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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运动是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

作的一大创举和优良传统。在抗美援

朝 战 争 中 ，志 愿 军 总 部 为 有 效 激 发 指

战 员 发 扬 爱 国 主 义 和 国 际 主 义 精 神 ，

战 胜 以 美 国 为 首 的“ 联 合 国 军 ”、推 动

志 愿 军 部 队 全 面 建 设 ，在 继 承 人 民 军

队战争年代立功创模运动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战争实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群 众 性 立 功 运 动 ，涌 现 出 一 大 批 英 雄

模范个人和集体。

一

1950 年 6 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

即派出武装部队进行干涉，同时派出海

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入侵台湾海峡。7 月

7 日下午，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

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

示，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

议。会议决定，立即抽调位于中原地区

的国防机动部队第 13 兵团等部队北上，

在中朝边境地区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

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

人民的任务。13 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

《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以第 13 兵

团（辖第 38、第 39、第 40 军）和在东北地

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 42 军以及炮兵第

1、第 2、第 8 师等部，共 25.5 万余人组成

东北边防军。

10 月 8 日 ，中 央 军 委 发 布 命 令 ，将

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22

日 ，第 13 兵 团 政 治 部 的 政 治 动 员 令 中

要 求 部 队 ：“ 发 扬 革 命 的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所 有 干 部 及 战 士 均 应 争 取 在 第 一

个胜仗中立个人功，立团体功。”期间，

各 部 队 广 泛 开 展 了 爱 国 主 义 、国 际 主

义 和 荣 誉 教 育 ，为 开 展 群 众 性 立 功 运

动 打 下 坚 实 思 想 基 础 。 其 中 ，第 39 军

在 出 国 前 还 召 集 所 属 全 体 战 斗 英 雄 、

功 臣 模 范 在 军 部 举 行 了 一 次 大 集 合 ，

并 从 中 选 出 5 名 出 席 全 国 战 斗 英 雄 代

表会议的代表、1 名出席全国工农兵劳

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代表们座谈

讨论十分热烈，求战情绪高涨，一致联

名 写 信 给 毛 主 席 、朱 总 司 令 和 中 央 军

委，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

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25 日，中共中央决定：为了适应目

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第 13 兵团司令

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应即改组为中国

人 民 志 愿 军 司 令 部 、政 治 部 及 其 他 机

构。28 日，志愿军政治部发出关于打好

第一仗的政治动员指示，号召全体指战

员在战斗中“争取立大功，争取当英雄，

创造出无数的英雄班排、英雄连队、英雄

营、英雄团”。11 月 24 日，志愿军政治部

在第二次战役政治动员令中又号召开展

立功竞赛。作战中，各部队提出“立功光

荣 ”“ 打 好 出 国 第 一 仗 ”“ 立 功 去 见

毛主席”等口号；还提出了打敌机立功、

打坦克立功、穿插立功、孤胆作战立功、

捉俘虏立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立功等

立功形式。

二

为统一标准、鼓励“人人立功”，志愿

军政治部于 1951 年 11 月召开组织工作

会议，专题讨论了立功运动，根据上级有

关精神研究制定了《志愿军立功条例（草

案）》。该条例共 7 章，包括总则、功与英

雄模范等级及称号、立功的一般标准、英

雄模范一般标准、功与英雄模范的评定、

奖励与贺功、附则等内容。《志愿军立功

条例（草案）》颁发后，各部队进行了深入

的宣传教育，使指战员进一步了解“为什

么立功”“怎样才能立功”“立什么功”的

问题；同时使大家认识到“有了统一的立

功标准，立功就光荣，不论大小，都是志

愿军的功臣，都是人民给予的荣誉”，从

而推进了群众性立功运动的广泛开展。

为了保证立功的准确性，志愿军政

治部要求各部队坚持民主评功和领导批

功相结合的做法，做到功臣必须由所在

单位的广大群众民主推选出来，材料要

经过群众反复补充、核对、讨论研究，能

全面地、真实地反映立功者的实际情况，

使大家心服口服；注意教育群众和功臣

本人实事求是对待自己和别人的功劳，

做到不扩大、不缩小、不嫉妒、不歪曲；在

民主评功时，负责干部和主管部门深入

基层，了解情况，保证立功事迹准确无

误；领导机关批功时，要吸收下面的有关

干部参加，听取意见，全面衡量。

为保证立功的及时性，不少单位采

取了边打边评、昼打夜评，先重点评，然

后再按战役、按阶段进行总评的做法。

在报功批功上，除自下而上的书面汇报、

口头汇报和自上而下的重点了解之外，

还使用了电报、电话报功批功。有的单

位 则 先 宣 布 立 功 ，战 后 再 确 定 功 的 等

级。有的部队把批功权限下放一级。这

些措施对及时鼓舞官兵士气、完成艰巨

战斗任务，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在立功运动的组织、领导上，各部队

还特别注意做好伤员的评功和对烈士的

追功工作。对伤员和烈士的评功，主要

采取通过指挥人员谈伤员和烈士在阵地

上的表现，通过抢救人员谈烈士牺牲时

的形象等方式，把伤员和烈士的事迹了

解清楚。战斗英雄李家发，就是抢救人

员在搬运烈士遗体时，发现他的身体紧

紧堵在敌堡枪眼上，胸部有很多弹孔。

后经在伤员中了解对证，弄清了真实情

况，为李家发评了“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12 月 5 日，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发

布《入朝以来立功工作初步总结》，在“对

今后立功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根据立功

运动发展的情形，必须要使部队里占有

相当数量的功臣英模同志，能在思想上、

政治上、工作上、作风上提高一步，真正

起到功臣英模在群众中的桥梁作用、带

头作用、模范作用；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

机关加强对功臣英模的培养教育，以便

保证抗美援朝任务的胜利完成；提出提

高英模的政治水平，要“从爱国主义与国

际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英模

的政治荣誉感”“随时掌握英模的思想动

态，关心英模的进步”“正确地宣扬英模

事迹，提高英模的荣誉观念”；对英模的

培养与使用，要“端正对英模的认识”“发

挥英模的带头作用”“提高英模的战术技

术”“加强支部对英模的领导培养”；对于

开展干部与机关人员的立功运动，要“加

强各级党委与政治机关对干部（营以上

干部）和机关人员立功运动的重视”“加

强干部与机关人员的立功教育”“建立干

部与机关人员的立功制度”。《入朝以来

立功工作初步总结》的发布对进一步规

范立功运动，起到积极作用。

三

为使立功运动更大限度地发挥效

能，使其成为鼓舞斗志、战胜敌人的强有

力精神武器，志愿军政治部要求各部队

将立功运动与各项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立功运动自开展以来，迅速吸引了广大

指战员积极投身其中，普遍发挥了群众

高度自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激

发了群众的竞赛热情。如后勤部队将

“三爱活动”（爱伤员、爱物资、爱车辆）与

立功运动密切结合，使伤病员治愈率得

到提高，车辆和物资损失率显著降低。

立功运动中，志愿军各部队党委重

视，支部领导，干部带头，党员在互助立

功中发挥骨干作用，带领群众互相鼓励、

团结立功，极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各

级对英模事迹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和鼓

舞 了 群 众 的 立 功 决 心 ，密 切 了 互 助 关

系。有的部队开展了“互助立功运动”，

使部队气象一新，学习互助加强，工作更

加积极。各级普遍通过开祝捷大会、张

贴战绩图表以及组织座谈报告等方式广

泛宣传荣誉事迹，给各部队树立了学习

榜样，使英模所在部队和兄弟部队都认

识到立功的光荣。此外，各级还组织文

工团慰问功臣，采取请功臣签名、写鼓励

信勉励功上加功、给英雄班送慰问品、及

时编唱英雄事迹等方式，激发了官兵荣

誉感，鼓舞了部队士气，增强了战斗意

志。团、营、连一般都有争红旗制度，哪

个单位评到红旗，就敲锣打鼓把红旗送

去，其他班排之间也常常打着快板和花

棍、唱着小调互相祝贺。

开展立功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志愿

军广大官兵的作战积极性，使部队表现

出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涌现出了

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个人。到停战时为

止，志愿军共涌现出 302742 名功臣；荣

立集体功的单位有 14 个团、51 个营、648

个连、849 个排、4391 个班；有 494 人荣获

各类英雄、模范称号。

立功运动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

生动有力的政治工作方法，为打赢抗美

援朝战争和推动部队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

志愿军开展的立功运动
■徐 彤

1948 年 3 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

结束后，东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

根 本 变 化 。 9 月 ，东 北 野 战 军 南 下 作

战。随后，我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给

东北敌军以致命打击。东北全境即将

迎来解放。

沈阳是当时东北最大的城市，也是

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重工业中

心，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我军达成解

放东北全境战略目标的着眼点，也就落

在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部的

所在地——沈阳。

10 月，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被围歼

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从沈阳乘

飞机逃走。虽然沈阳城内尚有国民党

军第 8 兵团等十余万人，但军心涣散、士

气全无。随着东北野战军第 1、第 2、第

12 纵队和从长春南下的 5 个独立师，从 3

个方向合围，沈阳即将获得解放。如何

接管沈阳这种大城市，成了摆在我党我

军面前的重要课题。

1948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

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提

出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

制度：由攻城部队最高指挥机关直接组

织军事管理委员会（简称“军管会”）；保

护新占领城市的全部责任，均由军事管

理机关担负。这种军事管理的制度设

计，是我军在解放石家庄时提出来的，

经过实践总结，逐步形成应用于全国新

解放城市的军事管理制度。

10 月 26 日晚，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

尔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接管

沈阳的方针和具体办法：一切旧机构都

暂不打乱，按照原有系统进行接管，首

要是先稳定下来，所有接管部门均由军

管会统一领导。会议决定由时任东北

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

陈云担任军管会主任，负责沈阳的接管

工作。

27 日，沈阳军管会在哈尔滨正式成

立，并决定抽调 4000 名干部参与接管沈

阳工作。在次日举行的动员大会上，陈

云明确了接管沈阳的方针：“各按系统，

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并作

了简要阐述。其中，“各按系统”是指区

分军管会下辖各部门，各部门分别对应

接收；“自上而下”是指由原有机关主管

人员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负责

人 不 在 ，则 由 第 二 或 第 三 级 负 责 人 办

理；“原封不动”是指旧职员均按原职上

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府

部 门 只 撤 换 领 导 ，避 免 紊 乱 和 大 的 波

动 ；“ 先 接 后 分 ”是 指 各 部 门 只 有 接 收

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

准搬走，由军管会统一分配。陈云还强

调了入城纪律，鼓励大家积极工作，争

取圆满完成接管工作。

29 日晚，陈云率军管会人员由哈尔

滨乘火车南下，并在火车上召开会议布

置军管会的各项工作；对军管会的组织

机构、接收方法和要注意的问题、要准

备的工作细化安排。会议明确了沈阳

军管会下辖 9 个部门，分别为经济、财

政、后勤、铁道、政务 5 个处，以及办公

室、市政府、公安局、卫戍司令部，并安

排了相应的负责人，以便入城后尽快展

开工作。

11 月 1 日 ，我军对沈阳发起总攻 。

在政治争取下，守敌纷纷投降。2 日，沈

阳宣告解放。当日黄昏，陈云率军管会

负责同志进入沈阳城。3 日，军管会展

开接收沈阳的工作。军管会向沈阳市

原公教职工、公营企业全体人员发布了

有关接收工作的规定：原各机关职员按

原职务正常上班，各部门所属人员、资

产等情况均按原有系统登记造册，由军

管会相应部门接收处理等。以伍修权

为司令员、陶铸为政治委员的卫戍司令

部，也于当天发布了第 1 号布告。以朱

其文为市长的政府机构，组织对口全面

接收。

宣传工作也是接管工作的重要一

环。陈云提出要重视各类报纸刊物的

出版，人民群众不可一日无报，必须对

此工作预有准备。除预先准备稿件以

外，报社前期出报、排字、校对均用原有

职员，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报纸所刊

内容必须逐字逐句审定，对反动刊物予

以坚决取缔。军管会只派少数干部进

驻出版机构。初入城这段时间，报纸所

刊内容应首先刊发我党我军相关政策、

文件、布告等内容，以使人民群众充分

认识各项政策措施。

28 日，陈云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并

转中共中央，简报接管沈阳近一个月来

的主要经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

弼时等圈阅后，于 12 月 14 日以中共中央

的名义批转该报告给各中央局、各前委

参考。接管沈阳的经验，对随后我军接

管新解放城市工作的开展，起到借鉴作

用。1949 年 1 月，沈阳各项接管工作顺

利完成，城市功能大体恢复、秩序井井

有条，后续工作逐步转到发展工业、支

援全国解放战争上来。

解放战争中—

我军接管沈阳始末
■薛一兰

记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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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有一张 1934 年 7 月 1 日中国工农

红 军 总 抚 恤 委 员 会 颁 发 的 残 废 证

书 。 该 证 书 的 原 持 有 者 是 一 名 普

通的红军战士杨荣珠。杨荣珠，苏

区瑞金人，曾为红 1 军团第 3 师第 9

团第 1 营第 3 连的战士。他因在第

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右上肢贯通

致 手 部 全 部 失 用 ，被 评 为 二 等 残

废，时年 25 岁。

该证书为毛边纸质，石印件，呈黄

褐色，纵 14.4 厘米，横 17.5 厘米，为单

张两面印字，对折成册为 4 分页。封

面页为盖印有象征中国工农红军的红

色“镰刀锤子”标志和“残废证书”及花

朵图案文字；第 2页印写有残废结果、

在斗争中之功绩等 8 项内容，并盖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字样红色圆形印鉴；第 3页印写

有每年支取恤金登记、恤字第几号等

5 项内容，均为毛笔书写；第 4 页刻印

有该证书使用的 4项说明条款。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革命武装，是苏维埃政权的建

立者和保卫者。为了鼓励红军战士

英勇作战，解决红军战士的后顾之

忧，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历来重

视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

例》《红色战士伤亡抚恤条例》。《红色

战士伤亡抚恤条例》规定：“凡是因为

战争受伤成残疾的战士，由军委发给

名誉奖章，可以依照代耕条例享有代

耕权，并且优先参加当地创办的工厂

及残废院，学习各种技术”。

因《红色战士伤亡抚恤条例》较

为 简 单 ，中 革 军 委 经 补 充 修 订 ，于

1932 年 2 月颁布了新的《红军抚恤条

例》。该《条例》规定：在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下设立抚恤委员会，作为

“决定与执行抚恤条例之最高机关”，

其成员“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及参谋

经理军医各部，遴选 5 人任命之，指

定其中一人为主任，召集会议并处理

日常事宜”；各军区或军成立革命军

事委员会分会，“由军区或军的负责

人，在军区或军的政治部及参谋经理

军 医 各 处 中 ，遴 选 5 人 为 委 员 任 命

之，受理军区或军的负责人之监督，

接受上级委员会之指导，与抚恤条例

所规定各项执行各该军区或军之抚

恤事宜”。《条例》规定：“红军在服务

期间，因伤残废，不能服务者，则送到

红军残废院休养，其生活费，应较红

军生活费增多 1/2，其愿回家者，则

给予终身抚恤金，其数目以当时当地

之生活程度而定，但全残废，每年不

得少至 50 元以下，半残废每年不得

少至 30 元以下。”“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抚恤委员会应制定患病休养证

书、残废证书、死亡烈士证书，上列各

种证书，除死亡烈士证书给其家属

外，其余皆发给本人，且限于本人有

效”。“以每年 1 月为发给抚恤金与发

给各项证书期间，各项证书，皆 5 年

交换一次。”

制定、颁布抚恤政策，保障了红

军战士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对进一

步激发红军官兵的斗志，巩固和提高

部队战斗力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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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杨荣珠的残废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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