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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全线出

击，直指敌伪，收复失地，首攻邯郸古城。邯郸

是华北的南大门，位于晋冀鲁豫四省的交汇
点，是历史上著名的“四战之地”，中共中央当

然重视邯郸的得失。1945 年 9 月下旬，根据朱

总司令的命令和刘邓首长的指示，由晋冀鲁豫

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雷绍康、政治部
副主任刘明辉等组成冀南作战指挥部，下达了

解放邯郸的命令。冀南军区第三、第六分区和

太行军区一支队也投入了战斗。
日军占领时期，把邯郸作为侵华的一个战

略要地，常驻一个旅团司令部并把持了伪冀南
道尹公署。日军撤离邯郸后，伪匪郭化民部随

即抢占了邯郸城，国民党第一战区将郭部收编

为“晋冀鲁豫边区挺进军第三纵队”，任命其为

纵队司令。其部与原伪冀南剿共司令、邯郸商
会会长郭采芹及伪冀南道尹王冠英所指挥的

伪军合兵一处，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固守邯

郸城，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1945 年 10 月 2 日，冀南指挥部下达第一

阶段战斗攻击令，我军冀南部队约四个团在邯

郸县大队的配合下，对邯郸城郊的敌人先期发
动猛烈进攻。王宏坤亲自指挥 19 团、抗纵 1

团、四分区基干团从罗城头一线，向城南、城西

进攻，歼灭了火磨街伪警备队，扫清了在火车

站、西关的顽抗之敌，控制了火车站；同时四分
区基干团向邯山路一线冲击，占领了电信楼，

切断了城内之敌与外界的联系。三分区基干团
从柳林桥、苏曹等越过滏阳河向城东、城北进

攻，并消灭了企图破坏电厂的敌人。

10 月 3日拂晓，邯郸城外据点的二千多名
敌人全部被消灭，我军初战告捷。随即控制了

邯郸城四关，城内之敌成为“瓮中之鳖”。冀南
军区政委宋任穷亲自与城内敌人头目郭采芹

通话，劝其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
编，但遭到敌人的拒绝。同日，我军太行部队由

秦基伟司令员亲自率 10 团、30 团赶来参加解

放邯郸的战斗。至此，我各路大军兵已临城下，
随时准备歼灭城内的守敌。

10月 4日傍晚，冀南指挥部下达第二阶段
作战命令。邯郸城外地面开阔，城墙又高又厚，护
城河沟宽水深，四门石桥桥面狭窄，易守难攻。下
午5时，王宏坤司令员随即下达总攻命令，各路

攻城部队立即投入战斗。进攻南门的我冀南 19

团和四分区基干团首先炸开城墙，冲进城内与敌
人开展巷战；秦基伟率领太行军区 10团、30团

攻打西门，遭遇守门的顽匪拼命抵抗，在城墙上
与敌开展肉搏战，战斗十分激烈；三分区基干团

进攻北门和丛台上的

守敌，冒着枪林弹雨，

奋勇登城。从下午 5
时至晚上 9时，奋勇

激战4小时，最后攻

克难度较大的丛台据

点，城内斗争进入尾
声。晚9时，城内的战

斗基本结束。5日黎

明，古城上空飘起了
鲜艳的红旗，邯郸宣

告解放。
在这次解放邯郸

战役中，我军伤亡

300 余人，毙伤敌人
700 余人，俘虏敌官

兵1700余人，生擒伪
匪头子郭采芹，伪冀

南道尹、守城副司令

王冠英等，郭化民等
少数敌人逃窜。缴获

迫击炮两门，轻重机

枪 31 挺，长短枪
1700 多支，汽车 43

辆，粮食 40万斤，食
盐 100 万斤，1 万匹

布及大量药品药械等

战利品。
10 月 10 日，中

共冀南区党委决定，
以邯郸县为基础，设

置邯郸市。就在这一

天，邯郸市历史上第

一个中共邯郸市委
员会成立，陈荣任市

委书记。10 月 15

日，邯郸市人民政府
正式成立，王悦尘任

市长。第二天，邯郸
市人民政府在南关

剧院举行市长就职

典礼。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虽然接收了许多城

市，但在解放战争初期又相继落入国民党手

中。邯郸自 1945 年 10 月 4 日解放后，再没有
被国民党占领过。邯郸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城

市，2016 年 10 月 4 日是邯郸解放纪念日———

邯郸解放迄今已经 71 周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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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直隶，自然会联想到

河北。事实上，从明清设置直隶

省以来，整个华北的大部分地
区都属于直隶的管辖范围，不

仅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

北，还包括山东、河南的小部分

地区。“河北省”出现在历史舞
台上，还是到了民国 17 年（1928

年）。

在清末，直隶总督都是位
高权重、左右时局的大人物，比

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直
隶建省以来，治所几经变迁，清

顺治五年(1648 年)为直隶建省

始，大名府（今邯郸市大名县）
为直隶省的第一个省会，康熙

年间北迁至保定。以快马每小
时 30 公里的速度，从紫禁城发

出的朝廷诏书，半天就能传达

到保定，省府北迁无疑加强了
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民国时河北建省后，省会
也几经变迁，保定、天津都曾做

过河北省省会，北京也曾短暂

做为河北省省会。
今天的河北是全国曾经拥

有“省会”最多的省份，除了石

家庄、保定之外，张家口曾经是
察哈尔省省会，承德则是热河

省省会，只不过这两个省新中
国成立后被撤消，降格后的两

个“省会”及其部分辖区一起并

入了河北。京津冀在历史上本

来就是一家子。
不分你我的直隶省和顺天府

出了二环就进入了野河北冶
直隶省与顺天府，是如今

历史剧里的高频词。直隶省，顾

名思义，指的就是整个省区都
隶属于中央管辖。毕竟直隶的

最核心区就是首都的所在，周

边自然也是必须重视的地区。

在明朝时中国有俩直隶，即

北直隶和南直隶。北直隶的范
围大概就是今天京津冀三个地

方的合体，而南直隶则是今天

安徽省和江苏省的合体。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明朝那两个都
城———北京和南京分别位于两

个直隶省的核心部位，再加上安

徽又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
家———明中都凤阳之所在，所以

这些地方就全都成了大明帝国
的核心区域。到了清朝，南京不

再作为陪都，南直隶也被划分为

两个省份，并用省内安庆、徽州、
江宁（南京）、苏州四个城市的名

字分别命名为安徽省和江苏省。
北直隶设置为“省”始自于

清顺治五年 (1648 年)。设置直

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办公场
所选了三者交界地带———大名

府（今邯郸市大名县）。读过《水
浒传》的朋友都清楚，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北宋时期的“北京”大

名府。顺治十五年（1658 年）改为
直隶巡抚，专门管辖直隶一省事

务。两年后将办公地点搬迁到了

真定府（今正定县），又过了一年
再次迁回大名府。

康熙八年（1669 年）直隶巡
抚迁驻保定。直到雍正二年

（1724 年）再次设置直隶总督，

并形成定制。在直隶省内除了

已经有的一些“府”（相当于今
天的地级市）一级行政单位外，

清代在这里又设置了若干个和

“府”平级的“直隶州”。这种行
政建制介于今天的地级市和直

辖市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行
政权力。其中遵化州和易州这

两个直隶州为清东陵和清西陵

所在地。古人“事死如事生”，特

别讲究孝道。这陵寝重地，自然

是不能疏忽，所以设置直隶州
也是理所应当。顺天府衙门位

于交道口附近东公街的北京教

育学院东城分院（东城教师研

修中心）。虽然顺天府下辖五州
十九县，但是那会儿您只要出

了北京城，也就是跨出如今的

二环，直隶省就可以对您进行
管理，因为您进了河北省。二环

外虽属于顺天府地界，但直隶
总督和顺天府尹都可以管，而

二环里则是绝对的顺天府尹的

地盘，直隶总督是插不上手的。
二环里以京城中轴线为界，东

面属于大兴县，治所在今天东
城区大兴胡同。西边则属于宛

平县，治所在今天西城区平安

大街上的东官房附近。总督和
府尹互相之间不存在谁管谁的

问题，算是平级。那时候要是二
环外出了点儿事儿，还得经常

是两人坐下来一起解决。

北京天津保定铁三角
三座城市都做过河北省会

1928 年北伐战争取得了阶

段性的胜利，北伐军驱逐了占
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因

为南京成为了全国的首都，北
京改名为北平，改为“北平特别

市”。同时被改名的还有直隶，

首都都不在了，您还直什么隶

啊，于是“河北”这个名字第一
次出现在中国行政区划的名称

中。当时北平城里空闲出来的

北洋时期的国务院办公场
所———末代摄政王载沣的王府，

正好就被新成立的河北省看
中，省政府由原来的天津迁到

了这里，京津冀三地在那时实

现了彻底的“一体”。

1930 年，当时的“国府”出

台了一个新政策，省会所在的城
市必须是省辖市，于是北平就从

原来院辖市（行政院辖市，相当

于今天的直辖市）降格为省辖

市。您要是手头能有一份当年的
地图，翻开之后您真的会分不清

是在北平还是在河北。大量的冠

以“河北”的行政机构出现在了
今天的二环里。

当年年底，河北省会重新迁
回了天津，北平再一次升格为院

辖市。之后北京又分别在抗战胜

利后和解放战争末期临时做过
河北省会，但时间都不长，办公

场所也从摄政王府搬迁到了铁
狮子胡同的段执政府旧址。

百年间保定和天津曾多次

作为直隶省和河北省的省会。这
是因为同治年间的一道圣

旨———直隶总督同时兼任北洋
通商大臣。于是总督大人就开启

了“候鸟办公模式”———冬季天

津附近港口结冰返回保定办公；
待到冰面融化可以通航，则回到

天津办公。袁世凯在任期间每个

月一半时间在保定，一半时间在
天津，往返依靠火车，每次都由

保定绕行北京再到天津。
雍正元年（1723 年），在保

定设置直隶总督，除了管理直隶

省的行政事务外，还涉及到了山

东、河南诸省的军民政务。放在
现在，相当于北京军区总司令加

上河北省长再加上华北局大领

导。从管辖范围上看，那就不只
是京津冀一体化了，而是京津冀

鲁豫五省一体化了。

渊来源院北京晚报要北晚新

视觉网冤

历史上的京津冀一体化
老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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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邯郸市部
分行政区划调整。9 月 30 日，

邯郸市召开部分行政区划调
整动员大会，正式公布了邯郸

市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方案要

点是：

一、撤销肥乡县，设立邯郸
市肥乡区，以原肥乡县的行政

区域为肥乡区的行政区域，肥

乡区人民政府驻肥乡镇广安东
路 1号。

二、撤销永年县，设立邯郸

市永年区，以原永年县的行政
区域（不含南沿村镇、小西堡

乡、姚寨乡）为永年 区 的 行 政 区
域 袁 永 年 区 人 民 政 府 驻 临 洺 关

镇 洺 洲大道 25 号。
三、撤销邯郸县，将原邯郸

县的河沙镇镇、南堡乡、代召乡
划归邯郸市邯山区管辖，将原

邯郸县的尚璧镇、南吕固乡、兼

庄乡、三陵乡划归邯郸市丛台

区管辖。
四、将磁县的高臾镇、光禄

镇、辛庄营乡、花官营乡、台城

乡划归邯郸市邯山区管辖，将
磁县的林坛镇、南城乡划归邯

郸市复兴区管辖，将原永年县

的南沿村镇、小西堡乡、姚寨乡
划归邯郸市丛台区管辖。

渊据河北新闻网冤

邯郸市部分
行政区划调整

南下好干部 鸡泽酒鼻祖———胡光志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提起五粮酒

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距四川近

2000 公里的河北省鸡泽县，五粮酒
也久负盛名。鸡泽五粮酒和四川五粮

液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宜山宜水宜宾客。中国著名酒

都、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分外美
丽。去年金秋季节，我们拜访了坐落

于宜宾城区的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气势恢宏的“鹏程广场”，美丽幽雅的
“酒圣山”等匠心独运、精巧美妙的五

粮液特色景观，错落有致、整洁美观
的生产厂房，令我们震撼、赞叹。

在弥漫着沉沉花香与馥郁酒香

的厂区，我们和胡老的老同事、孩子
们一起，近距离追溯了来自鸡泽籍的

好厂长胡光志，追思他抗日救国、南
下入川、心系家乡的光辉事迹。

南下入川

胡会昌1916年 8月 9日诞生于鸡

泽县小寨镇西慕堡村，兄妹6人，他是长
子。1937年2月，胡会昌参加了革命。为

表明志在光明，胡会昌改名胡光志。

1937 年 2 月至 1949 年 4 月，胡

光志在永年县永北支队任班长、排

长，河北基干团任连长，新兵营任营
长，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淮

海战役中立功两次，受嘉奖 4次。

1945 年 11 月，胡光志所在部队

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 2 纵队，1947 年
6 月底，第 2 纵队归晋冀鲁豫野战军

建制，随刘邓大军主力参加鲁西南战

役，沿陇海路南下，向大别山进军。
1949年2月，第 2纵队改编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10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
3兵团建制。淮海战役过后，胡光志所在

的28师承担保证主力渡江作战的任务。

渡江战役后，经休整、补充，8月下
旬，第10军由安庆地区出发，经河南、湖

北、湖南，向贵州、四川挺进，解放大西
南。10月初攻占黔北重镇遵义。随后奔袭

川南，强渡长江，西渡岷江，解放川黔两

省的凤凰、自贡、内江等29座县城。

此时胡光志担任 28 师 83团政治

处民运股长，在内江县部队整编分流，胡

光志留守江安县，首要任务就是征粮剿
匪。经过六个月清剿，胡光志所在的83

团二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100人以上大

战斗49次，100人以下小战斗70多次，

毙伤匪800人，俘匪1800 多人，土匪自
新2500多人，惩办了一批匪首和骨干，

取得征粮剿匪的全面胜利。

在和地方武装长期接触中，胡光
志认识了妻子刘慈贤，当时刘慈贤是

县妇联主任，腰扎战带，手握盒子枪，
英姿飒爽。年近 40 的胡光志尚未结

婚，刘慈贤也是单身，时任江安县委

书记亲自出面保媒。1950 年，两人喜
结连理，婚后育有 5 男 2 女。

酒厂厂长

匪患渐除，胡光志职务悄然改变。

他先后任江安县武装部长、宜宾县第

8 区书记，1953 年 5 月至 1954 年 8 月

在宜宾专区工农干校学习，毕业后任
宜宾专区专卖公司经理。昔日战斗英

雄变身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家里手，

并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 年，在前期扶持、组织 8家糟
坊基础上，国家又接纳了另外几家糟

坊，成立“国营二十四酒厂”，1953 年扩

建为“中国专卖公司四川省宜宾酒厂”，

主打产品就是五粮液。1957年，宜宾专
区贸易、酒类、盐业、蔬菜4个公司合并

为宜宾地区副食品供应组，宜宾酒厂从

酒类专卖公司中独立出来，自负盈亏。
1959 年宜宾酒厂改名为四川省国营宜

宾五粮液酒厂，1964 年改名为四川省
宜宾五粮液酒厂，胡光志担任书记兼厂

长。从 1957年到1981 年，胡光志担任

厂长达 24 年之久；1981 年到 1986 年，
担任顾问———29年间他经历了酒厂由

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20年军旅生涯，胡光志形成了严谨

认真的工作风格。一进厂，他就投身到生
产研究中，向老工人学经验，全面了解生

产工艺，使酒品质量、产量稳步提高。1963

年全国评酒会上，专家们给予五粮液极高

评价，也使五粮液力压群雄，以第一名的
成绩一举夺得国家名酒金质奖章。

1958年“大跃进”时，有人提出降成

本、提产量，办法是调整原料配比。胡光
志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坚持先做实验，

成功后再调配方。上级对酒厂不执行命

令多次提出批评，批胡光志过于保守。

胡光志不为所动，坚守古方，确保了五
粮液的独特味道。同年，国家拨款，在胡

光志主持下，兴建金沙江南岸生产车
间。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粮食紧

张，上级要求酒厂停产，将原料作为口

粮调拨出去。胡光志深知口粮重要，也
知道需要连续生产，才能确保后期酒品

质量。两难之下，他决定停下新车间酿

酒，保留老厂区部分车间生产。直到

1967 年，新车间才正式投产，1976 年投
产完毕，使五粮液酒厂增加了年产 740

吨的生产能力，达到年产1141吨。

2003年 5月3日，胡光志因病逝世，

享年86岁。五粮液集团召开隆重的追悼
会，悼念这位为五粮液做出巨大贡献的

退伍老兵和功绩卓越的厂长。

引酒回乡

1973年，胡光志回到阔别多年的家

乡鸡泽县，看到家乡经济还很落后，他决

心发挥自己所长，为家乡尽绵薄之力。经
过与家乡领导沟通和实地考察，他发现，

鸡泽有酿酒基础：有小酒坊，有高品质
水，是粮食主产区。他带来廖师傅、王师

傅两名酿酒技师，帮助鸡泽县建酒厂。两

年时间，从选址、备料到建造，从制曲到
酿制、勾兑，他都亲力亲为，并让技术人

员手把手地将技术传给县酒厂的干部职

工。由于产品质量过硬，鸡泽五粮酒在
1985 年 5月河北省轻工系统产品质量

大赛中，获得“河北名酒”称号。

网信鸡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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