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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赵任远被捕后，为加强地下工作，
辽吉五地委成立了城工部，地委副书
记曾志兼部长，副部长丁丹（阜新解放
后曾任第一任市委书记）。同时和五
军分区在离海州 30 来里地的衙门营
子设立了敌军工作站，军分区政治部
副主任杨大伦任站长，陈奔任副站长，
调潜伏在阜新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刘
昆任干事，具体负责汇总情报等工作。

按照城工部的指示，黄永德同战
斗在煤矿的地下工作者于俊接上了
头。早在 1945 年年底，阜新地委从市
区撤退时就在太平、新邱等煤矿安排
共产党员张凤山、郭少云、韩仁阁、连
金城等同志潜伏下来。1947 年，辽吉
五地委先后派在阜新当过矿工的阜彰
县务欢池区一棵树村村长于俊和解放
军排长张汉武打入太平矿，搜集情报，

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为了
防守海州，国民党军队征用六千多名
矿工和上千名市民，在海州城四周修
筑各种碉堡七十多座，城壕十万多立
方米。于俊、张凤山、曹景山等地下工
作者利用参加修筑工事的机会，详细
侦察了国民党军队在海州的布防情
况，包括兵力部署、碉堡设置和布雷情
况，并将这些情报绘制成图。8 月底，
由曹景山将情报藏在鞋帮里，混过国
民党哨兵和特务的检查，送到五地委
城工部。

为了配合我军反攻，黄永德等地
下工作者曾先后几次将国民党军队情
报以及党政机关证件、介绍信等送往
解放区。五地委城工部将他们搜集的
情报汇编成《敌情汇集》，下发至党政
军团职以上干部。1947 年 10 月中旬，

黄永德按照丁丹的指示，向东北民主
联军第七纵队邓华司令员送去了《阜
新城防图》，并向邓华司令员详细报告
了海州、新邱和阜新县城国民党军队
的情况。10 月 17 日攻打新邱和阜新
县城的战斗打响当晚，黄永德和郭九
尊、朱东仁、王蕴朴、石成章、赵振忠、
赵振贤等在阜新的地下工作者分成几
个组，化装后带领我军战士分别行动，
搜捕残敌，抓获六十多个国民党特务
和土匪头子，对其中负隅顽抗和血债
累累的，当即处决。经过这次打击，阜
新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基本瘫痪。由于
我地下党组织及时准确地提供了敌人
的情报，使整个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
我军全歼驻守新邱街的国民党暂编五
十一师师部及第二团，敌少将师长唐
葆黄走投无路，自杀于新邱街头。

海州城防图

赵任远下落不明，他的交通员马恩波解
放后在阜新矿务局总机厂当科长，“文革”中
被打成“叛徒”，关押一年多后下放农村劳动
改造。马德方参加地下工作的经历没被承

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
组织部副部长、曾任辽吉五地委副书记兼城
工部长曾志的过问下，马恩波的冤案得以平
反。经过市委党史办调查核实，马德方参加

地下工作的历史也得到确认，并给予妥善安
排。赵任远没有结过婚，没有后代，如今只有
他写给地委的报告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在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二】

王振武是黑山县白厂门人，家境贫
寒，但他聪明好学，考上了伪满的医科学
校，曾在伪满军队任上尉军医。他热爱
祖国，仇恨日本侵略者，冒着生命危险掩
护我党地下工作者脱离虎口。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王振武于
1946 年 6 月来到阜新（海州），开办了健
生医院，以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治病，并借
以谋生。同年初冬的一天晚上，刘昆和
黄永德（当时刘昆和黄永德已打入东北
保安第三支队第九团）在海州街上借散
步谈士兵情况时，突然见到了王振武。
当时刘昆转变话题，把刘昆所了解的王
振武的情况向黄永德作了介绍，他听后
也很钦佩。从此刘昆和黄永德经常去健
生医院和他交谈。王振武对国民党反动
派发动内战和腐败无能深恶痛绝。有一
次他在交谈中说：“刘昆早就应该跟共产
党干革命，可惜机会失掉了。”当时刘昆
感到条件已经成熟，便向他公开了身份，
并发展他为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不
久，健生医院也成了我党在阜新地区的
秘密联络站。从此王振武对革命工作更
加热情、积极。当地工领导人赵任远、黄
永德在健生医院召集会议研究工作时，
王振武除积极参与讨论外，还再三嘱咐
妻子魏国英好好站岗放哨。同志们来到
他家里，总是叫妻子为大家洗洗涮涮，热
情安排食宿，千方百计保证安全。

王振武在经济上也对我党的地下工
作给予很大支持。每当同志们到外地工
作经费有困难时，他总是把行医挣的钱
毫不吝惜地拿出来给大家用。当时，黄

永德曾经深受感动地说：“王振武对共产
党十分忠诚，为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把
他家中的钱和物都豁出来了，有时连自
己的生命都不顾。”平时王振武也常对同
志们说：“一个人身上都有几斤血，到必
要的时候，要一滴不留的献出来。”

王振武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总是认
真完成。有一次组织上要地下党组织迅
速搞清国民党驻阜部队团以上军官姓
名、简历、爱好和家庭情况。王振武利用
他当医生的有利条件，通过给驻军官兵
看病以及打牌、喝酒、闲谈等机会很快把
情况搜集上来，及时报告了上级组织。

王振武对革命、对同志总是那样舍
生忘死，满腔热忱。地工领导人赵任远
来阜后，提出要到黑山、新立屯、锦州等
地熟悉情况，他挺身而出，关闭了医院，
陪同前去开展工作。后来，赵任远去长
春接受新的任务，王振武首先考虑要有
充足的活动经费，才能很快地打开工作
局面，因而送给赵任远一张名片，告诉他
用钱时，就拿这张名片去找他的好友白
天助医生。可万万没有想到，赵任远动
身前在黑山县新立屯被国民党特务逮
捕，从他身上搜出了王振武的名片。第
二天王振武也在阜新海州被捕，他们先
后被送到锦州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监狱。
敌人为了扩大线索，几次审讯王振武，他
死死咬定与赵任远没有任何政治关系。
当审讯人员拿出从赵任远身上搜出的名
片时，他面不改色地说：“我是个医生，只
要到我那里看病的人，我都给名片，没有
其他用意。”赵任远也坚持说他和王振武

就是大夫和患者的关系，坚决保守秘
密。军法处三番五次刑讯都毫无结果。
后经组织及其好友姚秉钧四下活动，以
40万元东北流通卷把王振武营救出来。

王振武出狱后，同黄永德、魏恩寰同
志一起到了辽吉五地委城工部，向副部
长丁丹汇报了他和赵任远被捕经过，并
提出亲自营救赵任远。丁丹当即把这个
任务交给了他和黄永德，并给他们 50 两
大烟土（鸦片），作为营救的活动经费。
他和黄永德、魏恩寰接受任务后回阜新
海州的途中，在东梁附近被一伙地主武
装围困，为了保护 50 两大烟土，足足与
敌人周旋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们从
腰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身份证”，才摆
脱了这群坏蛋。回来后经多方探听，得
知赵任远因案情重大已被解送沈阳。王
振武又孤身一人赶到沈阳，虽经多方努
力，未能查到赵任远的下落。

阜新解放后，王振武任阜新矿总院
和市立医院这两个医院的副院长，主持
工作。为两个医院的建设，他外出招聘
医务人员，千方百计购进医疗设备，为两
个医院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辽沈
战役期间，他还带领医疗队奔赴农村，救
治伤员。1950 年，他随丁丹到鸡西矿务
局工作，离开了阜新。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一个革命者随
时都要经受被捕、坐牢甚至杀头的严峻
考验。王振武在日伪统治时期，两次坐
牢，狱中的磨难使他更加觉醒和坚强，表
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
的气节。参加革命后，又被国民党关进

监狱，在狱中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机智、
勇敢和宁死不屈精神。可是在十年动乱
期间，王振武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
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黑山监狱，并

于1970年1月23日含冤死在狱中。粉碎
“四人帮”以后，1978 年党组织为王振武
彻底平反昭雪，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
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中共辽吉五地委领导

【三】

1946 年，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师进
占阜新后，他们与地方反动武装相互勾
结，无恶不作，对阜新外围的解放区军
民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尤其对我军解放
阜新全境是个很大的障碍。为了分化
瓦解敌军，地委和军分区决定在距离阜
新地区 30 余华里的衙门营子村设立敌
军工作站。敌工站隶属辽吉五分区和
五地委领导。分管敌工站的是五分区
政治部副主任杨大伦和五地委城工部
副部长丁丹。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杨大
伦兼任敌工站站长，陈奔为副站长。陈
奔是云南人，中共党员，解放战争期间
曾长期在东北军区敌工部、云南军官教
导团、哈尔滨市敌工部从事对敌斗争工
作。后来任辽吉五地委城市工作部副
部长的丁丹，当时也在哈尔滨做敌工工
作，和陈奔是战友，加上驻阜新的九十
三军是云南龙云的旧部，因此调陈奔来
五分区敌工站任副站长。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奔请求组织
上将城工部的云南籍干部吕志杰调到
敌工站做联络员。因为吕志杰与敌军
中的一个营长陆占朝是同学，组织上同
意了陈奔的请求。吕志杰的主要任务
是打入敌军内部做军事情报和散发传
单等工作。组织上还决定，将陈奔从哈
尔滨调来的几个人（是从国民党六十军

中争取过来的团副、副官及参谋长等云
南人）也充实到敌工站。为确保敌工站
的工作安全，分区还为敌工站调来一个
排负责武装警卫。1947 年 8 月，敌工站
组建完成。

敌工站的工作方针是：把工作重点
放在敌军营垒中的营、连、排下级军官
上，想方设法拉出一个算一个，能拉出
两个算两个。教育激发这些人的反蒋
情绪，瓦解敌军心。经过我方教育启
发，再将他们派回敌军内部做宣传鼓动
与催化工作，以扩大影响面。敌工站的
有利条件是陈奔手里带的张冲、艾斯
其、周保中的亲笔信，还有林彪的信。
这些信件都是直接写给九十三军军长
陆文全及海州敌军二十师师长王世高
的（王与陈奔也有同学关系）。如果我
军一旦包围敌军，就将这些信件送出
去，用以争取上层军官起义所备用的。
为使敌工站顺利开展工作，当地区委、
区政府及旗政府给予很大支持。区、旗
政府给敌工站调拨了四匹好马，选派了
可靠、精干的警卫、通讯及联络员多名，
为敌工站的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从 1947 年 9 月至 1948 年 3 月 18 日
阜新全境解放为止，除了完成敌工站本
身的任务外，还与来犯的敌军展开了战
斗。

巴扎兰村距离衙门营子不太远，这
一带时有国民党的军队和武装土匪来
抢劫老百姓的粮财、杀人放火，无恶不
作。1947 年 12 月 26 日，警卫排的战士
正在进行操练，忽然传来了“嗒嗒”的机
枪声，紧接着巴扎兰村有老百姓跑来报
告说：“国民党军抢粮食来了！”警卫排
的战士们听说敌人又来抢劫村民，便要
求消灭来犯之敌。陈奔立即找到区、旗
长商议，研究战斗部署。在这场战斗
中，他们胜利地保卫了人民群众的财产
与安全。

政策攻心、瓦解敌军，是我敌工站
的一项重要任务。吕志杰打入敌军营
垒后，取得了敌军营长陆占朝的信任。
陆占朝过去就倾向共产党，有着寻求革
命的念头。在敌工站宣传教育下，他的
思想有了很大转化，对于整个部队的瓦
解起到了催化作用。

在散发传单中，区政府给予密切配
合，区委书记王树良先后给陈奔选派了
两名联络员。这些同志忠心耿耿，勇敢
坚定，非常能干。其中有一个叫宋稼
祥，有天黄昏时，陈奔亲自带吕志杰与
宋接头见了面，向他详细地交代了任务
和要求，当晚他们就混进了海州。吕志
杰与他里应外合多次将传单散发在敌
营里，每次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还有

一个联络员，他及时地把传单送到了目
的地，在返回的途中，不幸被“花子队”
逮住，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
不屈，只字不吐，最后牺牲在敌人的铡
刀下，为敌工站的工作献出了宝贵生
命。

由于对敌开展了政策攻心，对于瓦
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敌军政人员中
时常有人开小差，有的还跑到我解放区
来，这就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有力地
配合了我军战场作战。

收集情报是敌工站的又一项重要
工作。在这方面，吕志杰做得很好，他
先后给陈奔送出两份情报。1948 年 3
月的一天，陈奔接到吕志杰从敌营中送
来的情报，大意是：我做陆占朝的工作
有了进展，但因陆方法不当，急于求成，
被敌连长向师长王世高告发，陆已被敌
软禁，说他目前处境很不好，请示怎么
办？陈奔立即向五分区请示，分区首长
指示：不必撤回，继续留下工作，陈奔及
时指示吕志杰留敌营做工作。

1948 年 3 月 17 日，也就是阜新解
放的前一天，陈奔收到了吕志杰派人
送来的一份情报，大意是：各种迹象表
明，敌人准备逃跑。收到这份情报后，
陈奔感到非常重要，立刻派通讯员和
警卫员骑马赶赴新立屯，向军分区首

长作了汇报；同时又找到区委书记王
树良，请他向冀察热辽军区二十一分
区所属部队及阜新县委转达这个情
况。陈奔又和通讯员、警卫员骑马亲
自到新立屯，向军分区司令员作了报
告，司令员指示他：“火速返回，准备进
占海州。”

根据司令员的指示，他火速返回
衙门营子，找到了区委书记王树良，并
具体做了安排，于第二天（3 月 18 日）
进了海州城。后来才知道，海州守敌
果然是在 3 月 17 日夜逃跑的，在清河
门一带遭到我二十一军分区所属部队
的堵歼。

海州守敌逃到义县后，吕志杰等人
也随敌撤到义县，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
脏。阜新全境解放后，辽吉第五军分区
敌工站也随着任务的变化，按上级指
示，转设在锦义敌军外围，改称锦义敌
工站，隶属冀察热辽军区二十一分区直
接领导。陈奔在进入海州不久就离开
了阜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永德曾任阜新
市首任副市长；刘昆曾任中共阜新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郭九尊曾任阜新矿务局副局长、
党委副书记；陈奔曾任云南省建工局
副局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