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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滕县：
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战

苏联用核武器搞建设
1949 年 8 月 29 日，

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
子弹，突破了美国的核
垄断。苏联虽然没有将
核弹用于战争，却创造了
令人震惊的另类用法。

1965年，苏联计划在
塞米巴拉金斯克州恰刚
河 滩 地 区 修 建 人 工 水
库。由于工程量巨大，所
需人力物力超出苏联政
府的设想，于是有人提出
利用核弹进行地下爆破。

如此疯狂的想法，自
然在第一时间遭到激烈反
对。但巨额的建设费用和
迫在眉睫的用水需求，最
终还是让苏联政府下定了
决心。1965 年 1 月，苏联
政府请求军方使用核弹进
行地下爆破。随着一声令
下，恰刚人工湖工程地下
178 米的核弹随即爆炸，
地表瞬间塌陷，形成了一
个巨坑。爆破完成后，经
过勘测，人工湖形成了深
约 100 米，直径 430 米的
漏斗形水库。

1971年，为挽救从上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下滑
的里海水位，勃列日涅夫
推行了“大河倒流”工程
——使流向北冰洋的大
河倒流至里海和中亚等
缺水地区。在修建运河
工程中，核弹又派上了用
场——1971 年 3 月，3 颗
原子弹在彼尔姆州与科
米共和国交界的森林里
爆炸，炸出了长 700 米的

巨大深坑。不过，在首轮
核爆结束后，苏联专家觉
得用几百颗核弹建造一
条 完 整 的 运 河 不 太 现
实。1986年，“大河倒流”
工程被彻底放弃。

然而使用核弹搞建设
的 脚 步 却 没 有 停 下 。
1971年，苏联开始进行地
震勘探（通过人造地震来
勘油探气），在 14 条地震
线上进行了 39 次地震勘
探，震级大多在5级左右，
地质断面延伸达 7 万公
里，并发现叶尼塞·哈坦加
盆地存在 10 个天然气和
凝析气矿床，而维柳伊斯
克存在多于 10 个潜在的
油气田。核弹还被继续用
于开采这些财富。为提高
油井中原油的流动性，苏
联人在雅库特共和国进行
了 6 次核爆，获得了不错
的效果。

苏联还脑洞大开，把
核 弹 当 成 了 灭 火 器 。
1966年9月，乌兹别克斯
坦哈拉区的乌尔塔布可
油气井突然发生大火，大
量的油气喷涌而出，给大
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
料，因此消防员用尽了常
规灭火手段，都没有取得
任何效果，所有人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大火越烧越
旺。1966年9月的一天，
一枚当量 30 千吨的核弹
在油气井地下深处引爆，
巨大的爆炸力量使得地表
迅速塌陷，油气井当即被

封锁起来，大火瞬间
就被扑灭了。

利用核弹搞建
设虽卓有成效，但留
下的核辐射与污染
问题，却不是一份简
单的核辐射检测数
据能解决的。（摘编
自《百家讲坛》）

台儿庄大战是中国在
抗战初期震惊国内外的空
前大捷。鲜为人知的是，
在台儿庄大战前夕，中日
两军还在距台儿庄不远的
山东滕县进行过激烈的拼
杀。滕县保卫战是台儿庄
大战的序幕战，李宗仁评
价，这次战役为台儿庄的
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保
证了台儿庄大捷”。

王铭章临危受命守滕县

日军侵占南京后，于
1938年2月初由南向北向
徐州逼近。北面由于山东
省主席韩复榘率十万大军
不战而退，致使日军沿津浦
路鱼贯而下，直逼滕县。
滕县不守，将直接威胁徐
州乃至整个第五战区的作
战计划。为粉碎日军对滕
县的进攻，国民革命军第
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
调第22集团军约2万人驰
赴滕县，阻击日军南下。

1938年3月9日，进犯
滕县的日军 3 万多人由第
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指
挥，向滕县发起进攻。滕县
保卫战共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 3 月 9 日至 14 日的
滕县外围保卫战，第二阶段
是 3 月 15 日至 18 日的死
守滕县县城。在第一阶段
中，日军向滕县外围阵地发
起总攻，用飞机、大炮狂轰
滥炸，多次组织冲锋。中国
军队以滕县为据点，在界河
东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阻击日军进犯，并两次主
动 出 击 ，杀 伤 了 部 分 日
军。此后，矶谷廉介改正面
进攻为由右翼迂回，至3月

14日夜，滕县县城已完全暴
露在敌军面前。形势万分
危急，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
孙震急令第41军代军长兼
122 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固
守滕县县城。

多次打退日军进攻

当时第22集团军辖下
第 41 军和第 45 军的绝大
部分兵力已在滕县外围被
敌人打垮、冲散，滕县县城
城防真正的战斗部队不满
2000 人。至 3 月 15 日中
午，日军各兵种共计万余
人已达滕县县城并进行试
探性的攻击战斗，但都被
中国守军击退。

3 月 16 日天一亮，日
军开始强攻滕县县城，大炮
与飞机狂轰滥炸。10 时
半，东关寨墙的东南角被炸
开一道两米宽的缺口。接
着，日军用数十挺机枪掩护
步兵冲击。中国守军在塌
口两侧严阵以待，每人握四
五枚手榴弹，同时投向敌
群 ，日 军 生 逃 者 不 满 10
人。日军不甘心失败，又连
续组织了几次进攻，都被打
退，中国守军伤亡也很大。

下午5时许，敌炮与敌
机同时轰炸东关正面阵
地，步兵改用一次三个排，
每排相距百余米，向我阵
地冲击。中国守军英勇顽
强，接连打退第一、二两个
排的进攻，日军第三排又
冲上来，双方展开肉搏，这
股日军被全歼。

矶谷廉介恼羞成怒，
在 16 日夜间又调集来一
个旅团，将滕县的东、南、
北三面团团包围起来。

将士鲜血换来台儿庄大捷

17 日黎明，日军以 15
吨重炮 8 门，坦克及装甲
汽车 100 余辆，继续围攻
滕县县城。一阵铺天盖
地的轰炸之后，日军同时
向滕县东关、南城和东南
城角进攻。东关攻城日军
被中国守军全部歼灭。南
城城墙被日军的炮火轰
塌，双方短兵相接，反复肉
搏，第124师370旅740团
团长王麟阵亡。东南城
角，100 余名日军在七八
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城内猛
冲。我守军以伤亡殆尽为
代价，用集束手榴弹炸毁
敌两辆坦克。之后，王铭
章命令预备队 150 人及时
增援。一场白刃交战后，
城墙上的敌人被全歼，而
我守军 150 人的增援部队
也只剩下14人。

下午，日军发动了更
加猛烈的攻势。城内守军
虽然奋起反击，但终因敌人
炮火太猛，已伤亡大半。王
铭章和他的参谋长赵渭宪
等十余人，同时为国捐躯。
之后，城内与大部队失去联
系的零星守军仍顽强抵抗，
直至 18 日午后，日军才完
全占领滕县县城。

4 天 3 夜的滕县县城
保卫战，我守城部队自第
122 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大
都阵亡，但日军也被击毙
1500余名。滕县保卫战阻
滞了日军南犯徐州的计
划，使中国军队赢得了台
儿庄大战的充分准备时
间，给台儿庄大捷创造了
有利的条件。（摘编自《党
史纵横》） 苏联用核弹炸出来的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