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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潍坊市档案局联合主办

军调部高密小组始末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交通管理第二十一

小组(即高密小组)，由中共代表武可久，国民

党代表黄靖，美国代表狄克琛三人组成，于

1946 年 2 月 26 日来胶东。军调部第二十一小

组来到高密后，广大人民群众悲喜交加，纷纷
向我方代表哭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要求

及早解除内战的威胁。

伪造请愿 破坏谈判

1946 年 3 月 15 日，高密小组举行第三次

会议，讨论尽快停战方面的有关事宜。会议开

始不久，即有所谓平、胶、高、诸四县流亡教

员、学生、难民等团体前往会场“请愿”，要求

“还乡”(实际是想让解放军让地盘，特别是让

出铁路段和火车站)，并高呼“反对破坏交通”

等挑拨性口号。

不一会儿又有“代表”30 余人，冲进小

组会议室，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请愿

书”，百般污蔑我解放区，矛头直指我方代

表武可久上校。武代表从大局出发，忍辱负

重向一些参与起哄闹事的被蒙骗的群众进

行了耐心解释，并且义正辞严地揭穿了国

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最后这帮捣乱分子见无机可乘，只得

散去。据资料记载，当时二十一小组决定 3

月 15 日开会，除三方代表及翻译外，对任

何人均保守秘密。很明显，这帮捣乱分子所

以能够纠集在一起闹事，国民党方面从中

捣鬼是确凿无疑的。

时隔不久，4月 16日，高密小组中共代表

武可久等同志随同济南小组中共代表邝任

农、黄远、王彬等同志到青岛进行谈判时，

又受到了大约 1000 多名地主还乡团分子的

冲击。他们把代表住的楼房围了个水泄不
通，打着“质问共方代表”的旗子，高喊“打

回老家去”，“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要
代表下楼“回答问题”。他们从楼外冲到楼

内，又连续冲到一楼、二楼，直接威胁住在

三楼的我代表人员的安全。

我代表来到二楼，当即向国民党代表

提出强烈抗议，要他们立即制止这种破坏

谈判的无耻行径。这帮匪徒从上午 7 点多

钟一直闹腾到下午 1 点半，直到美方代表

出面干预才了事。后来，在我方代表的严正

抗议下，国民党才不得不于 4 月 20 日、21

日分别由王耀武(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

罗幸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参谋长)等人

出面向我代表口头道歉。

认敌为己 姑息养奸

1946 年 4 月 2 日，北平执行部交通管理

科三方面的科长、济南小组、高密小组一行 20

余人，按计划乘火车到蔡家庄举行会议。会议
是在火车上进行的。参加会议的除执行部人

员及各小组代表外，还有国共双方当地驻军

长官。我方驻军首长是胶东军区五师师长聂

凤智同志，而国民党驻军“长官”是谁，尚不得

而知，眼看开会时间已到，仍不见其踪影。无
奈，小组决定准时举行会议。

会议刚刚开始，国军暂编十二师师长
赵保原款款而入。赵保原何许人也？原来他

就是臭名昭著的曾被誉为“满洲国开国元

勋”的大汉奸。此人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

暗中同日寇勾结，充当侵略者的帮凶。

聂凤智师长见此情景，拍案而起，历数

赵保原的罪行后，对美蒋代表严正指出，赵

保原只能等待受审，绝无资格参加谈判。把

这样一个民族败类作为代表，是对会议的

极大侮辱。如果国民党方面硬要其参加，那

就是破坏谈判，我们将立即告辞，后果由其
代表负责。

由于赵保原问题的干扰，严重地影响
了会议气氛，谈判毫无结果，最后不欢而

散。

聂凤智师长怒斥汉奸赵保原，使国民

党反动派恼羞成怒，直至不择手段地采取

报复行动。此后不久，为了在胶济铁路线
上实行停战，三方曾决定在高密县城举行

谈判，但我方代表王彬、武可久、王越、

辛冠吾等同志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到达高密

后，在火车站一等再等，却迟迟不见国民

党方面的代表到来。后来，他们派人来胡
编了一些理由，说是不能参加会议了，使

谈判再次告吹。

撕毁停战协定 挑起全面内战

尽管我方做出了极大的忍耐和让步，但

在国民党方面的蓄意破坏下，高密小组的军

事调处工作成效甚微，3 个月以来，几乎没有

达成一份协议，偶尔有协议达成，墨迹未干，

就又被国民党撕毁了。

据当时新华社胶东分社记者报道：1946年
5月 8日下午，济南小组与高密小组在蔡家庄
火车站举行联席会议，对停止冲突问题达成协

议。协议书中规定，从当日起，政府、中共双方

停止任何军事冲突，各守现时防地。但国民党

第八军却对已经双方签字的协议全然不顾，于

9日、10日驱使伪军连续向我解放区进攻。9日

下午 1时，伪厉文礼部三支队王志平部及被国

民党收编为山东保安一师的张天佐部共千余

人，由潍县东北部的大、小虞河头出发，先后向
驻守在丁家小庄(潍县城东北)的我潍北区中队

和某营三连进攻。我方为执行刚获签字的停战

协议，避免冲突，决定撤离。此刻，该伪军以为

我方软弱可欺，继续增兵千余人，向我猛攻。我

方被迫自卫，奋起应战，激战三小时，将该敌击

溃。10日，驻在即墨的伪军邢之中，在国民党第

八军的驱使下，窜至即东县中心地区垒里(即

墨城东北)进行骚扰，烧毁民房 70余间，牲口 2

头，打伤村民 4人，捉去民夫 5人。

5月 9日，高密小组签订了禁止用铁路运

兵运军火的协定。但这个协定签字的第二天，

国民党就由东向西用火车运“守义”“惠义”番
号的军队 300 余人至蔡家庄车站。11 日上午
11 时，又一列从东开往蔡家庄的火车，载“六

五”子弹 46 箱。从 10 日至 15 日的 5 天中，国

民党方面利用铁路运送部队和军火即达 10

次之多。以后则逐步升级，规模越来越大，次
数也越来越频繁。

1946 年 6 月 8 日，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全

面撕毁了《停战协定》，从田戈庄到塔耳埠一
线几十华里的战场上，向我胶东军民展开大
规模地进攻，我军被迫于 6 月 9 日奋起反击。

从此，胶东地区燃起了内战的烽火，经过近三

个月唇枪舌战艰难历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驻

高密二十一小组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

高密市档案局整理

1946 年 1 月 10 日，根据《双十协定》，由周

恩来、张治中和美国的马歇尔参加的三人小组，

达成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中共双方签订了
停战协定，下达了从 1 月 13 日午夜起生效的停
战令。为使停战命令得以实现，还成立了由国共

双方代表和美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
部”，总部设在当时的北平市。“军调部”下设 31

个小组，分赴全国有关地区进行停战调处工作。

济南执行小组为山东地区的中心组，负责山东
境内的青岛、高密等执行小组的联系工作。

聂风智
(胶东军区五师师长)

高密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