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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军侵占舞阳后四处烧杀劫掠的暴
行，生活在庙街乡一带上年岁的居民至今仍
记忆深刻。

“日本人坏得很，逼我们这里的人给他们
修炮楼，还经常打人。”8月 11日上午，在庙街
乡大韩庄村，76岁的村民韩殿邦提及当年日
本人修炮楼一事时说，那时他只有五六岁，但
日本人在他们村里四处抢鸡等事件，他都记
得很清楚，“日本人把抢到的鸡拴在枪上在村
里到处逛荡，把我们村里的鸡都给抢光了。”

大韩庄村村民黄遂中今年83岁，他说，当
年日军在村里修了6座炮楼，其中村子西南角
的一座炮楼有三层楼高，那时十二三岁的他
还被强行逼着去修炮楼，“战沟挖得很深。”

日军在庙街乡大韩庄村修炮楼、设据点，是
为了阻止新四军西进。该据点的存在也让当地
百姓饱受其害。新四军决定拔掉这个据点。

经过侦察，1945年 5月 14日下午5时许，
由新四军河南挺进兵团改编后的豫中济南兵
团（黄霖兵团）和效信趁领导的效支队，从嵖
岈山出发，行军百余里，次日凌晨3时到达距
大韩庄约3.5公里的赵案庄，稍事休息后，又立
即赶到据点外围的小韩庄。

抗日纵队两个连从东寨门发起攻击，迅
速歼灭守敌，70多名皇协军全部缴械投降。同
时，挺进兵团二团副连长（突击队长）万书才率
部队从南寨门进攻。双方激战一小时，大韩庄
守敌6个炮楼打下5个，打死敌人60多个，残敌
退入村子西南角的主炮楼。

新四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枪弹竖起梯子，
英勇冲锋，接连死伤4人，亦未攻下。新四军
考虑到据点大部分已被摧毁，守敌主力已被
消灭，且天已大亮，硬攻将造成更大伤亡，因
此撤出战斗，队伍撤退到张湾、刘沟村一带。

大韩庄战斗，虽有一个炮楼未被攻下，但
据点内的皇协军受到致命打击。当晚，皇协
军团长闫升堂带一部分残敌到新四军驻地张
湾村投降，营长王凤祥也感到当汉奸没好下
场，回家洗手不干了。自此，大韩庄据点不复
存在。

“仗打得很激烈，枪炮声一直不断。”黄遂
中回忆这次战斗时说。

此次战斗中，有3名新四军战士壮烈牺牲，
牺牲后安葬于大韩庄村西北一处田地里。大
韩庄村51岁的村民杨金超说，他上小学和初中
时，每逢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师生前去扫墓。

此次大韩庄战斗中，效支队作战英勇，赢
得新四军上下充分肯定。6月16日，效支队被
正式授予叶舞支队番号，被命名为新四军叶
舞支队。叶舞支队人数扩充至2000余人，实
力得到进一步提升。1945年6月中旬，叶舞支
队屡屡痛击日军，成为豫中的一支重要抗日
力量。

1945年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18日，根据指示，叶舞支队南撤，同主力部
队会合，途中参加了对驻象河关泌阳县保安团
顽军王贯斗部的歼灭战。战斗中，顽军弃城南
逃。战斗结束后，叶舞支队和叶县独立团奉命
与军分区独三旅七团九团合编，并入正规部
队。10月，根据上级指示，原叶舞支队人员撤
离豫中。

1946年６月，已调入河南军区政治部工
作的效信趁随部队转战于鄂西北地区。9月，
在保康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战斗
中，因突围失利，效信趁不幸遇难，壮烈牺牲。

效信趁牺牲后，他和他的效支队及叶舞
支队英勇抗击日寇的传奇故事，至今仍在豫
中大地上广为流传。

从效支队到叶舞支队

叶舞支队：战斗在豫中战场的最前沿
□本报记者 王春生/文 彭程/图

8年抗战史上，一个名为“绾毂中原”的战略布局举足轻重——
1944年至1945年，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的李先念，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绾毂中原”的战略决策，率部北上，

挺进河南，创建了以嵖岈山为中心的豫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三路部队胜利会师嵖岈山的重大战略部署，
为打响解放战争的第一枪——中原突围聚集了兵力，铸就了毛泽东人民战争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就在同一时期，位于豫中大地上的我市舞钢、叶县一带，活跃着一支名为叶舞支队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
的负责人效信趁和整个支队，与挺进豫中的新四军一起，联手抗击当地的日寇，其传奇故事也同样彪炳史册、青史留名。

位于舞钢市西北部的庙街乡，西邻
叶县，北连舞阳，地理位置重要。在抗日
战争期间，叶舞支队抗日力量的主要活
动区域就集中在这一带。

8月11日上午，记者一行驱车赶赴庙
街乡采访。通往庙街乡的道路两旁，遍
地是玉米，连绵成片，一眼望不到边。庙
街乡西南一带是一座座林立的山头，绵
延不断。

“这一带山多，很适合打游击战，当
年的抗日武装大多时候隐匿在山里，找

准合适机会出来攻击消灭敌人。”在庙街
乡政府，年过五旬的杨付献对记者说。

杨付献是庙街乡乡志办主任，近几
年来专门致力于叶舞支队抗战史的资料
搜集及研究。他介绍说，叶舞支队的前
身是“效支队”，是中共地下党员效信趁
（舞阳人）于1944年在庙街乡一带组建的
一支抗日武装的俗称。

1944 年 4 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
共产党员效信趁、张茨山为了抗击日军
保卫家园，在舞钢市八台镇，以“舞（阳）、

方（城）动员区游击纵队”的名义于7月
初组建了一支数百人的抗日武装，打出
的口号是：不当亡国奴，不当汉奸，抗日
自卫。

这支游击纵队设一个支队、一个直
属特务大队。效信趁任支队长，支队下
设3个大队、一个警卫连；特务大队下设
5个中队。1945年4月中旬，效信趁率领
的游击纵队被正式命名为“效支队”。5
月公开番号，效信趁任支队长，支队有
800余人。

效信趁和他的“效支队”

1944年 5月 10日，日军侵入舞阳县
城后，各据点和驻县城的日军不断外出
骚扰、抢劫、烧杀。抗日游击纵队为了保
护群众，坚守在庙街乡西南八台山区前
沿地带，经常袭击敌人。

为了切断舞阳日军与叶县日军的电
话联系，效信趁带领支队夜晚出动，一次
割断从舞阳卸店到叶县胡张村4公里的
电话线80多公斤，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
气焰。

从6月至8月，这支抗日游击纵队直
接与舞阳县城、朱兰店、上澧、卸店、叶县
辛店、常派庄的日伪据点对峙，担负着在
前线抗击日军的任务。9月初，共产党员
李振华按照新四军五师游击兵团司令员
黄霖的指示，参加了游击纵队，担任第一

大队副大队长。这支打着国民党旗号的
部队，实质上成了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武装。同年11月中旬，黄霖游击
兵团进入遂平县山区。

11月初的一天，盘踞在舞阳县城的
日军出动100多人于拂晓前进入庙街前
沿阵地，妄图荡平抗日游击纵队根据
地。纵队根据获得的情报，命一大队埋
伏于庙街一带担任阻击任务，二大队迂
回到老刘庄、营街包抄截击敌人。经过
激烈战斗，打死日军9人，其中尉级军官
1人，余敌溃逃。11月下旬，驻扎在朱兰
店据点的日军出动十多人，带一门小炮，
袭击游击队活动区营街一带。效信趁支
队得到情报后，命二大队伏击，一大队配
合，不到一刻钟，就歼灭了这股日军。

效信趁率领的游击纵队屡屡重创日
军，令日军闻风丧胆。

1945年 1月 11日，日军从舞阳县城、
朱兰店和叶县常派庄、辛店等据点调集
500多人，向游击纵队驻地展开疯狂的
反扑，抗日游击纵队陷入腹背受敌的险
境。

面对险境，效信趁率支队主力一、三
大队打头阵，其他部队紧跟，翻山向方城
杨楼方向突围。午夜时分，效信趁率一、
三大队经鬼门关、大林坡翻山突围出去。

战斗结束后，游击纵队只剩下效信
趁率领的一、三大队400余人。为了坚
持抗日武装斗争，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
况下，效信趁毅然率队回到老翟山，并派
人向新四军汇报情况，等候指示。

抗击日寇 威震敌胆

1945年初，新四军黄霖游击兵团正
在遂平、西平、舞阳、叶县、泌阳一带，寻
找战机打击日伪军。黄霖得知，舞阳县
刘馨吾率县政府、县国民兵团、县保安团
等军政残余势力驻扎在李楼村，经常祸
害百姓，并收买国民党特种部队别动军
一个小队为其保驾。黄霖决定消灭这支
顽军。后效信趁派出情报人员去李楼一
带，侦察顽军的兵力部署。

黄霖听取汇报后，带领5个连于2月
24日拂晓对这股顽军实施突袭。战斗打
响后不到半个小时，县国民兵团就被消

灭了，县保安团听到枪声不战而逃。国
民党县政府和别动军在驻泌阳象河关别
动军的救援下南逃泌阳。县长刘馨吾逃
向方城小史店。

李楼战斗后，游击纵队转移到瓦房
沟、徒沟、蛮子营、老金山一带山区活
动。在此期间，驻泌阳象河关的国民党
别动军曾派两个组侦察效信趁支队的情
况，妄图扑灭这支抗日武装。舞阳县城、
朱兰店、上澧、叶县辛店的日伪军也曾三
路合围效信趁支队。

在顽军、日军、伪军三面围剿的情况

下，效信趁为保存实力，把部队拉到八台
附近的赵案庄。4月3日夜，效信趁率部
从八台附近的山头梁出发，避开日伪军，
途经后鲁、晃张、滚河孙、曹集等地，于4
月5日到达黄霖游击兵团驻地嵖岈山一
带的李香楼。

1945年 4月中旬，效信趁率领的游
击纵队被正式命名为“效支队”，受叶、
舞、方指挥部领导。5月公开番号，效信
趁任支队长，支队有 800 余人，进行了
一个月的整训后，面貌一新，战斗力大
大增强。

困境中的坚持

83 岁的黄遂中向人们讲述当年叶舞支
队攻打日军炮楼的战斗经过。

大韩庄村西北一处田地里，曾长眠着当年在攻打大韩庄日军炮楼战
斗中牺牲的3名新四军战士。今年清明节，烈士的遗骨被移葬到舞钢市虎
头山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