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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9月中旬，巴彦县游
击队负责人王英超在绥化中心县
委驻地见到陈雷，汇报巴彦县形
势，陈雷听完后，立即写一份亲笔
信给潜伏在巴彦的共产党员张
祥，指示张祥配合王英超筹划夺
取巴彦县敌维持会控制的武装，
组建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巴彦
人民自卫军，全面在巴彦建军建
政，让巴彦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王英超带着陈雷的亲笔信回
到巴彦后，与张祥取得联系。正
当王英超等人积极活动的同时，
巴彦县伪县长宋殿才等反共分子
突然凶相毕露，组织反动武装在
巴彦县城公开游行，大喊反共口
号，气焰十分嚣张。陈雷得知情
况后，立即给王英超、张祥写信，
鼓励他们树立必胜信心，寻找最
佳战机，夺取和消灭敌人武装，组
建属于人民和共产党的武装。

当时，巴彦境内的国民党势
力很强，巴彦公署守备队伍就有
100多人，加之各类武装，散兵游
勇，兵力总数达到900多人，其中
包括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正规军
人，而且装备精良，配有长短枪、
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我方兵力
不足80人，其中多数是学生和农
民，有的人甚至连枪都不会打，武
器装备也很落后。面对这一严峻
形势，张祥和王英超再次和陈雷
取得联系，陈雷指示两点，一是在
敌人内部搞突破，二是抓住战机，
速战速决。

根据陈雷指示，王英超秘密
会见了有进步思想的巴彦县公署
守备队队长孙文瀚，得到了孙队
长的支持。然后张祥与巴彦周边
的苏联红军取得联系，以采购猪、
牛、羊等农副产品为名，把一队苏
军引入巴彦公署，王英超带有几
队战士随行，借机占领了巴彦公
署，守备队队长孙文瀚率队起
义。张祥、王英超迅速控制了巴
彦县城，并建立了巴彦人民自卫
军。国民党其他部队闻讯作鸟兽
散，巴彦宣布解放。

1945 年 12 月初的一天，国
民党残余部队勾结土匪国长有
绺子在夜里包围了庆安县大队，
情况万分危急。陈雷得到消息
后，连夜率领 50 多名战士驰援
庆安。经过3天激战，终于消灭
了敌人。

通过巴彦和庆安两个事件，
加上残酷的斗争现实，绥化中心
县委认识到了夺取政权、巩固政
权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也深
知建立和巩固政权必须坚决地
肃清匪患和国民党残余势力，打
倒和消灭一切反动派。

绥化有个恶霸土豪，名叫常
栋彝，外号常八。日本侵占绥化
后，常栋彝的住房插上日本“膏
药旗”，甘心当日本人走狗，帮助
日本人做事，为非作歹，镇压、屠

杀同胞。日本投降后，常栋彝继
续与人民为敌。1945年 8月 23
日，他勾结日伪残余和国民党反
动派，在绥化电影院召开大会，
成立国民党绥化县地方治安维
持会，他出任会长，并网罗一大
批伪警察、特务、流氓地痞、土
匪，组成所谓的治安队。8月27
日，常栋彝又在他家成立了国民
党绥化县党部,公然挂出牌子，
并张贴标语，进行反动宣传，气
焰十分嚣张。

常栋彝有点来头，他原是吉
林梨树人，他的父辈有两个厉害
人物，尤其是他四叔常荫槐更是
臭名昭著，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外
交副总长，在张作霖统治东北的
时候，担任张作霖的参谋长。常
栋彝的伯父叫常荫廷，1922年担
任绥兰道的道尹，常栋彝和他的
父亲随着伯父来到了绥化。从
此，常栋彝巧取豪夺，成为土
豪。尤其是日伪时期，他依仗日
本人，大发横财，在绥化炙手可
热，俨然是一方霸主。共产党来
了，翻天覆地，常栋彝作威作福
的日子到头了，他岂能甘心？

常栋彝还和苏军翻译于长
青兄妹两人暗中勾结，于长青的
妹妹叫于凤兰，长相极为妖艳。
兄妹两人仇视共产党，利用做翻
译的便利条件，在我党负责人和
苏军工作联络中，故意曲解原意
或捏造事实，制造矛盾。常栋彝
千方百计地与庆安县土匪头子
于化鹏取得联系，并多次密谋，
实施反革命破坏行动，并狂妄地
提出“先攻庆安，后围绥化，打进
绥化过新年”。

消灭反动派，擒贼先擒王。
除掉常栋彝，事不宜迟。绥化中
心县委在陈雷书记的主持下，召
开秘密会议，决定消灭土豪汉奸
常栋彝以及土匪于华鹏、汉奸于
长青兄妹，摧毁国民党在绥化的
残余势力，掀起革命新高潮。

当时，常栋彝家宅内有保
镖，特别是人民自卫队内部也有
人和他暗地里勾结。为防万一，
陈雷将此次行动计划报请黑龙
江省委，省里从北安派来一个排
的战士支援这次行动。战士们
在龙南纵队副政委姚国民的带
领下，趁着夜色，翻墙进入常府，
将常栋彝抓捕。1946 年 2 月 1
日，罪大恶极的常栋彝经过公
审，在绥化县城南门外执行枪
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看到了
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社会各界对
共产党的尊重和信任一下子加
深了。

1946年 5月，绥化中心县委
派出东北军区锄奸队，在哈尔滨
将于长青、于凤兰兄妹逮捕归案，
5月18日，经公审，于氏兄妹被处
决。

1947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

东北局决定撤销地委一级的机
构，集中干部南下，原地委机关主
要领导随军奔赴前线，陈雷调任
黑龙江省委担任秘书长一职，就
此离开了绥化地区。

李敏在绥化一直参加绥化临
时县委、绥化中心县委的领导工
作，主抓教育、宣传、妇女等工
作。为了方便，组织上分配给他
一辆自行车，她把一岁大的女儿
绑在车筐里，风里雨里行驶在绥
化的大街小巷，宣传党的政策，号
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为建设新
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日本刚刚投降，回到人
民怀抱的东北，由于战乱，百业凋
敝，百废待兴，国民党反动派又不
甘心失败，各方势力明争暗斗，所
以东北局势包括绥化地区形势异
常严峻，明枪暗箭，危险无时不
在。但李敏为了革命，毫不在乎，
无所畏惧。李敏穿一身苏联红军
服装，颇为引人注目，人们都称她
为“太太”。李敏微笑着解释，她
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东北抗联战
士，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请叫
她“同志”。时间一长，大家都和
她亲如姐妹，但有人还称呼她为

“同志太太”。这个称呼让李敏忍
俊不禁，但也形象地说明李敏和
群众相处得多么融洽。

为了工作，李敏经常错过饭
时。那个时候，机关食堂到时间
就关门，无论什么领导也不例外，
有时李敏不得不饿着肚子。有一
次，她饿得实在受不了了，陈雷特
批她花一角钱去上饭店。李敏很
激动，因为这是她自从12岁参加
革命，第一次上饭店，而且用的是
公款。李敏在路人的指引下，终
于找到一家饭店，她点了一碗高
粱米饭、一碗萝卜汤，花了 7 分
钱。她把剩下的3分钱交公，有
点不好意思地对陈雷说，占公家
便宜了，等以后咱们条件好了，记
得还上。陈雷看着李敏，心头一
热，竟不知如何回答了，便微笑地
点点头。

为了支援前线，在李敏的布
置下，绥化建起了一家被服厂。
被服厂主要生产单、棉军服，紧接

着又建起了麻袋厂，李敏发动绥
化县城的妇女走出家门织补麻
袋。由于场地不够用，李敏就带
领大家在大街上工作，那个时候，
绥化县城东西、南北大街上，几百
名妇女在街上纺麻、织补麻袋，煞
是壮观，成为一景。

绥化中心县委发出“发展生
产、支援前线”的口号，要求机关
干部人人带头。李敏想，怎么带
头？最好的带头就是实际行动。
于是，李敏把自家门前圈上一个
栅栏，养起一头猪。李敏经常一
手抱孩子，一手拎一只泔水桶，既
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伺候小
猪。那阵子李敏天天精疲力尽，
但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
笑。终于把猪喂大了，无私捐给
了前线，李敏很自豪，她觉得自己
为新中国的诞生尽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义务和力量。

1993年，李敏从黑龙江省政
协副主席的职位上离休，组建了
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宣传抗联
事迹和精神，寻找、确认抗联遗
址，撰写并出版了长篇回忆录《风
雪征程》。

陈雷和李敏在建国后走上领
导岗位，一直关注和关心绥化的
工作与发展。1984年，陈雷陪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
视察兰西县，对兰西亚麻生产给
予了大力支持。兰西成为“麻
城”，陈雷功不可没。

烽烟消散，盛世来临。陈雷
和李敏这对革命伉俪在血雨腥风
的年代，担负起抗战救亡的大
任。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为国家
兴旺、民族富强而殚精竭虑。他
们把毕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献给
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后来，陈雷和李敏夫妇致信
党中央，建议把8年抗战改为14
年抗战。经过陈雷和李敏等的奔
走呼吁，党中央终于把8年抗战
改为14年抗战。这是一个真正
共产党人的坚守，这是每一位中
国人对历史的承担，这是我们党
对抗联英雄集体、义勇军以及东
北三省所有抗日力量最完美的交
代。

陈雷李敏在绥化（下）

于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