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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前，千名匪徒兵分四路突袭朱沱古镇
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暴乱，多人壮烈牺牲……

朱沱剿匪记朱沱剿匪记□罗安会

重 庆 市 永 川
区朱沱镇，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江边
古镇。73年前，在
这里发生了一场
触目惊心的匪徒
暴乱，人民解放军
迅速出动并很快
平息暴乱。不幸
的是，平暴中解放
军和征粮干部有
多人壮烈牺牲，长
眠于朱沱烈士陵
园。这就是震惊
一时的“二·一”匪
徒暴乱血案。

73年后，让我
们回望历史，一探
那段发生在特殊
年代惊心动魄的
事件。

朱沱镇老码头

朱沱古镇老照片

朱沱老街

1乔装赶场，匪徒突发暴乱

渝西长江边上的朱沱，是物产丰富的鱼
米之乡，也是货运便利的水码头。这儿民风
淳朴，人民勤劳，是江津、永川、泸州、合江四
地交界的古老场镇。

老街上，清一色的明清串架木屋与光滑
的青石板大街，显得厚重与古朴，被称为重庆
上游第一镇。每逢阴历一四七，是朱沱的赶
场天，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四地交界，又是水
陆码头，因此赶场交易极为活跃。

1950年2月1日，这一天恰逢赶场。上
午8点半以前，人们便纷纷从古镇的东西南
北四个栅子门（场口）涌入老街，挑柴草的、挑
米的、挑红苕的、挑粮食的，箩篼扁担背篼，一
里长的老街顿时变得热闹起来，酒馆、饭店、
日杂店、当铺、京果铺，家家门前都人来人往
人声鼎沸。

上午9点多，在赶场的人群当中，突然有
人从挑的柴捆里和谷草捆里，取出长枪短枪，
并在街上鸣枪示众，这些人随即还嚎叫起来：

“抗粮保命，打共产分子，打卖客！”他们一边
打枪，一边奔跑吼叫，一时间古镇枪声四起，
场面紧张，赶场人群瞬间乱成一团。

与此同时，老街的四道栅门，也被一些荷
枪实弹的匪徒把守住，他们强令赶场的乡民
们准进不准出，进行高度戒备……有人用话
筒喊道：“大家不要怕，配合我们，你们是安
全的。”这么一喊叫，赶场的人们反而更加不
知所措。见情形不对，街道两旁的居民开始
纷纷关门，一些赶场的民众则跟随进屋躲
避。很快，老街上所有的商铺都被荷枪实弹
的陌生人把守住，他们不准大家关门，开始
进屋抢劫。

因事发突然，当地的解放军和征粮干部
寡不敌众，暴乱中造成老街上8人、农村地区
11人的解放军和征粮干部壮烈牺牲。这就
是震惊一时的“二·一”匪徒暴乱血案。

2秘密纠结，千名匪徒潜入朱沱

1949年，刘邓大军以破竹之势进军大西
南剿匪。当年11月，国民党军溃败的军队从
江津、永川松溉方向经朱沱往合江方向逃窜，
溃军撤退了整整三天……

1949年11月27日，朱沱解放。朱沱地
理位置特殊，又是产粮大镇，县军管会派解放
军106团下属一个连的部队驻守朱沱和石
蟆，并成立征粮工作队开展征粮工作，调运粮
食支援前线剿匪、稳定城市粮食供应。

事后了解到，“二·一”匪徒暴乱血案当
天，江、永、泸、合四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为挽
回败局、扰乱社会治安，纠结了近1000名匪
徒，分四路窜至朱沱，组织匪徒暴乱。合江匪
徒司令陈云龙及泸州永川江津匪首肖天一
（纵队长）、伍万成（团长）、罗钧（团长），分别从
松溉、大河、转龙、涨谷方向率匪徒潜入朱

沱。这次匪徒暴乱组织严密，事前没走漏
风声。

当天上午9点，匪徒们在老街开始
制造混乱，场上顿时枪声四起，乡民

在一片惊恐中知道原来是匪徒进场了。
事发当天清晨，征粮工作队的解放军已分

别下乡开展征粮工作。在路上，解放军听到老
街上传来的密集枪声，知道出事了，于是纷纷
返回老街查看情况。路上不断有群众提醒解
放军，“老街上匪徒人数众多，你们要小心哟！”

解放军连长张洪宝及四位战士当天前往
上坝执行任务，快走到刘园时，一个乡民对他
们说：“前面半华里的堰塘那里有很多匪徒，
已修了工事架起机关枪，不准通行了。”见状，
张连长带着战士快步赶往杂粮市的栅子口，
很快与匪徒交上了火。张连长依托栅子口
的有利地形阻击匪徒，经验丰富的解放军很
快击毙匪徒5人、击伤3人。眼看子弹快打
光了，张连长命令战士撤回镇公所，人数众多
的匪徒绕道包围了他们。撤退时，张连长与
一名战士壮烈牺牲。

镇公所内，也枪声不断、吼声震天，几名
解放军战士与匪徒进行枪战，匪徒死伤多
人，解放军战士也有1人受伤。此时的老街，
居民关门闭户，街上行人稀少，整个朱沱笼罩
在恐怖气氛之中。

3大肆抢劫，匪徒将财物装船运走

匪徒入场后，从各处搜捕到的征粮干部
三人，被集中扣押起来。

其中的征粮队长李相亭，刚随队伍打完
两大战役，又奉命随军南下。1月28日，他
带着8名战士从县城出发，日夜兼程赶到朱
沱，检查征粮和粮食入库的情况。事发当
天，李相亭带着战士季文标下村检查工作，
在路上听到枪声后，折返回老街，但他们还
没有进入栅子口，就被埋伏的匪徒抓住，捆
绑游街示众。他俩宁危不惧，向群众大声宣
传共产党的政策，恼羞成怒的匪徒提着冲锋
枪向他们射击，李相亭胸部连中三弹倒在血
泊中，季文标被两个匪徒用刺刀刺向胸膛
……两人牺牲后，匪徒还残忍地把遗体拖到

中码头江边丢弃。
另一部分匪徒则大肆抢劫商铺和居民，

大街小巷的商家和住户被劫掠一空。他们
将抢来的财物搬到江边码头，然后装上大船
运走。

在这场腥风血雨中，纯朴的乡民爱憎分
明，为保护军粮体现出了很高的觉悟。

我父亲罗吉利是一位普通市民，以织布
为生，他在老街十字口处，租火神庙开了一家
织布作坊，招收了几名帮工和徒弟。暴乱那
天，几个匪徒端枪闯进我家，“砰砰砰”乱放几
枪，他们见布匹就抢、见值钱的东西就拿，母
亲带着几兄妹躲在后屋吓得瑟瑟发抖。很
快，第二批匪徒又闯进家门抢劫，几位徒弟抄
起扁担欲同匪徒搏斗，被父亲阻止了。抢劫
在街上继续着，端着枪、拿着刀的匪徒，在街
上跑上串下，枪声、吼声、哭声乱成一片……

这时，又有几个匪徒闯进我家，用枪指
着我父亲，逼他和徒弟去抢军粮。镇上粮站
的粮仓在离火神庙不远的文昌宫内，匪徒正
强迫一些青壮年将大米往船上搬运。父亲下
决心保护军粮，他背着粮食，悄悄告诉徒弟和
街坊，“你们把粮食搬到火神庙内存好，还给
政府。”于是，不少人偷偷将扛着的粮食绕道
送进了火神庙后门，将粮食堆在庙内。

暴乱发生的当天下午，县军管会调集的
解放军从三个方向直奔朱沱，匪徒见势纷纷
逃窜。黄昏时分，从永川来增援的解放军在
笋桥溪边与匪徒大部队相遇，匪徒被打死打
伤多人，残余分子趁夜逃窜。夜幕中，朱沱镇
安静了下来……

据朱沱派出所老所长罗敦才介绍，在
“二·一”匪患事件中，匪徒抢掠公粮30万余
斤、旧币250万余元。

4匪患事件，涌现不少勇敢市民

匪患事件中，涌现出不少勇敢市民。
罗伯升是老街上的茶馆老板，匪徒进场

时，一位解放军背着枪跑进来说“我躲一躲”，
罗伯升马上给他换了衣服，将枪藏在了床下，
还让他坐在桌子上和茶客们一道喝茶。一会
儿，匪徒端着枪闯进来搜查无果，罗伯升很
快关门……

朱沱镇的保长黄胤儒，见两位解放军从
乡下回来，听到街上枪声不断，他立即叫解放
军进家里躲避，还给他们换上平民衣服。事
态平息后，他陪着解放军回到了镇公所。

笔者在档案中还搜寻到，老街上另一位
开茶馆的罗国银，在暴乱中救下了一个解放
军；居民文南生的父亲，也掩护过一个解放军
……这些勇敢的市民，事后都得到了镇公所
的表彰，还戴上了大红花。

平息匪徒暴乱后，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立即
开展了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行动，有的参与
者被判刑，对从犯和抢军粮主动坦白退赃的，
作宽大处理。匪首陈云龙、伍万成、肖天一、罗
均及首恶分子30多人，则被执行枪决。

清明节，一个雨后天晴的早晨，淡淡的阳
光照射着长江边的小镇。我随悼念人群来到
朱沱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朱沱烈士陵园始建于1951年，地点在原
朱沱乡天河村一小山堡上，后于1986年在共
和村之王坪重建。烈士陵园修竹掩映，苍翠欲
滴，园内矗立着正六方形高碑，正面镌刻着“朱
沱‘二.一’殉难烈士永垂不朽”，碑后长眠着历
次剿匪战斗中牺牲的19位烈士。墓碑上刻着：
山东籍二野连长张洪宝，山西籍二野队长李相
亭，以及浙江、江苏、河北籍战士梁伟柱、季文
标、朱胜、唐惠泽、黄乾刚、路永刚、朱胜、唐惠
泽、黄乾刚、谈福禄、张天顺等烈士的名字。

剿匪，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烈们的故
事却值得我们铭记！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
区作协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朱沱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