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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手”之间
粉碎日军经济封锁

!"#$年是敌后抗日斗争最艰苦最困难
的时期，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反复
进行清剿扫荡，在经济上则实施封锁。河北的
冀中、冀南地区及豫北平原从 %"&% 年至
%"&$年都遭遇大旱，粮食奇缺，粮价暴涨。而
山西晋中地区却粮食丰收。但山西的敌人与
河北的敌人有矛盾，不许粮食出境。石英当时
任太北工商局局长，他就利用敌人之间的矛
盾，组织人力财力，从山西晋中敌占区以低价
采购粮食，经过太行山根据地运到冀西地区，
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向京汉铁路沿线的敌占区
出售，转手之间，获利甚多。
当时敌占区的商贩、汉奸和日本洋行为

了赚钱，用各种办法和手段向太行山根据地
购粮。他们除了用钞票外，还拿出许多根据地
所缺乏的日用百货、物资器材，甚至偷运军械
弹药，向我根据地换取粮食。

通过粮食贸易，抗日根据地在财政上获得
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也大大改善了根据地
的物资供应状况，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
重要作用。另外，对靠近根据地的敌占区和游击
区的群众售粮，则在价格上给予优惠，此举深得
民心，扩大了根据地的政治影响。根据石英的
表现和工作成绩，经中共太行分局审查批准，
他于 %"&'年 '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肖华点将
滨海经济起死回生

滨海地区是山东省最早的中共领导下的
抗日根据地之一，而且是抗战时期山东省党、
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因此，日寇对这一地
区的破坏尤其严重。敌人向根据地和游击区
分别大量输入法币和伪币，疯狂掠夺重要物
资，使得根据地物价飞涨，物资严重匮乏。部
队每人每月津贴只有一元钱，每天菜金只有
几分钱，几乎到了没有棉衣和鞋、发大衣就不
发被子的地步，生活十分艰苦。
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改变这种状况，

时任八路军 %%(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
治部主任的肖华，于 %"&'年通过中共山东分
局向中央要求，把石英从太行山根据地调到
了山东根据地。石英到山东后，先在滨海地区
搞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对税务贸易局会
计科科长阎冰岩说：对敌经济斗争能不能胜
利，就看我们能否掌握敌人需要的物资和如
何控制这些物资。只有积极输出才能赚得外
汇，赚了外汇才能买回我们需要的物资，认为
输出物资就是资敌的思想是错误的。石英了
解到，滨海地区有大批物资是属于敌人和敌
占区人民生活上所必需的，仅食盐和花生油
两项，除去根据地军民食用外，每年还有 %)*

万担食盐和 %$***担花生油可供出售。他说
只要把食盐和花生油控制起来，实行出口专

卖，就能取得对敌贸易和货币斗争的主动权，
从而达到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增加财政收
入、恢复经济的目的。

石英把这些想法整理成详细方案后，向
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作了汇报，立刻得到领
导的赞同。%"&'年 "月，经山东省战时行政
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滨海区工商管理总局，管
理除田赋以外的所有财经贸易工作，并任命
石英为局长，周纯全为监察委员。工商总局成
立后，首先在外贸管理方面打破了闭关自守
的状态，扩大了与敌占区的进出口贸易。贸易
品种由十几种猛增到上百种，贸易额也超过
上年度的十倍。特别是实行了食盐和花生油
的专卖后，成效显著，出现大量贸易顺差。
以前由于日军不断袭扰，致使食盐流向

几乎中断。由公营商店经营后，食盐流向迅速
恢复畅通，出现了生产、运输、贩运三积极的
局面：沿海群众生产食盐积极；内地群众为增
加收入，运输食盐积极；敌占区商人为获利，
贩运食盐积极。这样一来，食盐专卖的出口价
格比专卖前提高了 (*+以上。当时山东根据
地有 !***多万人口，食盐专卖利润成为公粮
以外最大的财政收入。花生油也是重要的出
口专卖商品，专卖后价格提高了一倍多。当时
工商局收购了花生油后，大部分以私商身份
运往上海、香港、大连等敌占区，交给“灰色”
商店销售，换回军需民用的重要工业品。比如
根据地印钞用的纸张、器材以及部分军用物

资，就是通过出口花生油从上海采购来的。
另外，山东人爱喝酒，但山东省根据地政

府原来因为缺粮，曾禁止生产烧酒。结果敌占
区的私酒大量流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经
济损失。为了抵制敌人向我根据地倾销走私
白酒，在石英的建议下，采取了白酒专酿专卖
政策，即由我们商店出资，利用民间旧酒厂设
备蒸烧白酒，由公营商店专卖；群众也可从商
店批发，自行出售。这样，不仅有效地抵制了
敌占区的私酒进入根据地，而且可以有部分
白酒出口，增加了利润和税收，成为财政上的
另一项重要收入。
在货币方面，首先是禁止伪币，停用法

币，为根据地的本币流通扫清道路。敌占区商
人前来交易，所带伪币、法币及金银等均为外
汇，须先兑换成本币，然后才能购买出口专卖
物资或其他物资。民需物资销售牌价主要是
控制食盐，以成本价内销，这样可以照顾当地
群众利益，也可以控制物价，防止食盐走私。
由于贸易、货币、税务等方面对敌斗争的

胜利，抗日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群众增加了
个人收入，滨海地区濒于崩溃的经济起死回
生。!"&&年，滨海区上缴财政的利润相当于
全省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税收则比
上年度增加约两倍以上。山东根据地的工商
和税务收入几乎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另一半
是公粮收入，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当
时，华北等根据地的公粮收入，仍占财政收入
的 ,(+-.*+。

滨海区的成功经验，后来在全省推广，各
根据地都相继成立了工商管理局。/"&& 年
冬，华北经济会议对山东滨海区的对敌贸易
经验也给予了好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回
忆录中写到石英时说：“他原任滨海的工商局
长，所以我对他的成绩比较了解。他来自晋冀
鲁豫根据地，结合了两边根据地的经验，学习
了薛暮桥同志的一些理论，并结合山东特别
是滨海根据地的实际，做出了许多成绩。”不
少同志都称他是党内财经专家。

父亲石英：驰骋财经战线三十年（1）! 石鼎

! ! ! !我父亲石英，原名冯先湜，湖南省湘潭县
人，!"*"年 !$月 $(日出生。!"$(年，石英入湖
南长沙湘江师范学校学习。湘江师范是当时中
共湘区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共湖南省委员会）机
关的秘密所在地，校长是何叔衡，教员有李维
汉、谢觉哉等。!"$0年 ,月，石英加入了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并受组织派遣回乡从事学运和
农运工作，担任过支部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

“马日事变”后，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石英与
组织失去联系。而后，他为了寻找组织，受尽磨
难。
“西安事变”后，他毅然离家北上，找到党组

织。后来根据石英的要求，分配到太行山敌后抗
日根据地工作，从此与经济工作结下了不解之
缘，一直到去世，他在经济战线上驰骋了近 '*

年。（本文选自《上海滩》$*/$年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