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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48 年

四次攻打坨里据点的战斗

顾梦红

坨里村域总面积 5.1 平方公里，金代成村，位于房山区西

北部大石河的出山口拐弯处，大石河的流向自此改向南。这里

也是山区与平原过渡的河口与丘陵地带，所以坨里历来是河套

沟与良乡、房山的物资交流集散地。坨里的 “坨”就是指村东

部与北部的丘陵地带，坨里村成为坨里镇，重要原因是京汉铁

路良乡—坨里支线的修建。河套沟有丰富的煤炭、石灰资源，

清末光绪年间京广铁路良乡—坨里支线和煤矿高线开通后，这

里成为进山出川的枢纽。

坨里村的集市闻名遐迩，辐射方圆近百里，百年来长盛不

衰。从深山区的霞云岭、南窖到良乡、房山城关，乃至长辛店、

丰台、云岗地区的百姓多到这里来采购生活用品。集市上以粮

食和四季蔬菜为大宗，此外还有布匹、猪崽、磨刀石、山货、

荆编制品以及瓜果、鱼肉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操、

南窖及霞云岭等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常借坨里大集之际，乔装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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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与敌占区地下工作者接头，传递重要情报，购买山区所需

的粮食、笔墨纸张及药品等。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1946 年

6 月，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举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任命房山县党支部书记李仲三兼任六县

（房山、良乡、涞水、固安、涿县、宛平）剿共联防司令，组

建了以张德祥为首的房山保安团，不断向解放区进犯。为了扼

制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扩展，国民党军队及地方保安团加强了

对坨里、周口店、长沟等据点的防守力量。

1946 年 2 月 , 中共良乡工委根据斗争的需要 , 决定扩大活

动区域 , 要求区县干部深入各村广泛发动群众。县区干部首先

到磁家务与坨里之间的漫水河村，开展双减和清算复仇斗争。

漫水河村在大石河沿岸，虽然村子很小，人口不多，但是群众

发动得非常广泛 , 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行动起来。村里组织了

工 . 农、妇、青团体 , 建立了村政权。党政干部在这里取得经验后，

很快扩展到坨里附近的辛开口、石梯、水峪等村 , 甚至扩大到

大苑上、岗上等村。仅仅半年时间，全县共新开辟了 24 个村 ,

改选了旧政权 , 建立了工青妇等各种革命组织，共产党的威望

与日俱增。由于坨里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这里已

经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目标。1946—1948 年，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攻打坨里的四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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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6 年 6 月中旬，国民党制定了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

战略方针，投入全部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即 193 个旅、158

万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绥解放区、东

北解放区、陕甘宁解放区，其中以 16.2 万人进攻晋察冀解放区。

为了进攻平西根据地，6 月 20 日 , 国民党九十四军一个师 , 从

长辛店向坨里进兵 ; 驻守琉璃河的国民党军队及房山县保安团

也分头出动。21 日拂晓，敌军在坨里会集。敌人进驻坨里后 ,

积极准备进攻自磁家务以里的河套沟根据地。军分区领导命令

独立团部署兵力迎击。独立团主力部队分散在坨里与磁家务之

间的山梁上，独立团侦察分队和民兵先与敌人交火，英勇阻击

进犯的敌人。独立团主力居高临下 , 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战

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 敌人有很大伤亡。由于敌我在兵力与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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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方面相差悬殊，天黑以后 , 独立团主动撤出坨里。敌人占

据坨里后继续前进 , 用大炮向磁家务方向轰击（当时 , 良乡工

委驻磁家务）。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独立团为了避开敌人锋芒，

决定和良乡县佐公署党政机关以及干部、民兵连夜撤离磁家务 ,

向深山区大安山方向转移。国民党军队占据坨里后 , 继而占据

了磁家务。这时 , 跟随国民党军队回来的还乡团骨干分子 , 对

附近村里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疯狂地报复，几天内 , 就杀死村干

部 30 多名。其中在西市府村一次就捕杀干部 4 名 , 北车营村干

部刘建英全家五口人和几位村民都被坨里还乡团十三大队的大

队长杨洪志残忍杀害。

（二）

1947 年 7 月至 9 月 , 刘邓、陈谢、陈赓等率人民解放军相

继渡黄河南下 , 如三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我军在战场上转入

战略反攻。在房良地区 , 以正规部队独立四旅为主 , 在县区武

装和民兵的配合下 , 开始向房山、良乡两县县城以及敌人占据

的坨里、周口店等据点发起攻击。1947 年 7 月某日 , 独立四旅

在良乡独立营和民兵的配合下，首先攻打坨里据点。夜里 10

点左右 , 部队经八十亩地村跨过大石河在沙窝村北潜伏。第二

日零时战斗打响。独立四旅在良乡独立营和民兵的配合下 , 趁

着夜色向坨里进攻。独立四旅战士从西北面的磁家务经过漫水

河、辛开口向坨里据点进攻 , 良乡独立营和民兵在南面打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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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进行到第三天 , 坨里守敌在我军南北夹击的猛烈攻击下开

始溃逃。我军占领了坨里，活捉了坨里大乡乡长郑石桥 , 俘获

100 多名敌人。战斗结束后 , 独立四旅主力撤至河北一带休整 ,

坨里只留下民兵团守备。几天后，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 , 由于

敌我力量悬殊，民兵团在敌人到来之前撤出坨里。独立四旅得

到消息 , 准备连夜再次攻打坨里 , 就在这时 , 独立四旅接到上级

命令，要求他们立即转移 , 阻击经张坊向解放区进扰的敌人。

虽然这次战斗之后坨里再次被敌人占据，但是，国民党保安团、

还乡团受到重创，显示了我军的威力，共产党在坨里地区扩大

了影响。

（三）

1948 年初 , 在全国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军事对比发生根本性

变化，良乡县民兵在团长张九清、政委张成基率领下 , 配合独

立四旅再次攻打坨里 , 上级领导出于全盘战略的考虑，攻克后 ,

部队立即撤离。1948 年 1 月 29 日 , 我游击大队 400 人在坨里

附近截击房山保安团大队 250 多人 , 敌人且战且退，逃回房山

县城。这次对坨里的战斗，主要目的是显示我军的实力，给

敌人以精神上的震慑，为解放房山全境和全中国的战略决战

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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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48 年春夏，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溃败，人民解放

军越战越勇，国共两个政权的决战即将展开。5 月 28 日 , 军分

区独立团、房良独立团和良乡县佐公署武装部领导干部在东庄

子村召开联席会议 , 研究攻打坨里的作战方案，制定出具体的

兵力部署。这是一次势在必得的战斗，参战部队有军分区独立

团 800 人、房良独立团三个连 400 人、良乡县佐公署武装部组

织民兵 800 人，由罗玉源和姜振水同志带五区民兵连参加解放

坨里的战斗。民兵的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抬担架、运送弹药、

拆岗楼。军分区独立团从北车营、磁家务两个方向主攻坨里据

点，房良独立团三个连在南观待命 , 任务是阻击房山援敌 , 堵

截从坨里逃窜的敌人。

29 日上午 , 独立团主力开始行动 , 从磁家务、北车营、坨

里村东三个方向向敌人发起进攻，人民武装战士如同猛虎下山

直捣坨里守敌据点。从北车营方向向坨里逼近的独立团战士在

石梯村北与坨里守敌尤茂之的保安团首先交火。独立团战士利

用丘陵沟岔的地形设伏，保安团遭到伏击后仓皇逃窜 , 尤茂之

被打成重伤。保安团残部妄图逃进坨里岗楼里 , 我军紧追不舍。

这时 , 我军已从磁家务方向接近坨里岗楼，这些狼狈逃窜的敌

人来到坨里村西的山坡 , 想钻进岗楼里。不料 , 岗楼已被我军

用迫击炮摧毁 , 敌人只好向南观方向逃窜。下午 1 时 , 部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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坨里村东、西岗楼发起总攻击。坨里守敌大队长尤茂之被打成

重伤后 , 敌人早已成了惊弓之鸟 , 溃不成军，有的投降，有的

被俘，剩余残兵败将只抵抗了 20 多分钟 , 就向房山城溃逃。敌

人逃至沙窝 , 又遭到我伏兵痛击 , 剩下零星残部逃回房山。

这次进攻坨里的战斗 , 击毙敌副大队长武德功及其部下多

人，共俘虏敌人 136 人 , 其中有十三大队中队长 1 名、小队长 2 名 ,

缴获机枪 6 挺、炮 3 门。坨里的解放 , 打开了大石河谷一带山

区通向平原的通道 , 是平西根据地军事形势好转的重要标志，

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