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章 北海各美其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展示

长留在北海丰碑上的乾江剿匪战役

乾江是汉代的合浦港址所在地。据资料载：“乾江，古之乾礼、乾体相沿。古乾体辖地东

自插龙军屯，南至烟楼、冠头岭，西至那隆官井，北起禁山平阳。以拱卫廉府西南，襟控三汊

海口之势，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唐宋通商圩市，明清水师军港，书香礼仪之乡”。

乾江古镇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彩，除了传统乡贤文化、庙宇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外，更有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缩影与见证。2022 年盛夏的一天，踏上红色之旅。伫

立在北海市乾江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周边村野、林间、树木摒住了声响，仿佛都在垂泪一一注

视着碑座上镌刻着的烈士英名，想起 73 年前那场硝烟弥漫的乾江剿匪战役……

匪情突起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杀害革命干部，破坏

基层人民政权，形成一股气焰嚣张的反革命势力，据《合浦县志》载：合浦全县上下有 50 多

股土匪势力，他们烧、杀、抢、掠，搅得百姓心惊胆战，民不聊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宁生活，1950 年 5 月的一天，合浦县党江区委黄长业带领工作组来到烟楼

第九联村组建起农民协会，在太祖庙地举行群众大会选举农民协会领导，田宁村林赞襄当选该

农会会长，坡心村刘普钦、刘沛权当选副会长。同时，组建以刘沛槿、刘沛坚、卫焕昭等骨干

为主的坡心村田宁村民兵武装，共八十多人，有八十多支枪，这个新生政权成立之初的最主要

任务是开展二五减租清匪反霸。

1950 年 8 月，以反动头子、土匪司令曾钦志为首的一伙匪徒，纠集组织了个所谓“中国

青年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在党江区一带搞破坏。8 月 25 日，匪徒流窜到乾江圩上，张贴告

示，勒令乾江乡政府人员、各村民兵缴械投降，否则就要铲平乾江，杀死村民，反动气焰十分

嚣张。

8月 31 日下午 4时，“叮叮叮……”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广西军区二十四团部骤响。值班战

士拿起话筒一听，脸色顿时凝重起来，电话告诉：在土匪司令曾钦志纠集下，武器装备一新的

600 多人（枪）的土匪队伍已将乾江合围，合围范围逼近居民区，乡政府及圩上居民处境危急，

请求派兵前去解围。

顷刻，二十四团面对的这一军情极为紧迫，如果不迅速打掉土匪嚣张气焰，一旦乾江被土

匪占据或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二十四团团部警卫侦察通讯连指导员李路接此命令，倒抽一口凉气，立刻组织队伍赶赴乾

江乡解围。当时，二十四团各营的兵力都已开赴灵山、浦北等地剿匪，留守在合浦县廉州警卫



团部的人员没多少。抽调兵力、去少了不行，兵力抽出多了、万一土匪来个声东击西，乘虚而

人，后果同样严重！考虑警卫团部担负的主要任务，李路果断地做出决定：立刻召集警卫员、

侦察员、通讯员、卫生员、文化教员、炊事员、理发员及几名班排长等二十五人编成两小队，

带上原配武器手枪、步枪，每队另再配一挺轻机枪一路奔往乾江，经 8公里跋涉，抵达乾江圩

时已天黑，李路当即派侦察员在乾江圩周围侦察敌情：得到报告，在解放军部队到达乾江前，

匪帮已撤走，不知去向。然而，当晚与乾江相邻的烟楼坡心村民兵得到情报是：匪司令曾钦志

纠集六百多人（枪）的土匪已集结在八字山、魁星楼等村庄处开始合围乾江乡人民政府。

民国时期，德国人拍摄的合浦进入乾江路口的“乾德大生”牌坊照片

（陈考思 供图）

浴血剿匪

九月一日清晨，烟楼第九联村坡心村民兵刘沛坚、卫焕昭又获“乾江乡政府被包围，圩上

群众财产被抢”的情报。匪情如火，坡心村民兵刘沛槿当机立断找农民协会副会长刘普钦，商

定召集坡心村的民兵、召集田宁村民兵开往乾江解围。刘普钦、刘沛槿带领坡心村 30 多个民

兵奔乾江，在半途的渡筏口村的眼镜塘遭遇土匪截击，距离 30 多米处的一个土匪大声叫：“你

是哪村民兵？”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刘沛槿答：“我是第九联村民兵。”随后，众土匪就高喊“缴

枪”。千钧一发时，刘沛槿卧倒在路边坟堆下，这时土匪的自动步枪响了，数发子弹随即呼啸

而来，刘沛槿拔出两把手枪反击，瞬间、乱坟岗变成了战场，“啾啾啾”的子弹声挟带着风掠

过头顶、身边，纷飞的子弹打得乱坟岗上草断枝落，硝烟滚滚……双方激战 30 分钟后，烟楼

第九联村农会会长林赞襄带领田宁村民兵 40 多人（枪）和二十四团警通连一个分队如飞将军

般狂卷而至，匪帮见势不妙大举后退，参战军民直追到八字山林野、树丛中，后又追到义陇，

清查潜伏在禾田里的土匪……我方队伍大胜。

当广西军区二十四团警侦通连指导员李璐认为此行任务已完成要收队回团部，正走过乾江

中学小道上时，尖兵跑来报告，发现西面田野三、四百米处有数目不详的人群隐隐在游动，原



来是潜伏的土匪。土匪发现解放军队伍，瞬间用机枪、冲锋枪、步枪向解放军打来。面对这股

土匪人数不少于五百且武器精良的匪帮怎么打？我方小分队仅二十多人，对乡自卫队、各联村

民兵又未形成统一指挥，敌众我寡，力量悬殊，退回圩上固守待援或边打边撤，虽可自保，但

却是被动挨打，土匪则能动进退，如任其横冲乱撞，剿匪则失去战机。此时，李路果断下令把

队伍拉开一字横排，快、狠向敌人冲锋，直插入土匪群中，一个个勇猛冲杀，村内联队民兵、

工作队、自卫队闻讯赶来增援，大家一起向土匪发起反攻，这守护家园，护佑百姓，大义凛然，

慷慨赴死的气势吓得土匪抱头鼠窜，喊爹叫娘，四处溃散。前面的土匪顶不住解放军、民兵、

自卫队向后溃退；后面的土匪也弄不清我军民队伍有多少人，吓破了胆也跟着退，几华里宽的

田野战场，密集的枪声、冲锋军号声、缴枪不杀的喊声汇成沸腾的巨浪由东向西扑去，随之，

几十具匪徒尸体留在了田野上。部分跑得快的土匪就地弃枪找地方躲，我军民一鼓作气往前冲

杀，哪里土匪多就往哪里冲，哪里有回击，就集中火力往哪打，土匪们一哄而逃，跑上船向海

上逃去，军民队伍或淌水、游水，或乘舟船奋勇追击达 4小时，军民最终取得以少胜多的重大

胜利。参战的解放军、民兵、乡自卫队、乡工作队约 200 人（枪），歼灭了 600 多人（枪）的

土匪队伍，其中俘虏土匪一人，打死土匪四十多人，缴获美制新式冲锋、自动步枪、卡宾枪等

六支，散落在田野各处的枪械被群众、民兵捡去一批。

在追击土匪途中，解放军二十四团警通连通讯员陆启林遭到埋伏在河对面的土匪开枪袭击，

一发枪弹击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指导员钟正大、乡工作队长姚让厚、中共地下党晚哥佬、

自卫队长黄钦、民兵陈文锋、莫怀广在这场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

丰碑永存

乾江剿匪战役胜利保卫了新生政权，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使联村民兵队伍

受到锻炼，经受了考验，此后，联村民兵队伍奉乡政府之命到大运渡、十字江、插龙、草花岭

等地继续剿匪并都取得了胜利，为全县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铺平了道路。为了

纪念革命烈士，勉励后人，合浦县人民政府建乾江革命烈士纪念碑，乾江革命烈士纪念碑屹立

于合浦汉墓群禁山区内，公路边，占地面积 50 平方米，碑高 10 米。1979 年 12 月 30 日建成，

开放。

人民永远铭记为今天幸福生活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

1990 年 8 月 31 日，合浦县人民政府在当时的环城乡举行了“乾江剿匪战役四十周年座谈

会议”，邀请民政局、县委党史办、县志办、老干部局、人武部、环城乡老干协会、乾江街委、

乾江村公所、禁山村公所党支部领导；烈士家属：姚贻爱、姚贻丰、姚贻宣、伍广华、张一玲、

卢元寿；当年指挥乾江剿匪战役的广西军区原二十四团警通连指导员李路、烟楼联队民兵刘沛

槿、刘沛坚、林赞襄、还有赖洲、刘汝虔、曾其瑶、郭瑞新、廖益优、徐建英、曾湖雄、钟德

信、刘永祥（现名黄仁赞）、古蓝洲、伍发祥、张其锴、张绍南等解放军战士和民兵代表出席



会议，会上县政府领导陈小琴讲话、乡政府和各单位领导及代表发言，激情满怀回忆英烈事迹，

共同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并献花圈。此次会议还讨论重建烈士纪念碑，并收藏了乾江剿匪战役

指挥员李路、参战民兵刘沛槿分别撰写的“乾江剿匪战役的回忆”等珍贵史料。

1990 年 9 月 1 日，纪念乾江剿匪战役四十周年座谈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右五为广西军区二十四团警通

连原指导员李路，右六为烟楼第九联村原民兵刘沛槿，右七为烟楼第九联村农会会长林赞襄。第二排中为

烟楼第九联村民兵刘沛坚等参加乾江剿匪战役的解放军、民兵代表 （刘沛槿 供图）

1990 年 9 月 1 日上午，合浦县政府在乾江革命烈士纪念碑举行悼念烈士活动，参加乾江剿匪战役民兵

刘沛槿（左）与参加悼念活动代表（右）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 (刘沛槿 供图）

2020 年 9 月 28 日，合浦县人民政府重修乾江革命烈士纪念碑。雄伟、庄严的纪念碑碑身

上刻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座正面刻乾江“革命烈士纪念碑”鲜红大字和乾江

剿匪战役中牺牲的 7位烈士英名，他们与周围的松柏、与永远缅怀他们的人民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