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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TONG RIBAO
阅读昭通·故事

解放初，永善县主要有以安纯三、龙
奎垣、陈超、龙定洲为首的四大股匪，有匪
众 3000余人。上半县以国民党昭通专员
安纯三为首，笼络黄坪的肖国福等，代表
着国民党的统治；下半县龙奎垣打着“西
南人民革命军第三纵队”的旗号，自称司
令，以黄华为中心，扶持刘汉江、杨善修
等，形成地霸割据的局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朱德总司令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尚未解放的国
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野战军在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指挥下，11 月 1
日，发出向大西南进军的号召。

1950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三师在师长张显扬
的率领下，于2月28日到达昭通接管地方
政权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任命龙绳曾为昭
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兼尹武纵队总队长。
但是，龙绳曾又暗中接受了蒋介石密令委
任的滇东北行政长官和川、滇、黔、康反共
救国军总司令，并任命龙奎垣为西南反共
救国军副总司令。

3 月 9 日，四十三师一二九团进驻永
善县城莲峰。28 日，经中共云南省委批
准，成立中共永善县委，为尽快打开工作
局面，永善县委和一二九团党委决定立即
招收干部，举办干训班，由部队和干训班
一起组建 5 个工作队，分片开展征粮、剿
匪、建政等工作。

4月中旬，四十三师命令龙奎垣将部
队开往昭通接受整编，但龙奎垣只带了
385人驻扎在昭通小堡子（今靖安）。龙绳
曾、龙奎垣表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暗地
里相互勾结，密谋在端午节（6月19日）发
动暴动。6月18日拂晓，四十三师包围龙
绳曾，击毙俘获 1500 多人，解除龙奎垣
385人的武装，准备将其送到昆明学习，龙
奎垣反动成性，偷偷逃回黄华，大量招兵买
马，封官许愿，召集人马近 1000 人，自称

“龙师长”，与解放军一二九团打游击战。
8月初，解放军在马楠乡石灰窑等地

击毙龙匪几十人投降 360 余人缴获长短
枪 370 余支、战马两匹，龙奎垣随即偷渡
金沙江，投靠四川卡哈洛、瓦岗一带的彝
族头领安显忠（人称“安八儿”）。龙奎垣
与肖国福不和，安显忠组织钻牛皮，喝鸡
血酒、搞结盟，龙奎垣、肖国福放下前嫌一

致对付解放军。
1950 年 12 月 20 日，叛匪龙奎垣、惯

匪肖国福，趁驻防永善的解放军四十三
师一二九团调昭通接受新任务、警卫营
尚未到达接防之机，煽动四川凉山民众
1300 余人，由务基窝落滩渡过金沙江，
窜犯黄华，围攻黄华区政府。

龙奎垣、肖国福过江后，由韩有根率
600余人，经务基捏池，企图攻占务基，进
逼黄华；由龙奎垣、肖国福率 700 余人经
金寨沙坝子，攻打黄华区政府，对区政府
形成钳形攻势。当日，韩有根到达求雨堡
时，被民兵击毙。

21 日，龙奎垣、肖国福派出 100 余人
的敢死队，对黄华区政府发动进攻，到达
白沟时，正中黄华区委书记陈学海率领的
工作队武装埋伏，敢死队溃败后从朝阳坝
渡船逃命。下午，受永善县委、县政府和
一二九团派遣，一二九团二营五连连长路
凤喜、副指导员韩伯桢带领二排、三排、县
公安队和区武装赶赴黄华增援。

增援部队与当地区委领导对敌情进
行认真分析交换意见后，制定出“兵分两
路，主动出击”的作战方案。一路由路凤
喜带领三排连夜出发，从黄葛树（今黄华
集镇）沿金沙江直扑回龙坝，阻击敌人进
攻黄华；一路由韩伯桢带领二排及黄华苗
族民兵班，经垭口、米贴从上而下向回龙
坝江边压下去先炸船截断敌人增援和退
路。韩伯桢带领二排战士火速行动，猛扑
回龙坝江边，完成炸船任务，歼灭韩有根
匪军大队长和匪徒 30 余人，并与数百名
土匪激战。由于敌众我寡，副排长程万春
负伤，二排边打边向马楠方向撤退。路凤
喜带领三排从黄葛树行走 20余里到山背
后，拂晓与数百名正在烤火取暖的土匪相
遇，双方激战，重创土匪。天亮后发现四
面周围几个制高点均被肖匪占领，三排处
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路凤喜负伤仍坚持
战斗，并率领部队向垭口方向突围。这时
候，肖国福带 50 多个土匪向路凤喜冲杀
过来，关键时刻班长吴文忠带领 5名战士
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连甩数颗手榴弹，
将路凤喜掩护下来。敌人蜂拥而上，迫使
解放军战士朝着云岚嘴百米悬崖退去。

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三挺机枪因
子弹打完被敌人抢去，解放军伤亡 18人，
有 3 名战士失去联系，2 名战士到穿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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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不多，已经到了生
死存亡的关头，路凤喜命令：

“同志们！我们已走到绝境，为减少
伤亡，留一个班跟我掩护，其他同志顺岩
朝黄华区政府撤退，动作越快越好！”官
兵纷纷表示愿留下掩护，班长赵善廷力
争掩护任务，让路凤喜带兵撤退。路凤
喜叫吴文忠把所余手榴弹和子弹留下，
挥泪默别。

为掩护路凤喜和战友撤退，一阵火力
将百余名敌匪吸引过来。路凤喜他们迅
速消失在树丛中，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烈
战斗，由于地形不熟悉、敌众我寡，战士们
直打到弹尽路断，退到云岚嘴，三面是敌，
一面是悬崖，再无退路。赵善庭把仅有的
一颗手榴弹丢出去，当场炸死 6 个土匪，
为保持革命气节，班长赵善庭、团文化干
事李文通和李有才、李廷珍、尤忠慈、张秋
东、陈三保七勇士带枪纵身跳下悬崖壮烈
牺牲。

23日晚，土匪占领黄华街，包围了黄
华区政府。区政府被围 60 多人，固守区
政府（原龙奎垣的公馆）等待援兵。土匪
摸清区政府里人员不多，24日夜发起猛烈
攻击。在子弹不多、寡不敌众的情况下，
区委决定乘敌不备突围。当夜 10 时许，
全体被围人员撤出区政府向鲁溪方向转
移，黄华区政府被土匪占领。

四十三师师长张显扬接到报告后，立
即决定，一二九团二营暂缓调离永善，师
侦察连从鲁甸县梭山火速行动，警卫营一
连从昭通急行军出发，三支主力部队直扑
永善县黄华，坚决消灭土匪。侦察连在连
长郭永瑞、指导员秦起富的率领下，从鲁
甸梭山经昭通大沱以及永善码口、大兴、

莲峰，两天一夜急行军400余里。
25日拂晓，永善县委书记孙志能、县

长杨霖派出由副营长郭凤林率领的四十
三师特务营和一二九团二营长李伍小率
领的增援部队共 600余人，在鲁溪与黄华
区政府突围出来的同志会合。

26 日凌晨 6 时，发起全面反攻，当晚
22时许，肖国福见势不妙，企图从交通壕
里向西逃跑，警卫营战士杨兴富、陈文甫
将其抱住，拉响手榴弹，将肖国福炸死，
杨兴富、陈文甫2名战士光荣牺牲。

27日夜，龙奎垣见大势已去，在肖国
福固守粮库时，带 10 余名护兵偷逃出包
围圈，连夜逃往梯子岩。部队紧追不舍，
将其护兵击毙数人，龙奎垣逃往务基方
向。部队分兵向匪司令部龙公馆和固守
碉堡的土匪发起猛烈攻击，激战 3 小时，
炸毁敌碉堡，炸死土匪几十人，俘匪 200
余人。

龙奎垣最后带着心腹石友祥逃到务
基青龙沙湾滑推嘴时，见渡船被封锁过
不了江，只好躲藏在张秀珍家。农协会
员张秀珍稳住龙奎垣后，及时向农协会
报告。解放军以劝转攻，当场将龙奎垣
击毙。石友祥见龙奎垣被打死，只好乖
乖地缴枪投降。

28 日，一二九团五连三排官兵与龙
奎垣、肖国福土匪激战三天三夜。至此，
历时 9 天的黄华暴乱平息。横行霸道永
善县多年的龙奎垣、肖国福二匪势力彻
底覆灭。在这场战斗中，共毙敌 120 名、

俘敌 10 名，群众捕杀逃匪 37 名，同时缴
获枪支弹药一批。

暴乱平息后，永善县政府在黄华召开
群众大会，枪决了杀害解放军战士的土匪
赵天才、艾永堂等 7人。龙奎垣、肖国福
被消灭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永善、四川雷
波两县，金沙江两岸各族人民群众拍手称
快。贴标语、放鞭炮，锣鼓喧天，庆祝胜
利。昭通专署拨粮 1 万斤，县政府拨粮
3000斤，机关干部捐款 80万元，各地群众
纷纷捐钱、粮、物，送往黄华，救济受害群
众，开展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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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我们才找到您，终于
完成了母亲和嫂嫂的心愿……”侄儿李

尚伟跪在大伯李文通烈士墓前，77 岁的三
弟李春山三鞠躬后泣不成声热泪盈眶。
李文通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

五军四十三师驻永善县一二九团二营五连战士，1950年
在永善县光荣牺牲。

云岚嘴下 跨越千里的“相见”
2023年 12月 14日，李春山和侄儿李尚伟相约分别从

河南省和上海市来到永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次日，大
家匆匆吃过早点便迫不及待赶赴黄华镇烈士陵园祭扫，

“看望”哥哥。
一路上，永善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龚志辉向两

位烈士家属介绍烈士陵园的建设情况和七勇士的先进事
迹，同时不忘了解烈士家属的生活情况。

三弟李春山说，哥哥原名叫李春芳，是全家最懂事的
孩子，学校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因文采好，老师给他改名
李文通。

“哥哥牺牲后，他的战友带了一封信和一张相片
给家里。”此后数十年，李春山与侄儿李尚伟等烈士亲
属，担心相片丢失，便请人将相片制作成电子底片保
存了下来。

“哥哥，我和尚伟来看你了！”李春山拿出生前哥哥参
军时留下的唯一一张相片，黑白相片上，二十岁出头的李
文通身穿军装，有着英俊的脸庞和浓黑的眉毛。李文通
离家时，李春山才 1岁，对哥哥没有什么记忆，只能凭着照
片想念。

“你牺牲后，父亲、母亲一直很牵挂。你长眠于云岚
嘴下，被金沙江拥抱，你战斗过的地方已发展起来，修建
了溪洛渡水电站，大永高速公路的连接线就在你的眼前，
这里山清水秀，你就在此安息吧！”李春山终于“见到”了
哥哥，把自己几十年来想说的心里话都一一讲给他听。

时隔76年 夫妻的另一种“团圆”
与其他烈士认亲不同的是，李春山还带着嫂嫂位嫩竹

的遗像过来，他轻轻地把哥哥的相片和嫂嫂的遗像放在一
块儿，时隔76年，两人如此“相见”。

李春山说：“1947 年农历十月初六，嫂嫂位嫩竹在河
南省巩义市（原巩县）回郭镇柴沟村老家嫁给哥哥，结婚
才 6天哥哥就入伍，并随军南下，进驻乌蒙山，便再也没回
过家。一年过后，部队战友寄来的信里说哥哥在云南牺
牲了，被安葬在一个叫黄葛树（现黄华镇）的地方。哥哥

‘走’后，嫂嫂一直把母亲当亲娘，母亲多次劝嫂嫂改嫁，
但嫂嫂坚持不走，最后嫂嫂提了一个当闺女的条件才远
走他乡。往后的日子，她经常给母亲做新衣服，回来看望
大家。在李春山和兄弟们的心里，位嫩竹仍像长嫂般照
顾着全家。”

“今天我把嫂嫂的照片给您带来了。”2014年，位嫩竹
去世。这次，李春山和侄子李尚伟将嫂嫂的遗像从1540公
里的老家带过来，在黄葛树下完成嫂嫂一生最大的心愿。

为了找到大伯李文通，早在 2017 年 4月，李尚伟就通
过永善县民政局找到黄华镇烈士陵园，2019年清明节，李

尚伟前来祭扫时见到了当年参与烈士遗体安葬的陈言忠
老人，告诉他陵园里靠上排左边第一座墓就是安葬的李
文通烈士。这一次，李尚伟特意带三叔李春山来看望大
伯李文通。

弹尽粮绝 勇士跳崖壮烈牺牲
“这里是李文通等七勇士牺牲的地方，是他们用生命

誓死保卫黄华的父老乡亲、解放黄华，每一个永善人民都
不会忘记他们的英雄壮举。”午后，一行人沿着金寨村坳
田村民小组向 180米高的绝壁云岚嘴进发，黄华镇工作人
员王世超向李春山和李尚伟讲述了七勇士的先进事迹，
带着大家瞻仰革命遗址。

李文通，生于 1929 年 6 月，生前系河南省巩义市（原
巩县）回郭镇柴沟村人，1949年 2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
1950 年 3 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军团十五军
四十三师一二九团进驻永善县，任一二九团团文化干事，
在永善县黄华云岚嘴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

据《永善剿匪斗争史料选编》记载，1950 年 12 月 20
日，正当换防的四十三师一二九团最后一批人员到达永
善县城莲峰，等待警卫营接防的间隙，滇东北起义后叛逃
匪首龙奎垣集合 1300 余人偷渡金沙江，勾结永善县地霸
土匪，向新生的黄华区人民政权发起进攻。受永善县委、
县政府和一二九团派遣，由一二九团二营五连连长路凤
喜、连副指导员韩伯桢率领二排、三排、县公安队、区武
装，紧急增援黄华，打响黄华战斗。

22 日傍晚，部队被敌人三面包围，迫使战士们不
得不朝着云岚嘴方向退去。路连长率领的部队遭遇
土匪主力，激战中被冲散，在生死的危急关头，由赵
善庭所带队的一个班的成员和李文通在内的七名战
士掩护路连长等 8 人突围，由于弹尽粮绝，为不落入
敌手，李文通等七勇士携枪纵身跳下百丈高的云岚
嘴绝壁。

为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1953年，永善县启
动黄华镇烈士陵园建设，1979 年、1988 年进行了修缮。
2015 年 12 月，黄华烈士陵园被列为昭通市革命遗址。近
年来，永善县委、县政府整合资金 560余万元，将云岚嘴打
造成乡村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落实了专人管护。

冬日，温暖的阳光照在平静的溪洛渡水电站，波光粼
粼的高峡平湖，金沙江大转弯后，一江清水缓缓向东流去，
昔日的青龙滩、朝阳坝如今已成文旅融合示范村庄，黄华
镇金寨村一片片金灿灿的白橘、脐橙从江边绿满大茅坡，
慰藉着云岚嘴七勇士。

信仰的力量照亮前行之路。多年来，永善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一直与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担
起接续革命先烈血脉亲情的责任，发出烈士“寻亲启事”，开
展七勇士寻亲工作。目前，已寻
找到两位勇士亲人。

李春山说，见到
哥 哥 的 墓 ，是 最
高 兴 的 事 ，终
于 了 却 了 母
亲 和 嫂 嫂
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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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通生前图片。

枪炮眼枪炮眼。。

云岚嘴俯瞰图云岚嘴俯瞰图。。

黄华龙公馆黄华龙公馆。。

李文通的家人参观云李文通的家人参观云
岚嘴岚嘴。。 通讯员通讯员 田明田明 摄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永善县均由永善县
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提供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