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A3 2024.10.14 星期一
责编：颜玉松 美编：唐龑

“1941 年，苏北最大的一次攻
坚战，就发生在裕华，现在的丰华街
道裕华居委会。”88岁的大丰区委
党史办原副主任陈海云说起这段战
斗故事，依然思路清晰。拨开历史
的硝烟，那一场发生在83年前的战
斗，不仅改写了当时苏中、苏北抗战
的格局，也深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当地人的爱国情怀。

裕华攻坚战原址石碑枕河而
立，仿佛向人们讲述当年的激烈场
面。“这里就是新四军曾经战斗过
的地方。”陈海云说，当时的裕华镇
虽然是一座人口不足千人的小镇，
但战略位置突出，地处交通要道，
是连接苏中、盐阜两大根据地的节
点，与通榆线上的盐城、东台构成
等腰三角形。正因如此，日军占领

大中集（现大中街道），随后又占领
了裕华并构筑了坚固工事，企图长
期占领，分割南北两个根据地。

把裕华镇从日寇手里夺回来，
是当时最紧要的事情。根据新四军
军部指示，新四军一师二旅旅长王
必成、政委刘培善、参谋长杜屏研究
决定，围歼裕华守敌，拔除这个插在
我根据地内部的钉子，以积极的作
战行动牵制敌人。

“8月15日，我军分别从几十里
以外的盐东县和沈灶、大桥方向急行
军进入阵地，天黑以后，完成了对裕
华敌据点的包围，割断了裕华与外界
的联系。”这不是陈海云的第一次讲
述，但依然充满激情。战斗伊始，新
四军的作战步骤是：先攻打伪军据
点，后围歼日军据点。在新四军的猛

烈攻势下，伪军当场被击毙10多人。
“随后与日军的战斗得到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敌方在战斗中
使用催泪弹，一开始的进攻受挫了，
到了8月16日晚上，各连都组织了突
击小组，研究进攻方案，地方群众给
部队送来了数百条棉絮胎、大桌子和
门板等攻坚物资，在大桌子腿上，还
装上了轮子，以便推着前进。”在陈海
云的讲述中，可以感受到裕华人民同
仇敌忾的精神，这些“土装备”为取得
战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终，裕华战斗消灭日军一个
加强小队30多人。消灭、俘虏与瓦
解伪军 400 人左右，缴获重机枪 3
挺、轻机枪8挺、掷弹筒4门、步枪
短枪 200余支、拖船 1艘以及部分
弹药等战利品。

现代快报讯（记者 孙苏皖）可克
达拉市地处新疆伊犁河谷腹地，“可
克”是哈萨克语，意为“绿色”，“达拉”
是蒙古语，意为“原野”，这是一座被
绿色包围的城市。今年8月，退休教
师孙洁梅作为镇江首批“银发”援疆
教师来到可克达拉。10月11日，在
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孙洁梅
说，她在可克达拉市金山实验学校的
讲台上找回了自己的青春。

孙洁梅今年60岁，退休前是镇
江市第四中学校长，镇江市数学学
科带头人，从事一线教学35年。今
年 7月，她看到招募退休教师援疆
的公告，立即跟家里人说她想去。

“我非常向往新疆，一直想来看看，
退休前就存着援疆的念头，但没遇
到合适的机会，没想到退休了却实
现了心愿。”

8月 19日，孙洁梅抵达可克达
拉，8 月 26 日，投入教学工作。她
说：“来这里首先直观感受到学校教
学硬件设施非常好，与我退休前任

教的学校没有差别。我们‘银发’教
师拥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来这里
发挥余热，将江苏好的教育理念融
入到当地，这样的经历令我感到自
豪。”

现在，孙洁梅是可克达拉市金
山实验学校九年级的数学老师，教
两个班数学，教学强度丝毫不逊于
年轻教师。除了孙洁梅，还有 9名

“银发”教师在可克达拉市金山实验
中学任教，例如句容市英语学科骨
干教师王开福、全国奥林匹克优秀

指导教师梅友龙等。
据悉，今年镇江首次派出21名

刚退休的“银发”教师来到新疆，他
们皆为具有丰富教学经验、长期奋
战在教学一线的副高以上骨干教
师，语数外三门任课教师占比67％，
主要在两所试点学校可克达拉市镇
江高级中学和金山实验学校从事毕
业班教学工作。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可克达
拉市镇江高级中学是镇江迄今为止
单体资金投入最大的“交钥匙”工

程，投入援疆资金达2.73亿元。可
克达拉市金山实验学校于2019年8
月建成招生，镇江投入援疆资金
4600万元。从2018年起，镇江在江
苏首创“名校长+管理干部+骨干教
师”这一“组团式”援教模式，先后选
派了6批共189人次，分别到可克达
拉市镇江高级中学、金山实验学校、
第二小学等校任教。

目前，镇江在疆教师共 39 人，
其中，小学4人、初中14人、高中13
人、职业学校8人；三级教授1人、特

级教师1人、特级后备人才1人、副
教授1人、高级教师19人，市、县级
骨干教师20余人，实现了从小学、
初中、高中到职业教育的全链条、全
覆盖。

“39 名在疆教师并不包括‘银
发’教师。今年面向江苏全省招募
优秀的退休教师援疆，是想充分用
好镇江退休教师优质资源，为受援
地教育事业贡献才智、经验和力
量。”镇江市援疆教师领队、可克达
拉市金山实验学校校长沈建勤说。

大丰裕华攻坚战，鲜为人知的壮举

两名战士身绑手榴弹舍身炸碉堡

在1941年8月15日至17日的大丰裕华攻坚战中，新四军的两名党员战士做出了舍身炸碉堡的壮举，这
段历史鲜有人知道。日前，由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和现代快报社组成的联合采访组（以下简称联合采访组）
一行来到盐城市大丰区丰华街道，聆听了新四军将士们激昂人心的英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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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街道朝荣村烈士陵园里，
静眠着裕华攻坚战牺牲的英雄。“裕
华战斗最艰难的就是拔掉日军的碉
堡，敌方有机枪，我们当时没有炮，
单颗手榴弹对敌人钢筋水泥结构的
碉堡无济于事，只有用集束手榴弹
才能将碉堡炸开。而集束手榴弹怎
样才能送到碉堡里呢？”瞻仰墓碑
后，陈海云讲述战斗最惨烈的一幕，
抹起了眼泪，“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了，不断有战士倒下，不少共产党员
则主动站出来，要求当敢死队员，冲
上去炸掉碉堡。”

经过反复考虑，师部最终同意
组织突击队，两名党员战士怀着视
死如归与必胜的信念，将棉絮浇上
煤油，和集束手榴弹一起捆绑在身
上，冲到碉堡旁边拉响，与敌人同归
于尽，敌人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

粟裕大将曾在相关文章里回忆
道：“1941年8月间，裕华战斗，当我
攻入敌据点后，敌人以两挺机枪封锁
门口，无人敢入。当时两个党员即自
告奋勇，全身以棉絮缚住，带手榴弹
冲锋，将敌人炸死，同时自己也被炸
死，终于将裕华之敌全部歼灭。”

裕华攻坚战的胜利，破除了日军
不可战胜的迷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
气焰，动摇了伪军的士气，振奋了军
心、民心，鼓舞了斗志，更拔掉了敌人
深入我根据地的钉子，保障了苏中与
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南北交通联系，意
义非凡。陈毅军长得知后非常高兴，
还特地给部队发来了嘉奖电。

“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了来
时的路。”离别前，陈海云说道，“庆
幸今日的万家灯火是如此美好。战
争的云烟虽已消散太久，但我们应
当传承抗战精神一路前行。”

军民同心取得攻坚战胜利

两名党员战士舍身炸碉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