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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迅速发展。无
数热血青年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号召，抱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奔
赴延安。在这种浪潮下，各色政治组织也有人员介入。国民党特务组
织借机安插人员混入其中，这些人在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时隐时
现，以各种方式暴露出来。

鉴于这一情况，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
动的决定》。决定提出，整风的任务分为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
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毛主席认为，
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并提出，鉴于历史上肃反扩
大化的沉痛教训，这次审干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而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毛主席在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报告后，认为审干是扩大化了，要求
纠正这个做法。8月 15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提
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

当时，大部分审查对象的审查工作要在本单位进行。少数一时弄
不清的人，送入专门机构审查——边区政府系统的进入“行政学院”，
中央系统的到社会部主办的“西北公学”。

当时，中央军委下属的机要机关有几十名技术干部在西北公学接
受隔离审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时任情报部和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
农考虑，这批受审查的技术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可能有那
么多人是特务或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他们都在机要工作中掌握
了一定的专业技术，如果长期审查，等待作出结论，势必荒废专业技
术。若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担负一定的技术侦察任务，则可以达
到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上级的批准，随即在中央
情报部一室下面组成通信联络科，由老同志刘志汉任科长，康斌为副
科长。通信联络科的方针是“边工作，边审查，边学习，边生产”。李克
农副部长对工作骨干栗林、楠林亲切地说：“组织上相信你们，要大胆
工作，不要有顾虑。”并分别任命他们为报务组和机要组的组长。于
是，以受审查的这批同志为主，加上其他机要单位的一些同志，在这种
特殊条件下组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

这个战斗集体住在枣园后沟。枣园是旧时代留下的一个庄园，后
面连着一条山沟。沟外山坡上就是当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住着中央领
导人。沟口的内侧和后沟，住着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保卫部）。这里
实际上是党领导的秘密工作的心脏，有着一种浓烈的团结奋斗的政治
气氛——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党和革命的利益作出奉
献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和责任，那些作出了奉献和牺牲的同志则是人
们心目中的英雄。

我们这些尚未得到最后的政治历史结论的同志，精神上有着巨大
的压力，内心也有种种矛盾、怨气和痛苦，有的遭遇初恋爱人被迫分手或
其他不幸的家庭变故。但是，我们是共产党员，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
该相信党，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组织上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们，要我们大胆工作，这就是十分珍贵的信任。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无
私地奉献。于是，我们就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革命的胜利而与敌
人战斗。李克农同志工作非常繁忙，但仍关心我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
不时听取我们单位的汇报，给予指示。科长刘志汉同志坚决贯彻上级的
方针、指示，同时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住在后沟的山腰里，用水
要从山下挑上来。在我们工作紧张时，他为了让我们休息好，有时一早
就从山下把水挑上来，供我们洗漱。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我们并无被歧
视的感觉。这个特殊的战斗集体，就这样团结战斗起来了。

一个特殊战斗集体的组建

在联络科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不仅在工作上做出了一定
的成绩，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每个人也经受了一次深
刻的党性教育和锻炼。我们不仅参加了延安的各项重要政治活动、群
众活动，包括纪念联合国成立的群众大会、修建延安机场的劳动、参观
七大会场和烈士纪念堂等，而且还经常听到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
谢觉哉和胡乔木等同志所作的形势报告。

特别是在1944年9月8日，我们全科参加了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
亲耳聆听了毛主席深情感人的讲话。在枣园沟口临时就地搭建的一
个土台子上，几根柱子之间挂着一条横幅，上书“张思德同志追悼会”，
以悼念几天前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同志。毛
主席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
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
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
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
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
所。”听了这样的讲话，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谆谆教导深深
印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终生难忘。它为我们后来担负更艰巨、更重要
的工作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后来，这批同志大多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尤其应
该提到的是，在我们的小组里，有一位原来在社会部工作的机要员董
健民同志，她朴实、苦干，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遇到困难的事情，总是抢
先去干。通信联络科撤销以后，她回到社会部，在向东北进军的过程
中，奉命从山东渡海去辽宁，途中突遭蒋军军舰拦截盘查。为了保全
机密文件，她与丈夫、孩子一起跳进了大海。她的事迹，在《永远的丰
碑》节目中被讲述出来，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些和她一起工作
过的同志们的深切怀念。我们这些还健在的老同志，也决心活到老、
革命到老，永远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离休干部；来源：《百年潮》）

的“桃子”。我们的情报又快又准，有时当面交给情报部领导同志直送毛
主席。毛主席对我们送来的情报很重视，对人名、地名及代字加注解的
做法很赞许。他对情报部的领导同志说：“现在联络科搞得很有成绩，应
该奖励他们。”于是，中央办公厅奖励我们边币50万元，枣园机关后勤部门
又给我们杀了一头肥猪。吃肉解馋，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犒赏。中央军
委、毛主席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决心首先歼灭进入长治地区的敌人，消
除心腹之患，然后移师向东，阻止平汉路敌军的北进。毛主席当面指示来
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赶乘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返回
前线，实施“张开口袋歼敌”的行动方针。关于上党战役与去重庆同蒋介石
谈判的关系，毛主席说：“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
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些。”我们目睹阎顽
军如何一步一步钻进我军正在编织的“口袋”，期待着前线胜利的佳音。这
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灭了阎军入侵的主力，俘获史泽波，击毙阎军另一
个集团军的副司令彭毓斌。上党战役的歼灭战，是我军在抗战胜利后自卫
反击中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不仅保卫、巩固了解放区，给反动派以重
大打击，而且提高了我方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的地位。

这次突击是我们联络科工作的一个高潮，也是我们联络科完成的
最后一项历史任务。此后，根据形势的发展，通信联络科的机构被撤
销，大部分同志重新回到了原单位。

终生难忘的经历和教育

我们工作所针对的首要对象是包围边区的胡宗南部队。报务组的
栗林同志原来就是电台方面的技术骨干，在他的带领下，一支无线电收
听队伍迅速组成，并很快抓住了敌人的无线电通讯信号。在研究组，大
都是新手，所以工作中面临的困难较大。但大家有种无坚不摧的钻劲和
夜以继日的干劲，终于打破了僵局，连续不断地取得了情报。

1944年夏，中央情报部指示我们在巩固对胡宗南系统侦研的基础
上，开辟对阎锡山、汪精卫和各路伪军的侦研工作。通信联络科坚决
执行这一指示，侦收人员由7人增至24人，研究组由5人增至20人，全
科由开创时期的19人发展到61人。在对日伪方面，组成了一个3人攻
坚小组，由贝波同志负责。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和艰苦努力，终于突破
了难点，取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在对汪伪方面，我们侦获了汪伪二方
面军孙良诚的保密通讯，取得了该部现有实力、驻地以及进犯我根据
地计划的情报。此外，还获得了汪精卫活动的情报。对阎锡山部的侦
察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已经能掌握阎锡山顽军的信号体制
和部队实力、动向等。

在“边工作”的同时，还要“边审查”。有关我的正确的政治历史结
论就是在这个时候作出的。吴德同志到科里宣布审查结论，他说我

“政治上清白”，是“被敌人诬告的好同志”。同时，宣布我“继续党的生
活”，而不是“恢复党的生活”。在“边工作”“边审查”的同时，我们还要

“边生产”。副科长康斌同志曾是上海老工人，地下党员，专管行政和
生产。那时，为了克服长期抗战造成的物资困难，全延安都在热火朝
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积极参加上山开荒种粮
和纺线等生产劳动。记得每个人都要制订出生产计划，纺线的任务是
每个人在半年内大约要纺出价值两石小米的棉线（那时在边区，各种
物品都按小米折算）。夏天天热，我们大都不穿鞋袜，而是穿着木板钉
上带子的简陋木屐。为了抓紧时间，人们走路都像小跑，时常看不见
人影，只听木屐敲地的噼里啪啦的响声。此外，为了改善小集体的生
活，我们还要种菜、帮厨、抬水上山浇地。我们种的西红柿又大又红。

1945年 1月，全科同志参加了中央情报部模范工作者评选活动，
在相关的大会上，我们听到了许多同志在隐蔽战线为了党的事业历尽
千辛万苦、冒着随时可能被捕和遭遇牺牲的危险奋斗不息的感人事
迹，深受教育。与此同时，我们也总结了自己的工作，选出了身边的模
范。据一些同志回忆，当时选出的甲等劳模是简丰，乙等劳模是王永
壮，甲等模范工作者是我，乙等模范工作者是李松青。此外，还有不少
同志受到科里的表彰。

我们侦察工作上的高潮，是日本投降前后对阎锡山部队的侦察和
对我军上党战役的配合。1945年8月10日下午，我们正在开会学习讨
论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电台上有消息说
日寇可能投降，人们对此将信将疑。当晚，不值班的同志已经上床睡
下，忽然传来日军要无条件投降的确切消息，我们一跃而起，顾不得穿
好衣服就跑出窑外。这时，山沟间已经锣鼓喧天、火炬通明。八年的
抗战啊！中国人民经历无数的艰辛和苦难，今天终于胜利了！我们立
即加入到山腰间火炬游行的队伍里，随着欢乐的队伍行进。最后，游
行的队伍汇聚在礼堂前一个平坝上，进行狂欢庆祝。这时，吴德同志
讲话，大概是在传达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精神：现在抗战胜利了，今后
的问题就是“争果实”“争桃子”的问题。这个斗争，也将极为激烈，极
为残酷，应该有所考虑和准备。

欢庆胜利的狂热情绪在当晚就转变成对现实工作的突击行动，以
严密监视敌人的意向和活动。我们很快发现，阎锡山刚刚在日伪军的
帮助下返回太原，随即派出重兵前往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偷袭我军后方，
抢夺“桃子”。为了监控有关敌情和及时向中央报送材料，电台的同志背
着收讯机爬到山顶上，蹲在窝棚内工作，以改善侦收条件，多抄电报。他
们一天多次上山下山，虽然劳累，但保证了充分的报源。我们研究组的
同志也顾不上吃饭睡觉，连续突击半个月。有时，吃着饭，忘记了饭碗；
刚刚躺下，又跳了起来。我们精心钻研、改进技术，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
的条件，力求全面、彻底弄清敌方的行动，及时给中央报送全面、准确的
情报。晋东南地区的长治、长子、屯留等六县，本是我军从敌伪手中夺取
并建设的根据地。阎锡山趁我军向敌伪大举反攻之际，秘密派遣其集团
军副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约13个师的部队，在日伪军的配合
和蒋军的默许下，向我根据地推进，去偷抢我们已经从日伪军手中收复

边工作，边审查，边学习，边生产

配合上党战役的工作高潮和通信联络科历史任务的完成

在延安枣园的一段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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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思德（左）在烧木炭（资料照片）

●《解放日报》上关于张思德追悼会的报道（资料照片）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枣园工作过的老同志，每当谈起这段特殊情况下的往事时，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了，仍然激情满怀、感慨万千。

● 枣园之春（资料照片）● 机要员董健民（右）和丈夫及孩子在一
起（资料照片）

●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资料照片）

● 1942年,延安妇女们在纺线（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