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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上的今天

1935 年 9 月，国民党军以 130 个团，

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方针，对湘鄂

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企图将红二、

红六军团压缩并消灭于龙山、永顺、桑植

之间地区。面对形势变化，红二、红六军

团开始部署战略转移行动。

11 月 19 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分

别在桑植县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

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部队

开始战略转移。20 日黄昏，部队在大庸

和溪口之间的澧水北岸张家湾附近打垮

守敌一部，渡过澧水，继而渡过沅江。随

后，分两路向湘中广大地区展开。至 28

日，分别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和新化、蓝

田、锡矿山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发动群

众、扩大部队、筹措物资。 （周永昊）

1935 年 11 月 19 日—

一次重要的突围誓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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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淮海战役是在经济落后、交

通不便的农村地区进行，并且战役规

模大、作战持续时间长、战区广、部队

任务和位置变化快，物资供应量和伤

员转送量都很大。做好支前保障，成

为夺取战役胜利的重要方面。

一

在决定发起淮海战役之初，中共

中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就把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进行战争的方针同战役

的作战运筹同时展开。1948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华东局和华东

野战军：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和睢

杞战役规模都要大，对全军作战所需

包 括 全 部 后 勤 工 作 在 内 有 充 分 之 准

备，方能开始行动。根据中共中央军

委的指示，华东局于 10 月 2 日专门召

开会议，决定把支援淮海战役作为华

东党政军民的头等任务，动员和组织

人民全力支援前线。同时决定在 10 月

20 日前应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会议还

对参战部队的弹药补充、运输、存储，

民工的动员、组织，民站（民工食宿、医

疗和休息整顿的接待站）的开设，伤员

的后运，医院的设置，俘虏的收容等，

作了研究和安排。

13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支前办公

室下达支前工作计划，指出：人民解放

军即将进行的向南出击的战役，其规

模之大、时间之长，将是空前的。要求

各级党政机关深入动员，精心组织，克

服困难，完成任务。计划分为粮食、人

力、供应、交通 4 个方面，对当时担负首

批支前任务的山东省各地区各县，都

明确分配了任务。华东局和各地党委

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和华东各

地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了以“耕战互

助”为中心的一系列政策，制定了支前

工、生产工合理顶替，禁止无偿派差，

实行发价包运，以及安排好民工家庭

的生产、生活等一系列具体规定和办

法，保护和调动了人民群众支前的积

极性。

中共中央华东局强调支前工作必

须统筹规划，严密组织，前后方要明确

分工，密切协同。明确规定，前方负责

掌握部队的情况和需要，对送到前方

的物资负责接受、调度和分配；后方的

支 前 机 构 则 负 责 筹 划 、组 织 生 产 、征

集、调度及向前方运送，直到把物资送

到前线兵站为止。前方的任务以野战

军后勤部门为主，并有若干地方干部

随军参与组织实施；后方的任务由各

级支前委员会负责。

25 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发布了《关

于伤员转运站工作的决议》和《关于设

立民站的决定》。计划组织 4 条转运伤

员干线，每条线负责 3 个纵队；在转运

干线上，每 30 里设一小站，每 60 里设

一 大 站 ；每 个 纵 队 配 备 随 军 担 架 500

副，每副配民工 5 人，另有机动转运担

架 7500 副。要求有关各县均设立民站

部，凡经上级划定的民站线路，每隔 30

里左右设一民站，站与站之间设茶水

站。11 月 1 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华

东支前委员会政治部分别发出《民工

政治工作指示》和《民工支援前线奖惩

办法》，要求在民工中广泛开展立功运

动，大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把

支前民工队当成学校办”的方针。各

民工队以军队为榜样，建立了各级党

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进行经常的政

治思想教育，开展立功、互助、爱民活

动。对于在支前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

子，及时发展入党或提拔为干部。

二

从 1948 年 9 月下旬决定发起淮海

战役，到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

扩大战役规模，支前工作主要是在中

共中央华东局及其支前委员会领导下

组织实施。由于战前准备充分，计划

周密，支前人员积极努力，各方面主动

配合，在粮弹物资保障及伤员运转上，

均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

大战役规模之后，支前工作进入新的

阶段。12 日，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邓子恢、参谋长李达提出组织中原、华

东统一的支前机构的建议。13 日，中

共华中工委、苏北军区、华中行政办事

处联合发布了《华中支前总动员令》。

15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全力

支援淮海战役的指示》。16 日，中共中

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

筹 淮 海 地 区 作 战 、支 前 等 一 切 事 宜 。

20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关于紧急

动员起来支援淮海前线的指示》，号召

各级党委：宣传鼓动群众，造成广大群

众支援战争的热潮，以保证支前任务

的完成。中共中央中原局责成豫皖苏

分局全权负责支前工作，并成立了后

勤司令部。中共中央华北局责成冀鲁

豫分局全权负责支前工作，成立了支

前总指挥部。三区（华东、中原、华北）

五省（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河北）的

人民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支援前线”

“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成为响亮的口

号。

战役进入第三阶段时，徐州地区雨

雪交加，运输困难，部队过冬粮草有些

短缺。12 月 15 日，粟裕、陈士榘、张震

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召开一次

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和华中四方代

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20日，中共中

央军委复电同意。26 日至 29 日，总前

委召开了由华东、中原支前委员会和冀

鲁豫战勤总指挥部及华东、中原两野战

军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主要讨论

了粮食供应和民工使用问题。

三

人民热情支前参战，自觉提出“要

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粮出粮”“解放军

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他们

不仅献出大量的粮食，而且克服种种困

难，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采用背扛、肩

挑、车推、船载、驴驮、牛拉等方式，将物

资送往前线。在运粮途中遇上雨雪，民

工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盖上；遇上敌机扫

射轰炸，总是先把粮食隐藏到安全处，

有的民工因此光荣牺牲。山东有个民

工团，用 400辆小车运送 11万斤面粉上

前线，途中带的口粮吃光了，在新区一

时又筹集不到，带队干部决定让民工吃

车上的面粉，但民工们宁愿饿肚子，也

不肯动用车上的粮食。胶东有位农民

为给前线送粮，鞋子磨烂了，就光着脚

推车。他随身带了一根在旧社会讨饭

用的小竹棍，每到一地就刻上地名；支

前结束时，竹棍上刻满了足迹所至的山

东、江苏、安徽 3 省 88 个城镇和乡村的

名字。

在阵地上，担架队员们拼着性命

抢救伤员。为了把伤员尽快送到后方

医院，他们不避风雪，日夜兼程，脚磨

破了，腿走肿了，也咬牙坚持。为了使

伤员减轻痛苦，他们把自己的被子垫

在伤员身下，脱下棉衣盖在伤员身上；

遇到敌机轰炸扫射，他们就争相掩护

伤员。

在后方，广大民工日夜抢修交通

运 输 线 和 维 护 后 方 安 全 。 战 役 发 起

后，准备修复津浦铁路兖州至临城段

时，工程人员估计最少需 3 个月。沿线

群众“献枕木，打夹板，快修铁路支前

线”，这段 110 公里长、有 17 座桥梁的

铁路工程，仅用 33 天就完工了。由邻

近省区通往战区的公路、大道、水路，

到处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维修。鲁中

南地区从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修

复了长达 1300 公里的 31 条公路和 380

座桥梁。苏北的淮海、盐阜两区在 12

月前后修好公路近 500 公里、大道 185

公里、桥梁 150 座。

四

淮海战役中，军队后勤部门除参

加各级支前委员会工作外，主要是负

责前线兵站，根据战役的发展和需要，

接 收 、调 度 和 分 配 送 到 前 线 的 物 资 。

战役发起前，华东野战军决定建立兵

站系统，并把供给、卫生、军械部门划

归兵站系统领导。前线物资的屯集点

按两线配置，第一线屯集点距前沿阵

地一般为 10 至 15 公里，第二线屯集点

距第一线一般为 30 至 40 公里。民工

只限送到第一线屯集点；第一线至前

沿阵地，则由部队组织接运。野战医

院均由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组织开

设，可同时收容 5 万名伤员。军队后勤

部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对缴获物

资的迅速清查利用。同时，军队后勤

部门还积极组织新解放城市的生产和

运输力，及时为战役服务，保障了战役

的胜利。

淮海战役中支前保障工作
■邵景院 李汝海

梅河口位于沈阳至永吉（今属吉林

市）和四平至通化两条铁路的交会点，

是吉林省东部地区的交通枢纽。解放

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

令长官杜聿明曾将其确定为东北五大

战略据点之一，与长春、吉林、沈阳、四

平构成“梅花阵地”。

1947 年 5 月，我军在东北逐渐从战

略防守转变为战略反攻态势。为了彻

底瓦解国民党军在辽吉地区的防御，我

夏季攻势正式展开。东北民主联军向

沈阳、海龙、吉林等地发起进攻。13 日，

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收复了东山城子（今

山城镇四合村）、黑山头、草市等重镇车

站，控制铁路百余里。东北民主联军于

14 日收复山城镇、22 日收复通化，彻底

切断了敌军沈吉线清原一带的增援之

路。自此，梅河口外围全部扫清，敌军

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辽 东 军 区 为 打 通 南 满 、北 满 的 联

系，切断沈吉铁路，决定于梅河口守军

孤 立 无 援 之 际 ，由 第 4 纵 队 副 司 令 员

韩 先 楚 指 挥 第 4 纵 队 第 10 师 和 炮 兵

团、第 3 纵队第 7、第 9 师各 1 个团及辽

东军区 2 个野炮团攻城。第 3 纵队第 9

师 主 力 、南 满 独 立 第 2 师 配 置 于 海 龙

西 南 ，准 备 打 击 海 龙 西 援 之 国 民 党 军

和堵截梅河口守军东逃。第 3 纵队主

力和李红光支队进击东丰、西安，沿四

平梅河口铁路发起进攻。部队于总攻

前 两 日 集 结 完 毕 ，韩 先 楚 带 领 团 以 上

干 部 进 行 实 地 侦 察 ，积 极 进 行 作 战 前

的准备。

国 民 党 守 军 为 重 建 的 第 60 军 第

184 师。杜聿明对该师下达了“坚决死

守，不准突围，与阵地共存亡，做长期

防御准备”的命令。因此，守敌花了一

年 的 时 间 ，在 日 本 占 领 时 期 修 筑 工 事

的 基 础 上 加 筑 了 坚 固 的 阵 地 防 御 工

事，各重要位置以地堡群为核心，周边

设 地 雷 群 和 铁 丝 网 ，并 准 备 了 充 足 的

军需物资。

5 月 22 日 ，我 攻 城 部 队 包 围 梅 河

口 。 24 日 下 午 ，第 4 纵 队 在 韩 先 楚 的

指 挥 下 ，对 梅 河 口 镇 发 起 攻 击 。 第 3

纵 队 第 7 师 主 力 包 围 梅 河 口 以 北 东

丰 ，并 于 25 日 攻 克 该 城 ，歼 守 军 1 个

团 ；第 8 师 主 力 集 结 于 梅 河 口 以 西 大

杨崴、辽阳街一带；第 9 师主力进抵梅

河口东北地区。24 日下午，第 10 师第

28、第 29 团 在 炮 兵 火 力 支 援 下 ，夺 取

梅河口镇北外围阵地。第 28、第 29 团

连 续 爆 破 ，迅 速 打 开 了 战 斗 通 道 。 各

突 击 部 队 经 过 激 战 ，占 领 了 外 围 的

367、368 两 个 高 地 。 从 两 个 高 地 到 敌

人 的 核 心 防 御 阵 地 之 间 ，是 500 米 的

开 阔 地 。 由 于 对 守 敌 情 况 侦 察 不 细 ，

攻 城 兵 力 未 占 绝 对 优 势 ，步 炮 协 同 不

密切，战斗进展不快。

韩先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作战情

况，决定调整部署，放弃对开阔地的攻

击，另选突击点。经侦察，突击点选择

在 火 车 站 ，由 第 30 团 担 任 主 攻 部 队 。

刚开始，由于敌守军的火力封堵，增援

兵力和弹药无法及时跟上，导致第 30

团 伤 亡 很 大 。 随 后 ，第 30 团 收 拢 官

兵，重新编成两个连继续进攻，在侧翼

第 29 团的配合下，于 26 日上午占领了

火车站。随后，第 30 团又采取打穿房

屋墙壁的办法，接近敌守军火力点，连

续 实 施 爆 破 ，逐 步 逼 近 敌 军 核 心 防 御

阵地。27 日，辽东军区为集中兵力聚

歼守敌，将预备队第 3 纵队第 7、第 9 师

各 1 个团投入战斗，会同第 10 师于 28

日从南、东、东北 3 个方向突破守军主

阵地，全歼守军。

经过 5 天 4 夜的战斗，辽东军区参

战部队歼灭国民党军 7000 余人，击落飞

机 1 架，生俘敌少将师长陈开文，控制了

沈吉铁路中段、四梅铁路东段及其两侧

广大地区。南满、北满我军主力部队在

隔绝 1 年多之后，胜利会师于四平以南

地区，结束了南满、北满解放区被分割

的局面。

血战梅河口
■徐大志

战 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展厅

内，陈列有一枚纪念章。它宽 5 厘米，呈

五角星叠加光芒状，配有蓝白条纹绶带，

五角星中间刻有八一军徽和铁锚，象征

着人民海军。纪念章表面虽有些许斑

驳，但铸刻的“海军首届英模代表会议纪

念”字样清晰可辨。

为表彰海军英雄模范人物，发扬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1953 年 3 月 5 日至 15 日，

海军在北京召开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

议。会上，海军领导向参会的全体英雄、

模范、功臣和集体立功单位的代表，颁发

了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纪念章和

证书。这枚纪念章见证了人民海军历史

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群英盛会，彰显了我

军开展立功创模活动的优良传统。

5日上午，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

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司令员萧劲光，副司

令员王宏坤、罗舜初，副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周希汉，后勤部部

长张汉丞、政治委员刘义等同志出席了开

幕式。参加会议的英雄模范个人代表 48

名、单位代表 10 名、列席代表 153 名。萧

劲光作了题为《为人民海军事业树立更多

的功勋》的讲话。他号召海军广大指战员

必须向“建设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

的目标努力前进，要有“保卫祖国海洋，保

卫祖国安全”的荣誉思想，希望大家保持

光荣，发扬光荣，争取更大的光荣，为人民

多立功勋。

出席大会的英雄模范代表在建立、发

展人民海军的艰苦历程中都曾立下不朽

功勋。其中，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副

艇长王维福，有机智灵活、以寡胜众的优

秀指挥员陈立富，还有视死如归、迎风搏

浪的战斗模范赵孝庵……现场气氛热烈，

英雄模范代表们先后在大会上发言，讲述

了他们忠诚履职、不负人民的光辉事迹。

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到会并讲话，

广大官兵备受鼓舞。他指出：海防在整

个国防中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把海防

巩固起来，是人民海军的头等任务；为了

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你们应该保持高

昂的战斗意志，很好地研究战术，把海上

战斗技术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你们不仅

应该懂得海军性能，学会使用海上战斗

的武器，而且要做到一旦发生战斗，不管

使用什么武器，你们都可以对付和消灭

敌人。朱德总司令还为代表会议题词：

“高举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建设强大的

海上战斗力量，把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

敌人歼灭在海洋里！”

15 日，在闭幕大会上，全体英雄模

范代表一致通过了《向毛主席、朱总司令

致敬电》《向志愿军致敬电》和《给全海军

指战员的一封信》。大家纷纷表示，一定

要牢记党的教导，深刻领悟海军首长的

指示，吸收借鉴先进经验，把祖国赋予的

建立和巩固海防的神圣任务担负起来！

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的召

开，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海军指战员英勇

顽强、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增强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感、责任

感和荣誉感，形成了“英模之间比一比、

战友之间追一追”的良好氛围，对官兵的

战斗意志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一枚徽章，一页历史；一枚徽章，一

生荣耀。这枚海军首届英模代表会议纪

念章，见证了海军英雄模范担当奉献的

崇高品格，也承载着革命军人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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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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