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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5年的 8—9月间，抗日战争刚取得胜
利，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就一边抢夺胜利果实，
一边调转枪口对付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武装。这期间，仅闽中地区惨遭杀害的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就多达200余人，闽中特委的5名
主要成员中有 3人被捕或被杀。面对严峻形
势，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化
整为零、分散隐蔽，以便保存实力、继续斗争。

同年冬，闽浙赣边区党委在永泰召开省委
扩大会议，布置了筹粮、筹款、筹武装的任务，做
好反“围剿”准备。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侯如
海回晋江传达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根据省委关于

“实行经济动员，加强党内外募捐运动，同时调查
大的经济目标，出其不意进行筹款，完成经济计
划”的决策开展一次经济斗争。经过几个月的调
查，并进行多次研究后，确定了斗争对象。

国民党晋江县参议员施胜利在衙口街开设
大生信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趁中外交通
中断之机，扣压华侨的汇款;乘国难之机，抢购
花生、小麦,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大发横财；还
在衙口一带纠集一伙流氓打手，谓之“进攻队”，
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民愤极大。

1946年 4月底，内线施立民（地下党员）提
供确切的情报：5月 1日，施胜利将派施某前往
泉州银行领取存款。侯如海决定采取行动。

5月 1日早饭后，9名武工队员一同来到预
定的钞坑小学设伏。

下午2时许，施某挑着两个布袋，从泉州往
石狮霞泽方向走来。当他走近后溪村与林蒲内
交界时，刘廷都、陈相镖等武工队员迅速从路旁
的树丛中跃出，一下子就把施某扑倒在地。施
某三下五除二就被堵住了嘴，并被麻绳捆住了
双手双脚，搁在路边垄沟里。两名武工队员各
背一袋钱迅速离开。

武工队的人员刚走出半里地，施某左翻右
滚地就把绳子扯松了。他爬起来朝着武工队撤
退的方向，边追边大声呼喊：“土匪抢劫啦！土
匪抢批银啦！”

此时正是午后，附近的村民不明真相，听到
有人喊土匪抢劫，就朝着喊声追赶了过来。后
来，连霞坡乡公所的乡警和石狮警察所的警察，
也闻讯全副武装赶来参加追捕。

由于武工队一行有 9人，大白天的在旷野
上行动，目标很大难以隐蔽。陈相镖负责后卫，
不断对空鸣枪，掩护队伍撤退，所以很难快速脱
离面临的困境与险情。

当跑到烧灰埔时，陈佑时支持不住晕倒在
地，被追上来的村民一阵恶打后，奄奄一息地
躺在路旁，后因伤势过重牺牲。后来，警察还
是不放过，取下他的头颅，挂在泉州钟楼的墙
上“示众”。

就在陈佑时惨遭毒打后不久，林拱震也不
幸中弹牺牲。接着是王琼被警察围捕缉拿。余
下6个人最后撤至英林大觉山。

乡警和警察也很快赶到了，将大觉山包围
起来。警察分路由山下向山上搜捕。陈相镖为
了引开警察，掩护其他队员，把子弹打光了，最
后被敌人子弹击中颈部，当场牺牲。

傍晚时，刘廷都、刘长来、李秋水相继被
捕。只有许远目和刘丕鸿两人躲过搜捕，在入
夜后成功逃离。

刘廷都等人被捕后，被告密者指认出来，暴
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在国民党特派员罗尔詹亲
自审讯和严刑拷打并无所收获后，3人于6月18
日被活埋于泉州的东岳山。王琼后被家属重金
保释出狱。

这次经济斗争，由于侯如海对在大白天实
施斗争可能发生突然事件估计不足，处置欠
妥，导致中心县委 6位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骨干
牺牲。

6月，中共闽中特委在长乐玉田开会，对侯
如海的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给予侯如海开除党
籍的处分，并报省委（未批）；特委任命许集美为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

二

1947年 2月，中共闽南特委在闽侯县尚干
乡召开会议，决定改中共闽南特委为中共闽中
地委，布置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组织群众开展求
生存斗争、筹粮筹枪、建立地方游击队等任务。
会议还决定由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攻打安海
镇，建立武装游击队，开辟“安南永”山区根据
地。当时地委还估计到攻打安海后，大批的敌
人会扑向安海地区，斗争将是残酷的，要求泉州
党组织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工
作，决定召集各地武装干部，并组织内坑、安海农
民武装队伍共300多人，于5月11日晚上攻打安
海。当夜，中心县委领导许集美、郑种植、朱义斌
亲自领导指挥，队伍分为四队，分别攻打安海镇
公所、警察局、银行、邮电局。攻打安海的枪声打
响了，各路队伍分别向各自目标发起猛烈进攻，
口号声响彻安海镇。战斗至次日凌晨2时，总指
挥部吹响撤退号令，参战各部安全撤出安海。这
次战斗行动是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武装斗争的重
要的转折点，它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也让国民
党福建省第四行政公署惊恐万分。

攻打安海后，为牵制敌人兵力和转移目标，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按原计划组织一支 30多人
游击队，转移到“安南永”山区开展游击战争。6
月下旬，许集美接闽中地委的指示，带领游击队
转移到南安的八都，与先期转移到这里的闽中
游击队会合，并准备向戴云山挺进。

7月初，这支队伍到达南安山门时，遭到从
福清尾追过来的国民党保安团一个中队和南
安、安溪自卫队共计1000多人的包围。游击队
利用地形展开阻击，但由于人和枪都处于劣势，
难以组织有效抵抗。在遭受巨大损失后，不得
不向山区撤退。

游击队撤到德化县界后，与尾追的敌人展
开多次激战，最后又不得不采取小股兵力分散
突围的办法撤退。

南方的革命斗争形势很残酷，北方的大战
也时刻不停。东北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的奋
战，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入全面退守。
这时，南方的国民党当局为加紧扩充军队、补充
军费，企图以南方支援北方，挽回日益临近的败
局。为此在国统区内加强征税、征粮和征兵，甚
至入村直接抓壮丁、抢粮食。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恶劣行径，泉州中心县
委把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反“三征”，作为一项重
要任务。中心县委留守工作团在中心县委委

员、晋江县工委书记郑家玄领导下，根据闽中地
委指示精神，由郑家玄起草印发《晋南惠同安壮
丁大同盟宣言》，大力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
（征兵、征粮、征税）斗争。

1947年8月21日，沿海区委游击队在反革
命分子张宜发回家的路上，将其拦截并击毙。
对已向军统特务王介自首，又提供地下联络站
和党员名单的原闽中游击队员、叛徒吕俊追，也
迅速采取断然行动，消除后患。

同年11月2日，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委员、晋
江县工委书记郑家玄在南安金淘温厚小学岭后
分校开展革命活动时被叛徒告密而被捕。同
日，泉州中心县委委员、南安县工委领导之一黄
竹禄也在南安福川缺塘村被捕。第二年的7月
12日，郑家玄、黄竹禄在莆田狱中被秘密杀害。

下旬，闽中地委书记黄国璋和几位成员由
惠安转到晋江，选择在英林的埔顶寮村落脚。
埔顶寮村是个偏僻隐蔽的小村，人口少，成分单
纯，是党员洪肇服的老家，本来就是一个秘密的
交通站。

同年11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晋江英林
埔顶寮召开干部扩大会议。黄国璋、祝增华、刘
润世等闽中地委领导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学习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的《修改党章报告》、“八
二八”指示和部署开展组织整顿。通过这次会
议，进一步领会了上级指示精神，深刻总结一个
时期以来泉州地区革命斗争的经验及教训。会
议还重新调整和明确了泉州中心县委、晋江工
委和城市工委、沿海区委的领导及组成人员，对
下一步工作重点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

在埔顶寮会议上，党组织决定镇压反革命
骨干分子吕觉剑和“科任事件”告密者、科任村
保长陈青山，给国民党反动派予沉重打击，为
革命烈士报仇。

1948年 2月 10日，正是大年初一。晚上，
吕觉剑家里热闹非凡。陈青山及反动分子吕良
堆也到“宫仔口”喝酒、赌博。游击队共 40余
人，一路由许集美和林萱带队，化装成警察局便
衣队，直奔开设赌场的“宫仔口”，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把陈青山和吕良堆逮了起来。另一路
由祝增华和林勤读带领，埋伏在吕觉剑家附近
待命。当2名预先混进“冬防队”里的党员悄悄
打开大门时，20多名游击队员蜂拥上楼，端着
枪高喊：“不许动，举起手来。”吕觉剑和其他“冬
防队”队员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束手就擒了。

游击队把吕觉剑押下楼，并在离他家不远
处一块空地上将其枪决。两路游击队会合后，
将陈青山和吕良堆押出科任村外，当场宣布他
们的罪行，并执行枪决。这次镇压行动，有力地
震慑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反革命骨干，扩大了
武装斗争的政治影响。

三

1949年 5月 1日，这天正好是农历的四月
初四，是塔头（刘）村供奉的“皇后妈”的诞辰纪
念日。按往常习俗，村里要举行拜祭活动，放爆
竹、演大戏，各家各户还要摆上几桌宴请亲朋好
友，邻村的人也会过来一起热闹。

塔头党支部书记刘维长与晋江游击大队长
刘基固、副队长刘丕鸿研究决定：利用酬神演戏
群众聚集的机会，向群众开展反“三征”和进行
武装斗争宣传。为了防备国民党军警突然来

“清乡”，支部研究决定，临时组建一支由党员和
群众组成的武装，负责站岗放哨和夜间巡逻，维
护村里的安全。

果然不出所料。5月1日半夜，晋江县自卫
队第一中队 100多人，在中队长朱文良的带领
下，从安海镇出发，直奔塔头村。

当朱文良带领的人马临近塔头村时，发现
村里有不少人刚看完戏，又接着喝酒聊天，而且
灯光四处明亮。心性多疑的朱文良，怕村里有

诈，不敢贸然指挥自卫队进村。100多人的自
卫队只好先隐蔽占领村北的印山制高点，并架
起机枪警戒。

由于人多闹出一些动静，隐藏山上的自卫队
还是被群众发现了。有群众连声高喊：“自卫队到
山上喽！”情急之下，自卫队的机枪手扣动扳机，向
村里的群众射击，枪声震惊了全村。面对突如其
来的情况，刘基固与几个支部委员立即指挥塔头
（刘）村临时组建的50人武装，坚守在村口。

运伙区委紧急研究后，决定发动全区群众，
武装起来，支援塔头，开展“反清乡”斗争。于
是，分头通知东石、英林片各支部及其所联系的
村，公开组织群众到指定的地点集合；同时通告
港塔、下柯坑、伍堡等支部密切监视金井驻军的
动向，准备截击敌援军。

上午10点左右，各乡村的群众从四面八方
奔向塔头，他们中有的携带手提机枪、汤姆逊、
卡宾枪、大曲七等武器，但多数人手持土枪、锄
头、长矛、鱼叉、斧头、扁担等各种器械，斗志昂
扬，浩浩荡荡，前往塔头参加反“清乡”斗争。敌
军见状据守印山，并对我方阵地射击，形成对峙
局面。

为了快速有效地打击这支自卫队，刘基固、
刘廷竹和刘丕鸿三人一块商量后，决定组织武
装人员进行强攻。

午后，100多人的突击队员全部到位。刘
廷竹和施纯蚶带领一队人员，从东边对印山上
的自卫队发起冲击。由刘基固和刘丕鸿带领另
一队人员，从北边发起冲击。

由于印山上的自卫队有100多人，又临时挖
了防御工事，兵力火力都比较强。突击队几次冲
锋，总是被自卫队的火力压制下来。战斗中，刘
廷竹被子弹击中大腿负伤。突击队员姚嘉排在
冲锋中胸部中弹，当场牺牲。姚嘉排的遗体还被
自卫队抢走，头颅被砍下来挂在树上。

自卫队的罪恶行径更加激起民众的愤怒，
从各村陆续赶来的群众，人数多达上万人，硬是
把印山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

黄昏时，被围困在印山上的自卫队突然抢
占塔头（孙）村孙天化的楼房，并依托该楼房固
守顽抗。突击队很快收拢人员，又把孙天化的
楼房包围了起来。自卫队几番想突围逃脱，都
被突击队打了回去，只好龟缩在楼房里。

眼看强攻不行，刘基固等人商议，决定采取
政治攻势，力劝自卫队缴械投降。但狡猾的朱
文良，故意提出几条很苛刻的条件拖延时间，目
的是等待救兵到来。这时有人建议用火攻，逼
自卫队缴枪投降，但考虑到会烧掉整栋楼房，没
有实施。

其实，就在突击队抢占孙天化楼房时，朱文
良就已派人化装成泥水匠混入人群中，然后逃
出现场，快速前往安海搬援兵。接到朱文良求
救后，晋江县刑警队队长黄则伙，立即带领 40
余名刑警，乔装打扮成游击队队员，赶赴塔头村
救援。当晚9点30分左右到达塔头村村口。

这时，在村口放哨的是黄深侠和黄念发父
子二人。黄则伙向这对父子诡称：我们是西路
游击队的，接到通知后，连夜赶过来接受自卫队
投降。在骗得口令后，立即把黄深侠父子用刀
捅死。刑警直达孙天化楼房外时，以吹哨和拉
机栓为暗号，要求自卫队举起枪出来向“游击
队”投降。自卫队员们果然双手举枪，列队走出
楼房。他们在向村外逃走时，开枪打死在村口
石桥站岗的刘维岑，打伤刘长江。

枪声惊动了刚要散去和回家的群众，村子
里一时又躁动起来。当刘基固等人赶到孙天化
的楼房时，才明白其中有诈，知道是上当受骗
了。可为时已晚，假游击队和自卫队，已经撤出
塔头村外了。

塔头反“清乡”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一次较
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充分显示了广大人民
群众为求生存、求解放，敢于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
的反动统治。虽然斗争中有牺牲，但群众情绪仍

然很高，我们党的工作更加活跃，形势发展更快。

四

塔头反“清乡”，虽然革命力量损失比较大，
但在其他地方的配合行动上却取得了不小的

“战绩”。 5月 2日上午，运伙区科任支部组织
武装骨干20多人袭击驻科任敌军，打死敌官兵
13人，缴获驳壳枪一支、手榴弹 2箱、子弹 1000
多发，有力地支援了塔头反“清乡”斗争。

自塔头万人反“清乡”和科任突袭成功后，
各镇的反动军警开始恐慌起来。金井镇刑警队
长郭角和国民党区长郭志本主动向钞岱支部自
首，交出长短枪 5支。镇公所只剩 10余名镇警
驻守，已成惊弓之鸟。但是，镇长陈荣宗十分顽
固，坚持反动立场，并依仗地方反动势力，抓丁
逼捐、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群众对他是恨之入
骨。

5月 7日，运伙区委作出攻打金井镇公所
的战斗部署：由林萱和刘丕鸿指挥的 20名区
游击队员和 10名武装骨干主攻镇公所。金井
镇周边各支部组织部分武装群众配合行动，主
要是阻击可能从深沪和石狮方向前来增援的
军警。同时，塘东支部组织 30名党员和群众，
由南面配合攻打金井镇公所，防止镇警向南撤
逃。

5月8日凌晨，游击队分两路全部进入各自
的阵地待命。这时，在金井镇的南面却突然响
起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也惊醒了沉睡中的
镇警。原因是塘东支部派出的党员和群众武
装，由于黑夜紧张，造成枪支走火。

眼见镇公所内亮起了灯火，生怕镇警加强
防备，林萱果断下令攻击。率先开枪射击的是
机枪手张武平，只见他扣动扳机，一颗颗子弹射
向镇公所的大楼，弹头拖曳出一道道光亮。

镇公所内的镇警和办事员被这突如其来的
猛烈枪声吓住了，纷纷从被窝里钻出来，提着未
穿好的衣服裤子快步跑下楼来，并打开后门想
从这里逃命。哪知道游击队早就在门外等候
了，在一片“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喊声中，敌
人一个个束手就擒。

镇公所攻下后，游击队迅速集中兵力，将陈
荣宗的住所包围了起来。林萱借用一家杂货店
的电话机，打电话给陈荣宗，劝他出来投降。顽
固的陈荣宗回应说：“我压根儿不知道有投降这
两个字。要我投降，这得问问我手下这帮人和
我手中的机关枪。”见劝降无效、政治攻势不灵，
林萱下命令强攻。

早已准备好的机枪手，瞄准陈荣宗住所的门
和窗，“突、突、突”就是一阵子射击，将门窗打得稀
巴烂。为了观察射击效果，林萱和另一名队员登
上邻近楼房的楼顶，发现陈荣宗的住所，是前厅后
屋，这时陈荣宗肯定躲在后屋里。于是，队员就向
后楼屋顶上扔出一颗手雷，将屋顶炸开了一个大
洞。紧接着又顺着这个大洞，扔下另一颗手雷。

许久，屋内变得一片死寂。游击队员随后
进入楼房内查看，发现陈荣宗和他的弟弟陈荣
南均被炸死，俩人血肉模糊、满身黑灰，落了个
不齿的下场。

在成功攻克金井镇公所后，坑边支部书记
陈培悌等人到坑西村，向区委书记陈煖漂汇报
工作，提出攻打深沪镇之事。经研究，区委很快
对攻打深沪镇公所作出部署，确定以科任、坑
边、吕宅、埔宅 4个支部为基础，再从坑西、柳
山、石圳等村中挑选一批骨干，组织一支不少于
50人的突击队，由区委委员陈煖贺、陈煖福负
责指挥与协调。

5月23日拂晓，各战斗小组乔装打扮、藏匿
武器，分散进入深沪镇区，并按预定的路线进入
隐蔽的位置埋伏。天亮后，第一组的杨康熙装
着像闲人无事一样，在镇公所大门前散步，来回
观察里面的情况。这时，刚好有一个镇警手上

端着一盘菜从厨房里出来。杨康熙一个箭步冲
了上去，一手紧扼这名镇警的喉咙，一手用短枪
顶住他的脑袋，将他控制起来，并威胁道：“不许
动，敢动就一枪打死。”埋伏在外面的陈培悌、杨
煖福、杨思义等人蜂拥而上，快速冲向二楼。

此时，镇警们正围在一张桌子上吃早饭，被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懵了，还没弄明白怎么回
事，就当了俘虏。

第二组在行动时，由于反动保长蔡文生已
事先潜逃，结果只抓到吴振国和蔡文生的小舅
子。两人被押回科任，经教育后释放了。

第三组在外围，意外地抓到了两个来深沪
打探情况的便衣特务，经审查核实后，交由土地
寮的同志就地枪决。

我党武装在金井镇和深沪镇接连的胜利，
推动了其他乡镇的武装斗争。6月，东石游击
队出动 10余人，逮捕了国民党参议员蔡尤钻，
缴枪 8支。镇长李毅获悉后弃镇潜逃，镇公所
不攻自破，从此垮台。同时，埔顶寮党支部派人
通过关系做英林乡乡长及乡公所内部人员的工
作，使之自动携带武器投降，乡公所也随即解
体。至此，晋江沿海地区的国民党乡镇政权基
本被摧毁或解散。

五

很显然，晋江沿海地区的胜利还只是局部
的，顽固的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的，黎明前的战
斗还将持续发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1949
年 7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军
福建，很快解放了闽北的广大地区。在福建的
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大批向沿海特别是闽南
地区撤逃。为了保证福厦公路的畅通，新上任
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下令三二五师
和省保安团、交通警察、武装特务，以及各县的
自卫队，加紧对沿福厦公路两侧的闽中各游击
区，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进攻和围剿。

根据朱绍良的命令，国民党第三二五师九
七三团团长黄升辉，率领该团的大部分官兵，在
晋江县自卫大队、刑警队及便衣特务的配合下，
于7月9日出动1000多人的兵力，从石狮、安海
两个方向，向晋江东南沿海的五一、李刚和运伙
3个游击区进行围剿搜捕。

10日上午，从石狮出发的一路敌军，沿石
狮至东石的公路南下，直奔县工委机关所在地
杏坑村。发现敌情后，县工委领导和机关立即
转移到李刚区的英林村。结果，敌军扑了一个
空。敌军占据龙园村，并驻扎下来。

从安海镇出发的一路敌军，开进到李刚区
的塔头村附近。驻塔头村的游击队50多人，在
晋江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刘丕鸿的带领下，隐蔽
在洋宅埔的树林里。当查明敌军向大觉山方向
运动时，游击队立即出发，在虎头山敌军必经的
路上组织阻击。

这时，李刚区组织委员刘维长和乡工委领
导刘丕端、刘春游也带领群众武装 200多人前
来配合。敌军遭到游击队的阻击，并发现武装
人员越来越多后，边打边撤至大觉山，抢占山头
与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峙。入夜后，运伙区委
书记陈煖漂和南乡乡工委领导郭天福等带领一
支 40多人的武装队伍，从金井赶过来，在大觉
山附近的岩山投入战斗。

晚上 8点 30分左右，刘丕鸿组织队员以轻
重机枪和冲锋枪，集中火力向敌阵地猛烈射击，
同时上百名群众武装配合喊话。一时间，枪声
连同喊声震天动地，山上的敌军不敢露头，更不
敢行动。直到第二天天放亮后，他们才从大觉
山山后撤回龙园村，与在龙园村的同伙会合。

11日中午，敌军依仗人多枪好，再一次向
附近的群众武装扑来。敌人很快在鹦哥山上架
设机枪，先是集中火力向游击队的指挥所猛烈
扫射，接着分两路向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猛扑过
来，战斗十分激烈。群众武装抵挡一阵后，由于
枪和子弹少，只好后撤到英林村和西塔村一带
布防。游击队的几名指挥员和警卫班被敌人三
面包围，但他们凭着地形熟、行动快，成功地突
围脱险，最后撤回到李刚区委所在地埔顶寮。
在这一次战斗中，警卫班副班长洪肇记（又名洪
矮）和战士洪肇希为了掩护战友，把子弹打光
了，最后壮烈牺牲。

12日黎明，敌大队人马继续向英林村和西
塔村进发，群众武装由于力量悬殊，边打边撤。
敌军进入西塔村后，连烧 4幢房屋，并抢劫财
物，直到当天傍晚时，才撤回到龙园村驻地。

晚上，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亲自到李
刚区的龙水寮村，向晋江县工委的同志和游击
大队的官兵，讲明这次敌军的行动目的是要抢
占沿海滩头阵地，保障更多的国民党军撤往金
门和台湾。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要发
扬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同敌人
血战到底，用战斗的胜利迎接解放军，迎接全国
胜利。

第二天，敌军一个营的兵力，在营长林锡古
的带领下，从龙园村出发，沿泉州至围头的公
路，向金井镇推进。附近的群众武装在郭席排
的指挥下，利用山头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双方
战斗非常激烈，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最后由
于弹药不足，群众武装只好分两路撤到塔山和
狗山，敌人乘机占领金井、新市和曾坑村。

在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游击队和群众武
装，灵活运用战术，以主要道路为主线，伏击、
拦截、袭扰、破坏敌军的行动，通过小规模又频
繁的战斗，让敌人不得安宁。敌军在金井驻扎
一个月后，于 8月 15日撤回到石狮和泉州。

六

1949年 8月 29日，泉州团队指挥员兼政
委许集美、副政委郑种植带领一支迎接解放军
小分队，从晋江内坑出发，30 日赶到仙游枫
亭，见到盼望已久的解放军。8月 31日凌晨，
在南安岭兜待命的泉州团队独立大队接到命
令后，立即直捣泉州城，当日下午，城区接管工
作全部完成。下午 5时，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
进入泉州城与游击队会师，泉州城宣布解放。
接着，游击队又配合人民解放军于 9月 1日先
后解放安海和东石；2日解放石狮；3日上午解
放永宁，下午解放金井；4日解放深沪，至此晋
江县全境解放。此间，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
分别进入沿海各个乡镇，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
群众的热烈欢迎。广大群众纷纷涌上街头，彩
旗飞舞、锣鼓喧天，人们载歌载舞，热烈庆祝家
乡的解放！

（本文经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审定）

血色黎明
——晋南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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