伤亡小则打，伤亡过大不打；地
形有利则打， 地形不利不打； 缴获多则
打、缴获不多不打”。

9 月 13 日 红二十八军、皖西北独立
游击师在舒城会师。

1936年
1月上旬 安徽省学生救国会成立。安

徽大学等校学生在安庆圣保罗中学召开大
会，成立安徽省学生救国会，并发出通电，
号召全省各县学生积极投入救亡运动。

3 月上旬 红二十八军化整为零坚持
外线作战。针对敌人新的部署，提出“化整
为零、集零为整”的方针，作出 3 项决定：
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外线作战；以营为
单位分散活动；加强武装便衣队建设。

4 月 中共闽浙赣省委改组为中共皖
浙赣省委，关英任书记。

11 月 中共皖西特委改组为中共皖
鄂边区特委，何耀榜任书记。

冬 皖浙赣红军游击区域扩大。 在中
共皖浙赣省委领导下， 游击区域以皖南
鄣公山为中心扩大到三省边区许多县
境。 安徽境内的休宁、歙县、祁门、黟县、
石埭、太平、秋浦、泾县、旌德、宁国、宣城
诸县均有红军游击武装活动。

1937年
春 中共皖西北特委派孙仲德经西

安到达延安， 向中央汇报合肥地区党组
织状况。

4 月—5 月 东北军学兵队在怀远进
行抗日救亡活动。

7 月 7 日 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
变， 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 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
面爆发。

7 月 岳西谈判。 7 月 15 日，高敬亭
向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
煌提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倡议。 7 月
28 日，双方代表在岳西九河签字，达成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10 月 12 日 新四军成立。 中国共产
党同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 将南方八省
的红军和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简
称新四军）。12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武
汉成立。1938 年 1 月 6 日迁至南昌。叶挺
任军长， 项英任副军长， 张云逸任参谋
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
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 4 个支队，
全军约 1.03 万人。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
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 项英
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0 月 祁门舍会山谈判。 当月底，中
共皖赣特委派代表李步新、 江天辉同国
民党闽浙赣皖主任公署代表张甫成在舍
会山谈判。 11 月初，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12 月，陈毅到达舍会山，指导部队改编。

11 月 23 日 日军侵入安徽。 日军牛
岛师团于 23 日从江苏宜兴进攻皖南广
德， 受到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的
顽强抵抗， 守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在
广德战斗中自戕牺牲，广德失守。 日军陷
宣城、芜湖、当涂。 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
日军第十三师团即渡江北犯，12 月底侵
占滁县、盱眙；不久，皖东来安、嘉山、全
椒、定远、凤阳均告陷落。

1938年
1 月 22 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

局作出关于鄂豫皖工作的决议。决定成立
新四军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任主
席；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郑位三任书记。

1 月 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在寿县杨
家庙成立，曹云露任书记。工委的活动区域
主要在寿县、霍邱、六安、合肥、凤台等地。

2 月 23 日 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
会（简称省动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国民党
安徽省政府成员、省民政厅长张义纯任主
任委员。 省动委会成立前后，中共安徽省
工委和皖南特委派出大量党员参与工作，
率领工作团分赴各县发动民众， 宣传抗
日。 据 1939 年 5 月统计，全省工作队有
直属工作团 43 个、 委托工作团 30 个、县
属工作团 34 个，合计有 2400 余人。

2 月 陈毅在徽州召开 4 个中共特别
支部联席会议，详尽阐述了抗日救国十大
纲领、 统一战线政策及全面抗战方针，部
署了当前抗日统战工作和党的工作。

3 月 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 2
月， 红二十八军及豫南游击队改编为新
四军第四支队，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
枪团，高敬亭任司令员。3 月 8 日，在湖北
七里坪召开东进誓师大会。 月底，支队从
金寨流波 东进。 高敬亭因生病留在后
方休养。 5 月，高敬亭率手枪团和后方机
关进驻舒城东、西港冲。

4 月 5 日 新四军军部进抵皖南。 新
四军军部由南昌移驻皖南歙县岩寺 （今

黄山市徽州区）。 第一、二、三支队此前已
到达岩寺。 新四军部队在岩寺整编后，开
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军部先后移驻太
平县麻村（今黄山市黄山区）、南陵县土
塘，于 8 月 2 日移驻泾县云岭罗里村。

4 月 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成立。
彭康任书记， 统一领导安徽长江以北地
区党的工作。 1939 年 1 月中共鄂豫皖区
委成立，安徽省工委随即被撤销。 原安徽
工委改建为寿县中心县委。

5 月 1 日 《抗敌报》创刊。 该报为新
四军政治部机关报， 也是当时中国共产
党在东南地区的主要报纸。

5 月 12 日 新四军蒋家河口首战告
捷。 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一部在巢县
东南蒋家河口设伏， 歼灭前来骚扰的日
军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 20 余人，缴枪 11
支、军旗 1 面。 这是新四军建军后抗日第
一仗， 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5 月 14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指出新四军
要主动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 在大江以
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 树立新
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5 月 21 日 牛眠惨案。日军突然包围
萧县牛眠村（今属淮北市杜集区），对手
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屠杀，共杀害村民 197
人， 有 11 户全家被杀绝， 烧毁房屋 500
多间，家禽牲畜被抢劫一空。

6 月 17 日 新四军政治部在南陵县
土塘村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

6 月 董必武视察新四军第四支队，
向高敬亭及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传达中
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和四支队东
进敌后等指示。

8 月 22 日—26 日 小丹阳战斗。 日
军集中 4500 余人，分 8 路向当涂县小丹
阳进攻， 新四军内外夹击， 毙伤日军 50
余名。 日军于 26 日晚全部撤退。 这是新
四军在皖南首次粉碎日军进攻的胜利。

9 月 30 日 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
队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出发，东进抗日。
1939 年 1 月进入皖北敌后。

10 月 7 日 新四军第三支队接收青
弋江防线。

同日 温家套惨案。 驻巢县龟山据点
日军 100 多人， 分两路突然包围温家套
河口村、温村、孙村，屠杀手无寸铁的村
民 316 人，烧毁房屋 900 多间，制造了惨
绝人寰的温家套惨案。

10 月 30 日—11 月 4 日 马家园战
斗。 10月 29日，日军向宣城县湾沚、凤凰
闸、大洋桥等地进攻。新四军第三支队节节
阻击，诱敌深入，寻机包围进占马家园的敌
人。 经过 6天战斗，第三支队以伤亡 32人
代价，取得毙伤 320名日军的重大战果。

10 月 江上青到皖东北开展统战工
作。 江上青等一批中共党员受中共安徽省
工委派遣， 随同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督
察专署专员盛子瑾到达皖东北泗县。 江上
青利用在安徽省动委会的合法身份， 建立
中共皖六区专署特支。在江上青的推动下，
皖东北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开始形成。

11 月 9 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正式成
立。 刘少奇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北、陇海
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
的工作。

11 月上旬 史沫特莱抵安徽采访。美
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到泾县云岭新四军
军部采访。 史沫特莱在安徽采访历时 10
个月， 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新四军抗战
的消息报道。

1939年
1 月 8日 芦家庙战斗。伪豫东“剿共

军”第一路军崔华山部由商丘出动，占领
亳县东北部的芦家庙，意欲会攻亳县。 新
四军游击支队闻讯夜袭芦家庙，将敌大部
歼灭。 这是游击支队进入皖北第一仗。

1 月 21 日 官陡门战斗。 20 晚，新四
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部隐蔽接近
芜湖近郊飞机场附近的官陡门伪军据
点。 次日凌晨，部队两面夹击，冲进伪军
司令部。 战斗共用 8 分钟时间，毙伤伪军
大部，并活捉 57 人。 此战给芜湖日军以
极大震动。

1 月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成立。 戴
季英兼司令员，在无为、巢县、庐江等地
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同月 中共鄂豫皖区委成立。 郑位三
任书记，统一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
东、 浦信公路以南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
工作。

2 月 7 日 新四军政治部第二次政治
工作会议在泾县云岭召开，制订了《新四
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

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
方局书记周恩来抵达新四军军部。在军部
期间，周恩来传达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
全会精神；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和党内外
干部团结等问题作了指示；在军部干部大
会上作了题为 《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
务》的重要报告。 提出了新四军向敌后发
展三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
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
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那
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
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 这样可
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

3 月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 支队
司令员彭明治率领苏鲁豫支队一部从微
山湖西地区南下陇海路， 进入虞城、夏
邑、砀山、萧县、宿县地区。

同月 中共豫皖边省委成立。 张爱萍
任书记，吴芝圃任副书记，领导黄泛区以
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
广大地区党的工作。

4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发
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 指示东南局及
新四军军部须顾及全国形势和发展华中
的重要性，立即抽调力量增强华中，以新
四军江北指挥部为中心， 统一指挥江北
部队，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4 月下旬 中共皖东工委改为中共苏
皖省委，刘顺元任书记。 1940 年 1 月，中
原局撤销苏皖省委， 以淮南津浦铁路为
界分别成立皖东津浦路东、 路西两个省
委。 1941 年 5 月，津浦路东、路西省委分
别改名为津浦路东、路西区委。

5 月 7 日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
江县东汤池成立。 张云逸兼任指挥，徐
海东任副指挥 ，赖传珠任参谋长 ，邓子
恢兼政治部主任。 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
前委 ，张云逸任书记 ，统一领导江北新
四军部队。

6 月 24 日 高敬亭在肥东青龙厂被
错杀。 1977 年 4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政治部发出 《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
反的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
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
豫皖地区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应“给
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夏 中共中央东南局移驻皖南。 1938
年 1 月，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江西南昌
正式成立，项英任书记。 11 月，中共中央
决定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1939 年夏，东
南局移驻皖南泾县丁家山村， 对外称新
四军民运部。 194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决
定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 皖南事变后，东
南局工作被迫停止。1941 年 4 月，东南局
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

7 月 1 日 新四军江北部队整编。 整
编后的新四军江北部队下辖第四、 五支
队和江北游击纵队。 徐海东兼第四支队
司令员，罗炳辉任第五支队司令员，孙仲
德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

7 月 16 日 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
会在泾县云岭召开，到会代表 230 余人。
会议讨论了抗战形势和任务， 认为要取
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必须要使新四军成
为政治上、军事上最坚强的，有党的坚强
骨干的、不可战胜的、铁的新四军。

9 月 5 日 新四军第五支队攻克来安
城。 第五支队在罗炳辉指挥下与日军激
战 3 昼夜，于 9 月 5 日攻克来安县城。 11
月 21 日，日军再占来安城，第五支队于
23 日再克来安城。 1940 年 5 月 27 日，日
伪军 2000 余人由滁县第三次侵占来安
县城，第五支队于 31 日第三次攻克来安
城。 史称“三打来安城”。

9 月 八路军苏皖纵队成立。 江华任
司令员兼政委， 统一指挥苏皖地区的八
路军部队。

11 月 6 日 刘少奇到达涡（阳）北新
兴集。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从延安经竹沟
到达涡北新兴集， 检查和指导豫皖苏边
区工作。 刘少奇传达了中央关于放手在
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并对豫皖
苏边区工作作了部署。

12 月初 刘少奇抵达皖东。刘少奇率
徐海东和中原局机关干部一行， 由涡北
新兴集抵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的皖
东定远县藕塘驻地。12 月至翌年 2 月，在
刘少奇主持下， 中原局先后召开了 3 次
扩大会议， 全面贯彻中共扩大的六届六
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战略，解决了皖
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方向、根
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从此，皖东
和华中的新四军抗战局面为之一新。

12 月 21 日 周家岗反“扫荡”战斗。
日伪军 2000 余人向全椒县的周家岗、大
马厂、古河等地进行“扫荡”。 新四军第四
支队在司令员徐海东指挥下， 利用有利
地形连续伏击、 袭击敌人。 战斗历时 3
天， 毙伤日伪军 160 余人， 收复了周家
岗、大马厂、古河等地。

12 月 日军对豫皖苏地区发起冬季
“扫荡”。

当年 五次繁昌保卫战。 1939 年，日
军多次向繁昌地区新四军皖南部队进攻。
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的直
接指挥下，取得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

1940年
1 月 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共

皖中军政委员会，何伟任书记，统一领导
皖中地区党和新四军工作。

2 月 1 日 新四军游击支队更名为第
六支队， 全支队辖有 3 个主力团和 4 个
总队，共 1.78 万余人。

3 月 17 日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
立。 在定远自卫反击战中，新四军江北部
队于 3 月 11 日攻克定远县城。17 日宣布
成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 魏文伯任县
长。 在此后的半年时间内，皖东各县抗日
民主政府先后建立起来。

3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
军迅速增援新四军。 指出：八路军应坚决
执行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
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
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

3 月 21 日—4 月 9 日 半塔保卫战。
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 鲁苏战区副司
令韩德勤纠集 10 个团 1 万余兵力，向驻
半塔集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后方机关发起
进攻。 驻来安半塔集的第五支队教导队
和留守部队及后勤人员， 坚守半塔集阵
地， 在增援部队的支持下打退韩德勤部
的进攻。 从此，新四军完全控制了皖东津
浦路东的抗日局面。

3 月 24 日 皖东北抗日民主政权成
立。 国民党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
盛子瑾被国民党顽固派逼迫出走后，中
共苏皖边区党委召开皖东北第一届各界
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由中共直接领导的

皖东北抗日民主政权， 陈粹吾任代理专
员。 6 月，刘玉柱接任专员。

4 月下旬 南陵反“扫荡”。 从 4 月 21
日起，日军 3 万余兵力分 3 路向皖南“扫
荡”。 26 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在南
陵何家湾同日军 2000 余人激战，毙伤日
军 200 余人；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一支队
第一团在南陵县父子岭同日军步、 骑兵
3000 余人展开激战，毙伤日军 370 余人。

6 月 八路军第四纵队在涡北新兴集
成立。 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奉
命率第三四四旅 3个团和新编第二旅 2个
团及教导营，共l.2 万余人，从冀鲁豫边区
南下，抵达豫皖苏与新四军第六支队汇合，
合编为一个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
任政治委员。后命名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不
久，黄克诚率 3个团东进皖东北，第四纵队
遂重编为第四、五、六 3 个旅，仍由彭雪枫
任司令员，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

7 月 1 日 刘少奇在皖东作党建报
告。 为纪念建党 19 周年，皖东党政军在
来安半塔集附近大田郢驻地召开干部大
会，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 《作一个好的党
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重要报告。

10 月 4 日 皖南反“扫荡”。 日军第
十五师团、 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兵
力向皖南发动大“扫荡”。 皖南新四军部
队在叶挺军长指挥下，分别在三里店、合
乐桥、汀潭等地抗击日军，并与国民党友
军在泾县双坑等地截击日军。 这次反“扫
荡”历时一周，大小战斗数十次，共歼敌
近 2000 名。

11 月 16 日 驻徐州日军及驻蚌埠、
宿县之日伪军 5000 余人， 沿宿 （县）蒙
(城)公路西犯蒙城、涡阳等地。 八路军第
四纵队在蒙城东北板桥集地区开展反“扫
荡”斗争，激战 3 日，粉碎敌人的“扫荡”。

1941年
1月 6日 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

属皖南部队 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
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 8
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除 2000余人相继突
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无理扣押， 副军长项
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
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
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
恢为政治部主任。到 3月，国民党顽固派的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1 月 25 日 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
重新成立。 此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将
所属部队改编为 7 个师 1 个独立旅，共 9
万余人，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
活动在安徽境内的主要有 3 个师： 第二
师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而成，师
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坚持淮
南抗日根据地斗争； 第四师由八路军第
四纵队改编而成， 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
枫，坚持淮北抗日根据地斗争；第七师由
无为游击纵队、 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
突围部队组建而成， 师长张鼎丞 （未到
职），政治委员曾希圣，坚持皖中抗日根
据地的斗争。

2 月—4 月 新四军第四师 3 个月反
摩擦战斗。2 月 10 日，国民党军汤恩伯部
以 9 个师共 10 万余人的兵力，向豫皖苏
边区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 攻占根据地
大部分地区。 这是国民党顽固派继皖南
事变后制造的又一次严重的反共事件。

4 月 10 日 新四军第二师展开天
（长）仪（征）扬（州）破袭战。破袭战历时 8
天，共歼日伪军 800 余人，粉碎了日军在
皖东建立点线联系的“囚笼”战术。

5 月 1 日 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白茆
洲正式宣布成立， 张鼎丞任师长 （未到
任）、曾希圣任政委，全师共 1900 多人。

5 月 4 日 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
在天长成立。 张云逸、罗炳辉兼任正、副
校长。

8 月 1 日 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成立。
8 月 23 日 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党委

员会和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委员会、 淮北
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 华中局决定：划
定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津
浦路以东地区为淮北苏皖边区。 成立淮
北苏皖边区军政党委员会， 邓子恢任书
记；撤销皖东北区党委，成立中共淮北苏
皖边区委员会，刘子久任书记；成立淮北
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刘瑞龙任主任。 淮北
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9 月 新四军第二师在天长创办兵
工厂。

11月 17日 大桥、新张家自卫战。 11
月初，国民党桂军出动 6个团兵力，先后侵
占合肥广兴集、 全椒周家岗、 定远大桥等
地。新四军第二师决定以第四、六旅组成津
浦路西野战司令部，进行自卫反击。 17 日
凌晨，第四旅第十一团发起大桥战斗，全歼
桂军 2个营。 17日至 18日上午，第六旅第
十六团又在大桥以南新张家歼灭桂军 1个
营。 战后，新四军将全部俘虏优待释放。

1942年
2 月 11 日 新四军第二师贯彻中共

中央精兵简政方针。 主力部队按五分之
三、 地方部队按五分之二的原则进行缩
编。 主力缩编后，每旅保留 2 个团。 被精
简的部队人员， 除一部进入抗大八分校
学习外， 大多作为骨干充实到地方各级
政府和武装中去。

2 月 20 日 新四军第七师发起皖中
破袭战。 对芜湖、荻港等地敌军重要据点
发起袭击，炸毁芜湖日军电灯公司，焚毁
其特务机关及东门车站，并破坏芜（湖）
当（涂）铁路多处，还破坏荻港敌军事设
施。 5 月， 第七师各部又分别向无为、安

庆、东流之敌实施破袭。
6 月 淮北、皖东、皖中各根据地开展

整风学习。各根据地的县以上党组织都成
立了“学委会”，各区党委书记担任“总学
委会”书记。 华中局和各区党委开办了党
校和轮训班，分批分期抽调各级干部参加
整风，学习中央统一布置的整风文件。

9 月 淮北苏皖边区成立精简委员
会。 至 1943 年 1 月，淮北行署进行 3 次
精简。 部队也进行缩编，增加了部队的战
斗力，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11 月 14 日 淮北 33 天反 “扫荡”。
日伪军共 6500 余人，分 5 路向淮北抗日
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大“扫荡”。 淮北根据
地军民在区党委和新四军第四师领导
下，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历时 33 天，
大小战斗 37 次，取得反“扫荡”战斗的胜
利，保卫和巩固了淮北抗日根据地。

11 月 淮北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
领导。 淮北区党委由邓子恢任书记，统一
领导淮北根据地党政军民工作。 同时，决
定撤销淮北军区，由第四师兼淮北军区，
彭雪枫兼司令员。

1943年
1 月上旬 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

华中局机关由苏北阜宁县移驻盱眙县
黄花塘。

2 月 淮南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
化领导。 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撤销皖东
津浦路东和津浦路西 2 个区委， 统一成
立中共淮南苏皖边区委员会 （简称淮南
区党委），谭震林任区委书记。 成立淮南
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方毅任行署主任。 由
新四军二师兼淮南军区， 罗炳辉任师长
兼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3 月初 皖中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
领导。皖中区党委由曾希圣任书记。第七
师整编为含和、沿江、皖南、巢合庐 4 个
支队和 1 个独立团。 同时成立皖中军区，
由新四军第七师兼。 成立皖中行政公署，
主任吕惠生。

3 月 25 日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抵达
第四师指导工作， 并处理在山子头自卫
战斗中被新四军生俘的国民党江苏省主
席、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的问题，根据
中共中央指示，为争取韩合作抗日，决定
将其释放，于 4 月 1 日礼送出境。

4 月 30 日 日军 “扫荡” 巢无中心
区。 日军以第一一六师团为主，配以第十
五师团共 6000 余人， 分 8 路向皖中巢
（县）无（为）中心区“扫荡”，新四军第七
师主力机动转移后， 不断在侧后伏击敌
伪，日军被迫于 5 月 6 日撤兵。

4 月 淮北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中共淮北区委决定，为战胜敌人，打破敌
人的经济封锁，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和“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的号召，在全区军民中开展大生
产运动。 新四军第四师各部队积极响应。
仅师直各单位当年春夏两季就开荒 4600
余亩，收粮 5 万多斤，菜 25 万多斤，养猪
3600 余头，鸡鸭 12 万余只，同时全师节
约粮食 100 万斤以上。

5 月 1 日 中共淮北区委发出《反蚕
食斗争的指示》。 到年底，先后摧毁了叶
场等日军重要据点， 开辟 13 个区 72 个
乡的抗日政权，收复 2000 多平方公里国
土，解放 50 多万人民，打破了日军的“蚕
食”政策。

10 月 6 日 黄丝滩江堤退建工程委
员会成立。 此项工程在皖中行政公署主
任吕惠生领导下于同年 12 月 1 日动工，
1944 年 5 月 3 日竣工，修筑江堤长达 13
华里。 新堤建成后，保障了无为、巢县、和
县、含山、舒城、庐江、合肥等县数百万人
民生命财产免受洪灾威胁， 并使数百万
亩良田受益，该堤又名“惠生堤”，被誉为
皖中“敌后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

11 月 18 日 中共淮北区委发出《关
于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 要求把城市工
作与根据地工作看成同等重要的两大任
务，各级党委要专设城市工作部门。

12 月 10 日 淮北行署发出《开展纺
织运动的指示》。

1944年
1 月 14 日 中共淮北区委加强各级

政权的民主改造， 要求在三四月份实行
乡选、区选和县的选举。 至 6 月，全淮北
边区实行乡村制和乡选的乡有 687 个。

3月 24日 中共淮北区委发出 《关于
开展敌伪军工作及敌占区工作的指示》。

7 月中旬 美国盟军飞行员在皖中根
据地获救。 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轰炸安
庆日军机场， 中尉飞行员约翰被日军地
面炮火击中迫降后， 被新四军第七师沿
江支队及时营救脱险。

8月 15 日 新四军第四师西征。为了
贯彻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指示，彭
雪枫率第四师主力部队 5 个团西征。

9 月 11 日 彭雪枫壮烈殉国。 新四
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五团、 十一旅三十二
团和骑兵团，在师长彭雪枫的指挥下，向
盘踞在夏邑县八里庄的顽军第二十八纵
队十二支队李光明部发起围歼。 彭雪枫
在战场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13 日，
中共中央致电，对彭雪枫牺牲深表哀痛，
调张爱萍任第四师师长。

10 月 14 日 第四师发起涡北战役。
经连续战斗 ，计毙 、伤 、俘顽军 6000 余
人，取得了路西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1945年
1 月上旬 中共皖中区委决定， 将皖

中区委改称皖江区委，皖中行政公署改为
皖江行政公署，皖中参议会改称皖江参议
会，皖中军区改为皖江军区。从此时起，皖

中抗日根据地对外统称皖江抗日根据地。
4 月—6 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提出党的政治
路线，确定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
文化方面的纲领，概括党的三大作风。 大
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
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大
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 6 月 19 日，
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
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
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8 月，中央政治局会
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7 月 15 日 淮北根据地召开全区第
一次城市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必须把大
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做好， 才能争取最
后胜利。

8 月 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发动
攻势作战。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部队
控制了淮南根据地境内的津浦、淮南铁路
运输，在安徽境内先后收复了定远、来安、
嘉山、天长 4 座县城，扩大了解放区。

同月 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发
动攻势作战。 历时两个半月，在安徽境内
相继收复泗县、五河、灵璧、萧县 4 座县
城，共拔除日伪据点 60 处，毙伤日伪军
2074 人，俘虏伪军 7253 人。除陇海、津浦
铁路沿线仍为日伪军固守外， 淮北路东
和路西地区全境解放。

同月 新四军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发
动攻势作战。 首先收复了无为县城，继
而攻克凤凰颈 、襄安 、望城岗 、运漕 、雍
家镇、白渡桥等 40 多个日伪军据点，后
将巢县以南、长江以北所有日伪军据点
全部攻克。 与此同时，皖南支队也扫清
了芜湖周围日伪军据点，并收复芜湖郊
区一部 ，使当涂 、宣城与苏浙解放区连
成一片。 铜陵、繁昌境内沿江各据点亦
相继收复。

9 月 2 日 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
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结束。 在全国抗战中，淮南、淮
北、 皖江根据地军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
献： 新四军第二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
发展到近 5 万人，建立 2 个专员公署、17
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拥有人口 330 万，
解放区面积达 3 万平方公里。 新四军第
四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 5.57 万人，
建立了 2 个专员公署、23 个县级抗日民
主政权，拥有人口 700 余万，解放区面积
达 4.13 万平方公里。 新四军第七师主力
和地方部队发展到 2.71 万人， 建立了 3
个专员公署、14 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拥
有人口约 300 万，面积达 3 万平方公里。

9 月 24 日 中国第十战区受降仪式
在蚌埠举行， 共接受苏皖两省长江以北
地区共 68234 名日军官兵投降。

9 月 28 日 新四军第七师及中共皖
江区委北撤。 从 9 月 28 日至 10 月 3 日，
驻皖南、皖中的新四军第七师、皖江军区
部队和中共皖江区委、 皖江行署等地方
党政干部奉命撤退到苏北淮阴地区。

10月 25日 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成立。
邓子恢任书记，下辖淮南区委及 8个地委。
淮南区委书记萧望东， 原淮南路东地区成
立华中第三地委，李世农兼书记；原淮南路
西地区成立华中第四地委，黄岩兼书记。原
淮北路东地区成立华中第七地委， 赖毅任
书记；原淮北路西地区成立华中第八地委，
吴芝圃任书记。同时成立新四军华中军区，
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下辖苏中
军区、淮南军区及 8个军分区。

10 月 29 日 苏皖边区政府成立。 李
一氓任政府主席， 统一领导华中各解放
区的政权。 边区政府下辖 8 个专署机构，
其中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地区为第三、第
四专署； 淮北津浦路东、 路西地区为第
七、第八专署。

11 月 10 日 新四军华中野战军成
立，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 下辖
第六、七、八、九纵队。 其中第四师一部分
合编为第九纵队，张震任司令员兼政委；
其余部分编入华中第八军分区。 至此，新
四军第四师番号取消。

1946年
2 月 淮南区委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斗

争，对罪大恶极的汉奸、敌伪分子进行清
算审判。

6 月 21 日 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
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病逝。29 日，苏皖
边区政府决定将天长县改为炳辉县 。
1960 年炳辉县恢复为天长县。

6 月 26 日 皮定均旅突围。 当日，国
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以 22 万
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其后，国民党
军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 全面
内战由此爆发。 当晚，中原军区主力实施
突围。 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在旅长
皮定均率领下，奉命掩护主力转移，东出
大别山， 于 7 月 20 日到达苏皖解放区，
后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

7 月初 新四军新二师兼淮南军区
重新组建。 周骏鸣任师长兼司令员，下
辖第五、六旅，淮南独立旅和第三、四军
分区。

7 月 16 日 国民党军队向淮南解放
区进攻。 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淮南区委
和淮南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于
7 月 29 日撤出淮南地区。至此，淮南解放
区全部为国民党军队占领。

11 月 24 日 国民党军队侵占淮北
路东地区。 华中七地委率地方部队及大
批地方干部撤离到运河以东地区。 除洪
泽湖上有数百人仍在继续坚持战斗外，
淮北路东各县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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