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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安恩溥旅又从右侧加入战斗，鲁

道源旅也随时可能投入战斗。鉴于此，

军团领导根据敌情判断，认为敌军在普

渡河的防线已很巩固，再执行原渡江的

计划有可能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于是

军团首长决定撤回河东。

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红十团、

十二团迅速撤回河东，当红军各团都

已撤到汉排山时，从款庄马街赶来增

援的部队与响石一带的敌军向汉排山

仰攻，这时从昆明飞来的7架敌机，围

绕老干山、汉排山侦察、投弹，撤上

山的红军利用密林和有利地形作掩

护，边打边撤退，除殿后的部队略有

伤亡外，其余大部分都安全转移。

同日，红军二、六军团总指挥部

把抢渡普渡河，占领铁索桥的任务交

给了红二军团四师。红四师由寻甸县

柯渡出发，直抵普渡河铁索桥以东，

与先其一步到达桥西的龙云直属部队

展开激烈战斗。在普渡河铁索桥争夺

战斗中，红军共牺牲 70余人，包括红

四师政治部主任肖令彬同志。

经过小松园、普渡河战斗，粉碎

了敌人企图将红军二、六军团消灭于

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的图谋。战斗

中，许多穷苦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给

红军送水送饭，红军撤走后，当地农

民收埋了红军烈士的遗体。

六甲之战

9日早晨，敌军七旅奉令从嵩明出

发，抄小路翻越梁王山向六甲方向尾

追红军，他们沿途打听，得知红军已

在富民方向，便大摇大摆放心赶路。

六甲，位于寻甸县城以西 50多公

里，嵩明县城以北 40多公里处。左右

为高山、中间是峡谷，树木繁茂，是

红军先锋部队通向可郎的必经之地，

战略意义重要。上午约9时，当红军从

可郎返回约 10公里，刚到达峡谷的延

伸地带石腊它丫口时，即与滇军肖本

源团先头部队遭遇。红军立即抢占了

制高点，控制隘口，并开始迂回包抄

敌人，但这时敌后卫部队马继武团也

顺着岱家山一带赶到增援。为了掌握

战斗主动权，红十八团主力立即从独

田丫口冲上碾子山、魏家山一带抢占

了有利地形，后卫红十七团也从百子

村、研臼村背后冲上青龙山，分别抢

占了小转山高地，在贾白山丁家坪子

一带布好第二道防线，并立即投入战

斗。上午 10时许，战斗全面展开，敌

军凭借优势火力，一次次向红军发起

猛攻，企图截断红十八团退路。红十

八团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于中午

12时许，主动撤离魏家山一带，退守

贾白山一带的第二道防线，与红十七

团汇合，这时敌人联合向红军发起总

攻。激战至下午，红五师十四团增

援，并从敌左侧翼发起猛攻，击退了

敌人的进攻。傍晚，红军最后一次打

退敌人的冲锋，光荣地完成了掩护主

力的任务，趁着夜色撤离战场，转移

到可郎、柯渡一带宿营。

在六甲激战中，敌军把法国制造

的燃烧弹等先进武器都用上了，但红

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沉着应战，始终

占据着有利地势。通过反复冲杀，打

退了敌人 11次冲锋，敌人被打得焦头

烂额，伤亡700余人。红军干部战士伤

亡 200余人，红六师师长郭鹏也负了

伤。六甲阻击战，红军予敌军孙渡纵

队以重创，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

行动。

10日，红军二、六军团主力由普

渡河一线直逼昆明附近，红六军团迅

速南下，急行军从嵩明羊街西行，经

昆明远郊的厂口乡进入富民县散旦

村、平地村一带，准备通过普渡河。

红二军团南下占领嵩明县阿子营村，

向当地贫苦农民发放敌粮库积谷约3万
公斤，枪毙顽敌 5人。为了迷惑敌人，

红二军团派小部队到距昆明市区 10多
公里的北郊活动。（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1936年的农历闰 3月，红二、六

军团长征经过鹤庆时，给贫苦人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记述的是其中

一个小小的故事。

最后一批红军从鹤庆经过前往丽

江，路过罗伟邑村时，一个中年妇女

站在路旁，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目

送红军北上抗日，她就是罗伟邑村的

王玉英。当时，红军战士一个接一个迈

着矫健的步伐从她面前走过。忽然，一

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双脚，把王玉

英看得有点不好意思。原来王玉英脚上

穿着一双用布条和山草编成的草鞋，这

双草鞋又结实、又好看。

这时，红军战士开了口：“大嫂，

我想换你这双草鞋，行吗？”

王玉英打量了一下这位红军战

士，20来岁，高高的个子、红黑的脸

膛，浓浓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双明亮的

眼睛。这样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却穿

着一双破帮烂底的鞋子。

“草鞋是我自己编的，如不嫌弃就

送给你吧！”王玉英微笑着回答，并把

草鞋脱下递给了这位红军战士。

红军战士接过草鞋后说：“我们是人

民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不能

白要大嫂的草鞋。”说着他从挎包里拿出

一双新布鞋说：“就拿这双布鞋换吧！”

王玉英心想：“红军扛枪打仗，都

是为了我们穷苦人，我哪能收下他的

新布鞋呢？”就急忙对红军战士说：

“你们还要走很远的路，布鞋留下可以

换换脚。”

没等王大嫂把话说完，红军战士

已经把布鞋塞到了她手中，说了声

“再见”后就追赶部队去了。

回家后，王玉英把这件事告诉了

乡亲们。从此，红军“布鞋换草鞋”

的故事在罗伟邑村一带广为流传。
据鹤庆县草海镇罗伟邑村王子岗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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