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打公议庄 

白  玉 

 

 

    1945 年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坚持内战。公议庄村的大地主邓凡清，害怕八路军共他的产，在伪良

乡县保安团的支持下，纠集本村的地痞，逼迫部分农民子弟，成立了公议庄村“自卫队”，队长是邓凡清，

副队长是夏场村的王珍 (国民党情报员)，其它队员都来自公议庄村。邓凡清打着保卫乡民的幌子，横行乡

里，欺压百姓，与良乡县保安团相勾结，称霸赵营、任营、佛满、赵庄一带村庄。邓凡清为了保卫他的家

业，用搜刮来的民财，在公议庄街中心靠东头的地方，修了一座两层炮楼，并在距炮楼几十米远的东边和

西边方向各建了一座地堡，在炮楼的北面汪惠家的房子上修了高房工事和掩体，这样炮楼、地堡、高房工

事可以互相掩护，易守难攻。邓凡清经常带着“自卫队”到附近村庄骚扰或抓捕我方工作人员，是我党在

这一带开展工作的极大障碍。 

    我涿良宛五区游击队，几次想拔掉公议庄炮楼。区长张晋龄同志，曾几次夜间潜入公议庄，了解敌情，

均未找到歼灭敌人的适当时机。只有副队长王珍，在佛满村被我游击队杨宗尧等同志抓获，弄到官庄村，

召开了控诉大会，会后被我游击队杀掉，为民除了害。 

    1947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当时驻在固安县牛坨一带的我地方部队整编七十五团派出的侦察员到公议庄一

带侦察，了解到国民党的四纵队、一个正规营在公议庄驻防(实际驻防琉璃河)，就昼夜赶回，向团领导作了

汇报。七十五团领导决定，要吃掉国民党的正规营，同时拔掉公议庄炮楼，消灭这股地主武装——“自卫队”。 

    8 月 16 日下午，七十五团从牛坨奔袭八十里，在晚上九时左右包围了公议庄村，悄悄的进了村，抓住

了“自卫队”的巡逻哨，得知国民党正规营已往西撤走了。七十五团领导随后抽出两个排的兵力，布防在

村东北和村西小清河边，担任警戒任务 (以阻击良乡和葫芦垡方向增援的敌人)，其余主力利用夜幕的掩护，

接近了炮楼，隐蔽在民房中，封锁了炮楼的内外联系。一切布防就绪后，首先是我方部队开展了强大的政

治攻势，敦促敌人投降，到了白天，就让自卫队的家属前来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守楼敌人惊恐万分。

匪首邓凡清困兽犹斗，他就站在高房工事里，挥舞着匣子枪高喊；“谁投降就崩了谁!”并用机枪点射喊话

的家属。 

我七十五团包围封锁敌人一天一夜，守楼敌人粮尽水绝，就连汪家院内的一缸泔水都给喝了，可邓凡

清仍拒不投降。团领导见政治攻势无效，就决定用强攻，拿下炮楼。 

    农历的八月十七日傍晚六时许，夕阳还未落尽，冲锋号响了，我部队的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敌人凭借

工事，顽固抵抗，双方火力交织在一起，暴雨般的枪声，响彻四面八方，就连任营、赵庄等村的群众也听

到了阵阵激烈的枪声。上去爆破的战士，一个个的倒在工事前边，冲在前边指挥战斗的营长也不幸中弹牺

牲了。这时我部队就从炮楼南面李大同的北屋地下挖了地道，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地道挖通了，战士们

在炮楼底下安放了炸药包，就在敌人还在负隅顽抗之际，炸药包轰隆隆地响了，炮楼在爆炸声中灰飞烟灭，

有的敌人坐上了土飞机，邓凡清也被我战士乱枪打死。自卫队员见状，纷纷走出工事，缴械投降了。 

子夜时分，枪声渐息，战斗胜利的结束了。这一仗，打死敌人二十七名，跑掉一个李栋，俘虏了二十

八名。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战士一把火烧毁了残存的地堡和高房工事，反动派赖以欺压百姓的工事，化

成了一座废墟。在押的二十八名俘虏，经过审问，查出了打死营长的刽子手——赵万×，由营长的警卫员

和战士推到村外，用大刀给砍了，为死难烈士和营长报了仇。 

七十五团指战员拿下炮楼，休整片刻之后，就押着俘虏，运着牺牲了的烈士遗体，撤离了公议庄村。

一个月后，二十七名俘虏经过教育被遣送回乡了。 

    公议庄炮楼的拔除，自卫队的消灭，狠狠打击了这一带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为我党在这一带开展活

动扫清了道路，群众也受到了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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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袭周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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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7 月，我所在部队——聂荣臻、萧克司令员领导的华北军区九团在斋堂集结。 

    记得有一天，正值新兵入伍，伙房开了斋，小米饭炖猪肉，大家吃得可香了。饭还没吃完，“哒…………”

军号就吹响了。部队迅速集合起来。 

    部队领导黄团长传达了上级的命令，要我们坚决清除斋堂鬼子的据点，同志们高兴的欢呼起来。当时

我在三营三连七班，是部队的主力班。斋堂据点大约驻有 300 多名日军，在我方猛烈的攻击下，日本鬼子

丢弃了据点，仓惶逃窜，我们立即乘胜追击。当追到雁翅时，由于鬼子把安家庄桥烧了，加上天黑，我们

只好就地休息。第二天拂晓，部队整装前进，直奔蒲洼、宝水。这时，我们又接到命令，下山攻打周口店。

因军情紧急，立即长途跋涉，经过二天多的急行军，于傍晚到达周口店。 

    当时，日寇在周口店南山、北山各修了一座炮楼，老远望去，阴森森的。我方大约是两个团的兵力，

从周口店到长沟，都是我们的人。因为我军着装是用老粗布做的，染上的黄颜色，所以，看去是黄压压的

一片。 

    天气突然变了，夜幕降临时，下起了蒙蒙细雨。同志们不顾行军的劳累，冒雨修筑工事，做好战斗准

备。我们三连的任务是围北边的炮楼。天擦黑时，战斗打响了。机枪，步枪欢叫起来，子弹嗖嗖划破夜空。

忽然，我军的迫击炮响了，颗颗炮弹带着复仇的怒火，呼啸着射向敌军阵地。战斗打了大约二、三个小时，

敌人的炮楼起火，冒烟了，冲天的烟云宣告了敌人的失败。鬼子溃退、逃窜了，我们猛烈的发动了进攻，

我们三连冲破铁丝网，迅速前进，当攻上山坡，看到敌炮楼在烟火中残缺破碎的模样，大家不由的欢笑起

来。 

    这次战役，我们牺牲了十几名同志，我记得当时是用棺材将烈士们埋葬的。 

    早上天放亮时，炊事员和当地群众将饭送上山，是小米饭炖牛肉，大家边吃饭边猜测下一步的行动。 

    吃完饭，部队下山进了村，群众亲热地欢迎我们，拿出枣梨等水果往我们衣兜里塞。我们没有吃，却

忙着给老乡挑水、扫院子。由于几天来急行军，打仗，又困又累，我们便在周口店休整了一天。当时部队

传言，说是要打房山城，大家劲头可足了，忙着擦拭武器，找群众了解房山城的情况。 

    下午，情况发生了变化，说部队要往北开，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房山暂时放下不打了。这次命令下

的急。部队马上就出发了。于是，我们告别了周口店，去迎接新的战斗，攻打北方要塞——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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