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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夜没敢睡觉

。

天快亮了
,

敌人看见山上

有扛枪的队伍活动
,

于是就派出一个警备

队
,

还配备了四挺机枪
、

两门小炮
,

去截击

山上的八路军
。

警备队刚到山下
,

骤然枪声

四起
,

手榴弹如 同暴风雨
,

敌人乱作一团
,

战士们猛虎般地从两边山坡上冲下来
。

呐喊

着
: ’ `

缴枪不杀
, ” ,̀

缴枪不杀 !
”

敌人乖

乖地交 了械
。

21 2名敌人
,

除刚才打死 了几

个外
,

其余全部作了俘虏
。

原来
,

这天 晚上包森发动群众到处打

狗
,

又叫老百姓扛上锄把
、

木棍
,

上山转来

转去
,

派了五名战士带着那挺打得响的机枪

埋伏在据点门外
,

准备迎击增援的敌人
。

剩

下 2 3个人分别埋伏在南北两个山头上
。

还找

了些老乡拿着铜盆
、

铁筒在打响以后敲打
,

冒充机枪
、

步枪
。

当 战士们押着二百来个俘虏往回 走

时
,

俘虏才发现八路军就这么几个人呀
’

二十八宿
”

巧计取胜的消息
,

很快

传遍了周围 的村庄
。

群众称赞包森
,

更加信

任和拥护共产党
、

八路军
。 “

二十八宿
”

不

久就扩大到二百多人 了
。

这期间
,

包森派去侦察敌情的县 大队

副大队长年焕兴和通讯员王志民
,

机智勇敢

地活捉了日宪兵司令
、

日本天皇的表弟赤本

大佐
。

赤本的被俘使华北敌军和日本国 内大

为震惊
,

日军先企图 以重金赎回
,

后派遣大

军报复
“

扫荡
”

遵化
,

包森于是决定将这个

血债累累的敌酋处死
。

19 3 9年秋
,

冀东部队统编为八路军第

十三支队
,

李运 昌任司令员
,

李楚离任政治

委员
,

包森为副司令员
。

19 4 0年 1月
,

包森参加在遵化县阁老湾

冀东分委召开的地委会议
,

确定冀东工作的

重点是
:

巩固丰滦迁老根据地
,

开辟盘山
、

鲁家峪两块新根据地
,

将冀东部队编为十

二
、

十三两个团和一些游击队 (包括在平西

整训未归的部队 )
。

包森兼任十三团团长和

政治委员
,

奉命率原二支队部队西进
,

与李

子光及蓟县游击队
,

开辟以盘山为中心的根

据地
,

主持冀东西部地区的军事工作
。

盘山是华北著名的风景区之 一
,

有东

五台之称
。

盘山地区背靠高山
,

面向平原
,

交通方便
,

开展游击战争具有极好的条件
。

包森率部进据盘山后
,

在地方党组织

的有力配合下
,

发动和依靠群众
,

在很短的

时间内
,

肃清和改编二十多股土匪共六百余

人
,

镇压 了作恶多端的 匪首蒋德翠
、

白老

八
。

把一个土匪遍地
、

混乱不堪的盘山改造

成为秩序良好的根据地
,

形成了以盘山为支

撑点
,

东到遵化
,

北到平谷
、

密云
,

南到蓟

县平原的游击区
,

部队得到很大的发展
,

并

建立了蓟平密联合县政府
,

不久
,

与冀东东

部和中部根据地连成一片
。

四
、

五 月间
,
日寇的一个骑兵队八十

多人
,

携带重机枪
、

小炮
、

掷弹筒等武器
,

到盘山根据地进行骚扰
,

烧杀抢掠
,

无所不

为
,

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

包森决心要消

灭这股日军
。

他把全部兵力集中在白草洼一

带山顶设伏
,

敌人大摇大摆地闯进伏击圈
,

包森打响了第一枪
,

战斗从上午九点一直打

到下午四点
,

日寇全部被歼
。
包森在指挥战

斗中奋不顾身
,

腮部受了伤
。
这一仗包森的

部队打出了威风
,
日本侵略军闻包森大名

,

便伸出拇指
: “

包的
,

大大的厉害
, ”

伪军

们更称之为
“

包爷 !
”

6月
,

李楚离
、

曾克林率去平西整训的

十二团和单德贵支队来到盘山与包森部队汇

合
,

七月
,

军区决定建立冀东军分区
,

又称

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
,

包森任副司令员兼十

三团团长
,

以盘山为中心
,

活动在蓟县
、

平

谷
、

密云
、

遵化
、

兴隆一带
。

1 9 4 0年8 月开始
,

我驻华北部队发起百

团大战
,

冀东部队配合这一部署向敌人展开

全面攻击
。

包森亲率十三团
,

在兴隆
、

蓟

县
、

平谷
、

遵化
、

密云等地
,

向敌发起猛烈

进攻
。

在此期间
,

包森还动员群众配合当地

武装
,

封锁据点
,

平毁公路
,

使敌龟缩于据

点之中
,

不敢轻举妄动
。

194 1年秋
,

当时正处于太平洋战争爆

发前夕
,
日寇深感在华兵力不足

,

决定在冀

东推行其
’ `

以华制华
”

政策
,

由伪
“

治安

军
”

代替 日军控制冀东
,

先后调入
“

治安

军
”

三万余人
,

调出日军一部分
。

面对当时

局势
,

区党委在青龙县王厂沟召开会议
,

决

定趁
,̀

治安军
, ’

立足未稳之际
,

开展一个消

灭
“

治安军
”

的战役
。

军分区又在遵化骑马

寨开会
,

确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
。

11 月 15 日
,

李运 昌
、

包森率十二团和

十三团各一部
,

在东起白马峪
、

西至大柳房

一线
,

伏击了
“

治安军
”

第三集团第六团
,

毙俘敌 四百余人
。

首战告捷
,

然后两个团分

别作战
。

2 6 日
,

包森率三营
、

特务连以及遵

化游击队攻取由
“

治安军
”

一个加强营占领

的东双城据点
。

在他亲自指挥下
,

全歼敌人

三百余名
。

这次战斗
,

十分激烈
,

创冀东连

战二十多小时的攻坚战首例
,

大振了军威
。

深秋
,

包森率领十三团
,

从古北 口执

行任务回到蓟县城东柳河套一带宿营
,

原计

划休息两天后再参加 当时的反
’̀

扫荡
”

活

动
。

部队离开根据地远征回来
,

乡亲们看见

久别的子弟兵非常亲切
。

他们控诉了马伸桥

据点汉奸李午阶勾结马兰峪 日本队长山 口惨

杀群众的罪行
。

包森反复琢磨着敌情
,

最后

决定诱敌出洞
,

狠狠打击
。

他指着地图
,

自

言自语地说
“

山口啊
, 山口 ’

咱们就在这

J L见吧 1 . ,

从夜里开始到次日中午
,

山 口连续接

到李午阶的告急电话
。

说八路军连夜攻打马

伸桥
,

请求山口增援
,

山口决定出动仅有的

三辆大卡车
,

并亲自出马前往马伸桥增援
。

包森率领部队打 了 一场漂亮的伏击

战
,

歼灭了山 口以下全部敌人
,

给了 日寇以

沉重的打击
,

也给蓟县
、

遵化一带的人民除

了一大祸害
,

群众奔走相告
。

当时有一首歌

曲表达了群众对山 口 的仇恨和对包森的崇

敬
。

歌词 中有这样几句
: ’̀

山 口 来到 太后

陵
,

奸淫烧杀又抢掠
;
贼山口好事他不为

,

清乡先把庄包围
,

不管男女老少灌凉水
; 这

一天
,

遇到司令二老包
,

巧打埋伏烟台北
,

一心要他命一条
;
八月里来多热闹

,

猴顶山

上吹起冲锋号
,

得了山口两尊炮
,

然后又把

汽车烧
;
贼山 口 ,

可真死 了
,

家家户户把香

烧
。 ”

包森在冀东坚持抗战
,

打击敌人
,

带

出一支过硬的队伍
,

打出了我军的威风
。

有

一次
,

包森骑的大青骡子惊了
,

跑进一个伪

军据点
。

包森站在据点外面
,

命令伪军把骡

子送出去
,

当时跟随的同志都为他捏了一把

汗
。

可是
,

就凭我军的威风和包森的大名
,

经他喊了一通以后
,

伪军乖乖地把骡子给送

出来了
,

还一个劲地给他说好话
。

1 9 4 2年 2 月 17 日
,

包森亲率十三团一

营
,

在遵化境内野虎山北沙坡峪与从西沙河

方向开来的 日寇田中大队遭遇
。

包森组织部

队沉着应战
,

勇猛反击
,

打退敌人数次进

攻
,

毙伤敌三十多人
。
敌军集中兵力配合数

门大炮
,

不顾一切代价向我军猛攻
。

在众寡

悬殊的情况下
,

包森毫不惊慌
。

他在密集的

炮火中爬上野虎山
,

指挥部队反击敌人
。

他

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
,

突然侧面打来一颗子

弹
,

击中包森的头部
,

鲜血顺着脖颈直往下

流
。
同志们闻声赶来

,

包森睁开眼睛
,

对站

在他身边的张参谋说
: “

张参谋
,

我不行

了
,

你指挥部队继续战斗
·

一
”

同志们掩护

包森转移到石头营
,

进行抢救
。

但因伤势过

重
,

抢救无效
,

光荣殉国
,

年仅3 2岁
。

包森牺牲了
,

但是他的动人事迹和他

不朽的名字
,

将永远传颂在冀东人民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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