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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11 月，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简称川纵）
成立，按三个军事准备区，成立中共奉大巫工委，书记蒋仁
风，副书记卢光特。 12 月 17 日，一百七十余人参加的奉大巫
支队成立大会在奉节昙花乡召开，巫山卢少衡、杨天贵、吕成
孙出席。 奉大巫工委决定于 1948 年 1 月 8 日（冬月二十八，

“廿八”即“共”字之拆写）发起武装起义。会上，卢少衡光荣入
党， 成为中共巫山组织自 1941 年遭破坏后的第一个在巫山
活动的巫山籍共产党员。 武装斗争促进了党的建设。

卢少衡回乡后立即组建长溪河游击分队，为接应奉大巫
支队起义做好准备。安排杨天贵等在农民积极分子中加紧活
动，筹集步枪数支，挑选农民青年胡吉栋、曾祥槐等十余人参
加游击队；令曾庆康进一步控制好龙溪乡警察队，挑选警察
队中的帅孝芳、金家坪等 10 名积极分子加入游击队。长溪河
游击分队即算组成，人枪二十余，分队长卢少衡，副分队长曾
庆康。

冬月 28 日， 卢少衡通知杨天贵将农民游击队员集中到
卢少衡住地万家山待命，安排曾庆康以“清乡”、“查户口”为
名，将警察队中的游击队员集中到双河口、铁厂沟待命。两股
游击队员都分散隐蔽于万家山农户中，密切注视支队暴动发
起的消息，准备随时听候命令，接应下川东纵队行动。

奉大巫起义先后于 1948 年 1 月 7 日和 9 日晨分别在巫
溪西宁场和云阳南溪镇发起，打响了下川东武装起义斗争的
第一枪，首战告捷，敌人震惊。军统局重庆站万县组组长巫山
人李武立即“密报重庆站速转派军进剿，阻止革命势力”（出
自李武的《简历与犯罪》），严令驻奉节军统特务随时报查赵
唯、陈太候行踪。 驻防巫溪的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九师一四九
旅五八一团，即命田渲梧营开往奉节“围剿”，并派兵一连屯
驻龙溪。 巫山县刘鉴秋立即召开紧急治安会议，决定全县成
立 5 个义勇警察大队，竭力防范，严令各乡镇长“如发现奸
匪，得督率所属中队从事捍卫，城区每晚十点钟后一律戒严”

（巫山县政府 1948 年 1 月 12 日《紧急治安会议记录》）。
由于敌人“围剿”，起义力量过于弱小，加上奉大巫支队

领导人指导思想的分歧和战术指挥上的失误， 只半月时间，
队伍完全打散，彭咏梧牺牲，蒋仁风被捕，起义失败，待命接
应下川东纵队行动的长溪河分队只得各返其家， 潜伏隐蔽。
长溪河分队未投入战斗即解体。

2 月 12 日（正月初三），被打散的奉节游击队员包剑锋
（包麻子）、肖自鹏，奉奉大巫支队司令陈太候之命，送信到龙
溪找卢少衡，联络游击队再次起义。包、肖曾在龙溪和巫溪县
谭家乡活动过，认识他们的人较多。二人刚到卢少衡家不久，
谭家乡警察队即闻讯搜捕，并致电龙溪乡公所，要求配合行
动。 电话恰为龙溪乡主任干事、长溪河游击分队副分队长曾
庆康所接。 曾即写下“天色突变，物价波动，立即收摊”的便
条，派乡警察队班长、游击队员帅孝芳火速送达卢少衡家。时
卢少衡正在龙溪场镇张全福家，听说谭家乡来人到卢少衡家
抓包麻子，带病即返。

入夜后，帅孝芳信未送到，卢少衡还未返回。 包、肖二人
在卢少衡家正准备睡觉，忽听屋外有急促的狗叫声，开门一
看，只见黑压压的一路人马打着电筒正向卢家奔来。包、肖知
道情况不妙，立即夺门而逃。 谭家乡警察队冲入卢宅到处搜
查，不见包、肖二人，终以发现一只带有血迹的草鞋为据，逼
着卢妻交人，卢妻坚不吐实。 警察队绑走了卢妻贵国英及其
乳儿卢祖政。

包、肖二人到卢家一事，证明卢与共产党及武装暴动有
牵连， 使卢少衡成为当局在龙溪一带怀疑和防范的主要对
象，卢及其联系的游击队员和其他积极分子，被迫蛰伏，停止

活动。
奉大巫起义虽然失败，但仍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在

黎明前的黑暗中，打响了在川东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武
装斗争的第一枪，拉开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斗争在川
东普遍开展的序幕；它和其他各地的武装斗争一起，使敌人
倍感惊恐，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民党的大后方，牵制了敌
人的部分兵力。它丰富了中共在川东地下组织英勇斗争的历
史内容，造就了一批党在下川东活动的骨干力量，也是迎接
解放、配合接管的一支重要力量。

奉大巫起义失败后，卢光特转回重庆，川东临时工作委
员会副书记涂孝文要卢返下川东继续负责奉大巫地区的工
作。四五月间，卢与奉大巫的同志分别取得联系，嘱咐先以分
散隐蔽的形式继续发动群众，待情况好转，伺机开展武装斗
争。 卢光特还根据涂孝文的指示，准备经宜昌去鄂西北解放
区，引进一支小部队来奉大巫打游击。 卢光特在奉大巫的工
作尚未脱手，涂孝文被捕叛变，使下川东地县党组织遭毁灭
性破坏，党的活动被迫停止。 卢光特的鄂西北之行也未能实
现。

不久， 卢光特与在重庆清理组织的邓照明取得联系，并
受邓的领导负责下川东的清理工作。鉴于卢少衡在巫山难以
立足，卢光特将其工作转移到重庆，与在重庆活动的戴披星
一起活动。 9 月，卢少衡转移至云阳，一边隐蔽治病，一边担
任下川东与川东临时工委之间的联络工作。卢少衡离开巫山
后仍与隐蔽下来的曾庆康、杨天贵等人保持着联系，指导曾、
杨在巫山的斗争。 直至 1949 年 5 月，下川东临时工委（以下
简称川东临工委）成立之前，巫山党的活动受卢光特领导。

奉大巫起义失败和党的活动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后，下川
东的革命形势处于低谷。隐蔽下来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活动极
度困难，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卢光特根据川东临委的指示，在
清理下川东组织的同时，着手布置党的工作的第二线，动员
在重庆活动的奉大巫旅外党员和进步青年返乡，开展平行工
作，不与原地方党组织和党的其他力量打通关系，但从旁照
顾和掩护原组织中已经暴露的同志。 1948 年 7 月，卢光特介
绍在重庆读高中的叔叔卢恺言入党后，指示卢恺言带领共产
党员胡子和进步青年江炳南、谭文熙由重庆返回巫山、巫溪，
执行团结进步青年、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策动国民党军政
人员反正和从旁掩护原地方党的同志的任务，为迎接解放而
斗争。 卢恺言返回龙溪后，以回家度假为掩护，进行社会调
查，相机开展活动，了解龙溪地区原参与武装活动的曾庆康
等地下工作人员的情况，关注着他们的安危，以便在必要时
给予掩护。

为加强奉大巫党的第二线工作的领导与联系， 入秋后，
卢光特派杨建成以联络员的身份到奉大巫。 杨没有到过巫
山、巫溪，卢光特为其做了详细介绍和安排。 8 月，杨建成化
名朱海清，扮成挑卖菜刀、剪刀的小商，经奉节到巫溪，年末
到达巫山长溪河，向卢恺言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对解放战争胜
利进程的估计，要卢加紧活动，全面开展工作。为做好迎接解
放的工作，杨特别指示卢恺言把工作重心从两巫边境地区的
一般活动，转向巫山县城区，转移到着力开展对国民党地方
武装的策反上来，并一起详细研究了策反巫山自卫总队起义
具体办法。

此后，卢恺言即从龙溪进驻巫山城，开始了以其岳父苏
廷举为主要对象的策反工作。 经数月工作，到 1949 年 5 月，
巫山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非武、第一中队中队长苏廷举终于
答应起义，策反成功。 为迎接巫山解放做了一件大事。

巫山地方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

本报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过了七一，还有 4 个月就 90 岁、有

66 年党龄的李家彩显得很高兴， 他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个具有
特殊意义的日子，与大家分享他的入党
初心和一生的光荣经历。

李家彩， 是骡坪镇骡坪村人，1931
年至 1949 年这 18 年间，他亲历了山河
破碎、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历史；也亲
历了从八年抗战到解放战争，从民族独
立到新中国成立的一路艰辛。

1951 年 3 月，18 岁的李家彩带着
从军报国的理想，到部队参了军。 在奉
节学习了两周，接着在丹东鸭绿江边进
行了一个月战前训练后， 就入朝作战，
在空军后勤部队当通讯员，主要负责架
设通讯线路。

为了确保部队通讯通畅，李家彩和
战友们刚等部队停下来休息，就要立即
安装通讯设备、架设通讯线路，有时候
连续十几天无法睡觉。 当时，朝鲜正值
严冬，气温零下 40 度，他们伸出手握住
发报机的键盘就会被冻成冰。

有一次， 李家彩和两名战友正在架设一根通
讯杆，眼看着杆子就要架设完成了，突然遭到美国
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他和战友伤了两个， 死了一
个。 战友的牺牲激起了李家彩的血性，他当时根本
就没有了怕死的念头，一心只想着消灭敌人、完成
任务。 于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拖着受伤的身
体，圆满完成了任务。

还有一次， 连长安排李家彩去给 14.5 公里以
外的排长送信。 在送信途中， 穿过一片深山老林
时，碰见了二个美国兵，他沉着冷静，用手枪将他
们打伤后， 加速前进。 不料中途又碰见一个美国
兵，美国兵凭借人高马大的优势，将他的喉咙紧紧
地箍住。 生死一线之时，李家彩抓住机会，猛的一
起身将敌人的鼻子咬掉，然后抓起枪将敌人打死，
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 如今，他的身上，还仍然存
在当时搏斗的伤疤。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 李家彩继续在东北
丹东工程营当通讯员，在部队接受教育和培养。 期
间， 因表现优秀，1955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退伍回乡后，从 1957 年到 1962 年，李家彩先
后在巫峡硫磺厂、官渡猫子山当工人，期间负责过
伐木、建筑、运输等工作。1962 年，他回到骡坪茨竹
村当大队长，后在骡坪乡公社当公安员，带领大家
发展粮食生产、搞封山育林、搞农田水利建设。

现在，已近 90 岁的李家彩老人，仍然不忘初
心，发挥余热，常常为当地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们讲
述那段艰苦岁月中的光辉历史， 用革命先烈的事
迹教育引导现在的人们，要常思国之兴衰，常怀复
兴之志，把我们的党建设得越来越强大，把国家建
设得越来越昌盛、人民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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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现年 87 岁的陈正富，1955 年参加工

作，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此，他处处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埋头苦
干，任劳任怨，凡事都干在前面。

他回忆，1961 年， 他从县城跋山涉水

走到曲尺乡踊跃村、团结村（现合并为柑园
村），动员村民们到邓家乡建铁厂。 老人还
清楚的记得， 大部分村民都上了船出发去
培石镇，当时有 2 名村民在原来的南陵乡，
陈正富带着村民划上小木船去南陵接人，
随即赶到培石镇前往邓家乡， 走了一天一
夜才到目的地。最终在他的动员号召下，70
名村民去邓家乡参与建铁厂。

他在处理群众矛盾纠纷时， 谨记毛主
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 当年 3 队张家万负责护山，张发炎家
属平时放养水牛， 别人家的牛把 3 队地域
的一片玉米地糟蹋了， 张家万认为张发炎
家的牛是罪魁祸首，张发炎家属不服气，情
绪激动的用手里的镰刀割断牛绳， 结果误
伤了张家万。 张家万则跑去找当时的驻村
领导给个说法，经调解后，让张发炎负责付
对方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 张家炎两口
找到陈正富哭诉，陈正富去现场调查，发现
田地的牛蹄印特别小， 一看就是普通黄牛
的牛蹄印，当即找到对方来现场验证，还了
张发炎家的清白。这件事发生后，在村里引
起了轰动，村民都对他心生敬佩。

陈正富看着村民依靠传统农业种植

“三大坨”， 加上廉价劳动力输出并不能使
老百姓摆脱贫困现状，1983 年， 他带领村
支两委干部、党员，达成一致意见，把村集
体所有的上交提留款全部取出来购买柑
橘、 脆李等小水果树苗， 免费发给全村村
民，动员全村村民种植小水果。只要听说哪
儿的脆李枝条好，就跑去找来嫁接试种植，
并组织老百姓外出学习技术， 为柑园村的
脆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老百姓长期的发
展谋划了出路。在他的努力下，柑园村发展
起来了好几个万元户。

1983 年陈正富退休后，依然不忘加强
政治理论学习，按时参加支部活动，始终保
持党员的先进性。 2019 年，权柑路改扩建，
他第一个站出来，拿出自己的土地、果树，
支持村支两委工作，并带头劝说其他户。在
2020 年， 柑园村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需
要租赁他养老的房屋进行民宿改造， 为了
配合工作，让柑园村发展得更好、更美丽，
他强忍泪水， 劝说老伴离开了这个生活了
八十多年的地方。

陈正富老人一朝入党，终生为党。在他
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家现在有 5 名党员，
有 2 个外孙也正在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

陈正富：一朝入党 终生为党

本报记者 方丹 文 / 图
1971 年，20 岁的刘昌全加入中国共产

党， 曾任巫山县双龙区钱家乡乌龙村妇女
主任。 凭着对党的事业的耿耿忠心和对农
民群众的拳拳之情， 一干就是 20 几年，几
十年来兢兢业业，认真履行入党誓言，在基
层工作中展现巾帼女党员的风采。

任职期间，刘昌全履职尽责，团结带领
全村妇女儿童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的决策和
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钱家乡乌龙村
未通公路时， 她带领全村妇女投入到公路
建设中，因修建公路侵占田地较多，矛盾突
出，一度让公路无法动工，刘昌全主动提出

占用自己的田地，并且不要一分补偿，在她
的动员和感召下， 村民积极支持公路的修
建。

长期以来， 刘昌全都恪守“奉献不言
苦，追求无止境”的人生格言，在各方面积
极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用自身的
言行感召周围的人。 在村集体建设中奉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乌龙茶场、村级公路建
设中，积极发动广大妇女做好后勤工作，为
建设茶场的工人送饭、送茶。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给邻居们帮点
忙，为村里面做点事，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
刘昌全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退休后，刘昌全没有闲下来，主动参与
村里的劝架调解、关爱邻里等。 2017 年，村
级公路提档升级， 因建设需要占用较多村
民的田地，修建公路阻力较大，群众反映激
烈， 作为老党员的她，“主动提出不要补偿
也要把路修好”，在她的影响和各村干部的
努力下，村级公路提档升级顺利完成。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
活！ ”谈及光荣在党 50 年，刘昌全说最大的
感受就是：“我们党十分伟大， 作为一名党
员， 我们的事业十分光荣， 感谢党培养了
我。 ”

刘昌全：一颗红心永向党

本报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巫峡镇红庙村的冯代银，今年已 92 岁

高龄了。耄耋之年的他，仍不忘自己是一个
兵。

那是 1951 年 3 月，正值青春芳华的冯
代银，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瞒着父亲参加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 刚入伍， 就随部队步行
26 天到达抗美援朝战场，在行军途中编入
机枪组，随身背负枪支弹药、行军服、干粮
等重达 60 斤，由于本人能吃苦受累，乐于
帮助他人，期间受班、排、连多次表扬。

据老人回忆，1951 年抗美援朝战争

中，他被编入侦查连。由于当时不熟悉地形
地貌又无侦查经验， 长期在山上通宵达旦
侦查敌情。有一次，在侦查敌情中被敌人发
现，敌人将我们一个侦查班围困三天三夜。
在这三天内， 全靠自己随身携带的炒米炒
面维持生活，最终被部队成功解救。

冯代银老人清楚地记得， 有一次侦查
中，被敌人的前沿哨发现，由于同行的三名
战友枪械发生故障，无法扫射。为了保护战
友， 他独自一人用冲锋枪中所有子弹横向
扫射敌人，成功抵挡了敌人的前沿哨，解救
了同行侦查的三名战友。 他也由此获得第
一次三等功。

1952 年， 在冯代银任侦查班副班长，
与敌人发生战斗的时候，期间，班里一战友
踩响了敌区地雷将其左腿炸断。 后由于战
斗失败，上级命令返回连队。冯代银背着受
伤的战友返回， 身背枪支弹药和人约两百
斤重，面对敌人追赶，东躲西藏，比同班战
友晚回连队三个多小时， 成功将战友背回
连队。 1953 年，美军利用老鼠携带细菌实
施细菌战，我军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在此次

细菌战中，冯代银灵机应战，其表现，深受
部队首长赞赏。

抗美援朝战争长达三年之久。 在这三
年战斗中， 冯代银同志连续获得三次三等
功，他突出的表现，为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
贡献。

冯代银同志退伍后，不居功自傲，服从
组织安排，1957 年 12 月至 1958 年 4 月，在
曲尺乡打滩看守炸药仓库，后又在邓家、河
梁、龙溪铁厂任营长，还担任过南陵耐火泥
厂副厂长和马坪煤厂副厂长。 1962 年 7 月
至 1990 年 12 月， 担任原龙井乡庙湾村党
支部书记。在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之间，看
到村里村民们基本上都是住的茅草房，他
就号召村里的泥瓦匠，自己烧制土瓦，在短
短五年的时间里， 使全村 80%的农户将茅
草房变成了瓦房。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还
带动村民改田改土， 让曾经贫瘠的土地变
成了良田。 在岗近 30 年，冯代银始终扎根
农村，心系群众，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 以一个兵的姿态为全体
村民服务，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评赞。

冯代银：耄耋之年仍不忘自己是一个兵

陈陈正正富富老老人人在在脆脆李李园园中中。。

冯冯代代银银近近照照。。

李李家家彩彩近近照照。。

刘刘昌昌全全近近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