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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图文馆

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的

历史，是一部海权沦丧、饱受帝国主义侵

略的屈辱史。为了彻底改变这一情况、

建立巩固的海防，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

辈共产党人进行了极大努力，直至 1949

年，创建海上武装力量的庄严使命才得

以完成。

一

1949年 1月 8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的决

议，提出建立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

军”的任务。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不仅作为国民党军事

主力的陆军基本被歼，海军也开始土崩瓦

解，驱逐舰“黄安”号、长山岛巡防处 201

号扫雷艇宣布起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经研究，作出了即刻着手创建人民海军的

历史性决策。不久，中央军委把组建人民

海军的重任交给了第三野战军。

对承担创建人民海军的任务，第三

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已有思想

准备。第三野战军多年来大都在江浙一

线沿海、沿江转战，承担组建海军任务义

不容辞。那么，由谁主持组建海军？主

持海军组建工作的人，不仅要有带兵经

验，还要有一定的海军知识。

就在陈毅为将海军组建任务交给谁

举棋不定时，一个理想的人选抵达当时

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安徽省蚌埠

市孙家圩子。他就是被称为“马上诗人”

的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1949

年 1 月，张爱萍伤愈回国，在其赴苏就医

的日子里，他时刻关注着解放战争形势

的发展，期望早一天重返前线。

3 月下旬，陈毅出席渡江战役总前

委在安徽省蚌埠市孙家圩子召开的渡江

作战会议后，向张爱萍传达了中共中央

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委任张爱萍负责海

军筹建事项。

4 月初，为了靠前指挥渡江作战，第

三野战军前委和司令部机关由孙家圩子

南下，张爱萍等人相继进驻泰州市城郊

的白马庙。

二

到白马庙后，张爱萍除出席第三野

战军前委会议、参与渡江作战重大决策

外，全副精力投入到组建海军的调查研

究中。这期间，他翻阅了描写 20 世纪初

日俄海战的苏联小说《对马》。书中有关

海军管理、训练、打仗的章节，张爱萍反

复看了几遍。海军领导机构何时组建？

在 哪 里 组 建 ？ 起 义 部 队 如 何 接 收 、训

练？舰艇、装备，军港、码头如何接管？

一个个问题时时在他脑子里打转。

4 月 20 日晚，渡江战役打响。22 日，

国民党军经营数月的所谓千里“立体江

防”被全线冲破，渡江作战任务业已完

成。23 日，第三野战军前委指挥所又收

到振奋人心的喜讯：国民党海军第 2 舰

队司令林遵率领所部在南京江面上起

义、国民党海军第 3 机动艇队 23 艘舰艇

在镇江起义。是日上午，中央军委令第

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立即组建海军，定

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任

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关于成

立大会的地点，粟裕认为国民党江阴要

塞官兵于 21 日起义后，特种兵纵队陈锐

霆司令已去接管，大会可以到江阴举行。

当天下午，张爱萍在白马庙主持召开

了华东军区海军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这

次会议的共有 13人。张爱萍划分了几个

干部和战士们各自的职责，并发表了讲

话。会议最后形成了几点决议：首先成立

临时党委，部队边打边建；要尽可能吸收

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参加工作。

随后，张爱萍一行从靖江渡过长江抵

达江阴要塞。陆续到达的还有第三野战

军教导师师部及一个团、苏北海防纵队和

直属侦察营等部队。后来又将第 30军和

第 35 军及其军部，计 10000 余人调归海

军。26 日，张爱萍主持召开组建工作会

议，决定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

部、后勤部三个办公机构，形成了一个筹

建性的领导机关。同时，还成立了中共华

东军区海军临时委员会，张爱萍任书记。

三

张爱萍到江阴后，向粟裕报告了日

前召开的海军组建会议情况及工作规

划。粟裕肯定了张爱萍关于海军组建工

作的部署，并向中央军委签发了第三野

战军前委关于成立海军机关及其人事任

命的电报。

至 27 日 ，中 央 军 委 的 批 复 仍 然 没

到，张爱萍心急如焚。为尽快全面启动

海军组建工作，他直接请示粟裕，向第三

野战军前委报告划归海军部队官兵报到

情况及整个工作进展。粟裕理解张爱萍

的心情，当日再次以第三野战军前委名

义给中央军委发报。电文说：前电请以

张爱萍同志为海军司令兼政委之建议是

否可行，请即批示，并请规定关防大小样

式，以便进行工作。

28 日，华东军区海军机关成立大会

在江阴要塞举行。张爱萍首先宣布了华

东军区海军临时党委的组成成员、司令

部机关部门设置及领导名单。接着他宣

布了华东军区海军部队的构成：原苏北

军区海防纵队改编为华东军区海军第 1

纵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第 3 团步兵营

及第三野战军直属侦察营合编为华东军

区海军警卫团。最后，张爱萍列出了当

前亟须落实的工作任务，豪情满怀地号

召大家，担负起建设人民海军的光荣任

务，以最快速度建设一支具有一定护航

和军运能力的海军，待命配合陆、空军解

放全中国。

后来担任了海军副司令员、军事科

学院政委的张序三中将回忆起这次大会

时 说 ，这 是 他 第 一 次 见 到 张 爱 萍 司 令

员 。 当 时 的 张 司 令 员 才 39 岁 ，身 材 修

长，腰板笔挺，两眼深邃特别有神，口才

好，讲话还喜欢带着手势，那手势特别有

力。就是从那时起，他坚定了干海军的

信心，在海军干了一辈子。

5 月 4 日，中央军委电复第三野战军

前委：同意以张爱萍为华东军区海军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及其司令部的组织形

式。华东军区海军机关正式成立。

12 日，上海战役打响。13 日，为迎

接上海解放，华东军区海军机关成立了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部”，

张爱萍兼任部长，下设军事、政工、舰船、

后勤、造船厂等 5 个接管处及接管组，分

别接收上海、江阴、镇江、湖口等地的海

军 设 施 和 破 旧 舰 船 。 27 日 ，上 海 解 放

后 ，海 军 接 管 工 作 迅 疾 全 面 展 开 。 28

日，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进驻上海。

张爱萍从金声（中共地下党员，曾任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处得

知：国民党海军撤离上海时，不少正直的

爱国之士毅然脱离了海军，隐蔽身份留

了下来。这批人大多分散在上海各个角

落，青岛、福州等几个海军基地也有这种

情况。张爱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

召开了临时党委会，决定让他们为人民

海军的建设作贡献。

6 月 12 日，华东军区海军发布通告，

在上海、福州、青岛等各大沿海城市设立

“登记原国民党海军办事处”，招收各地

有海军工作经历的人员。短时间内，投

身到人民海军来的有数千人，各类层次

官兵较齐全。

12 月中旬，为组建全军最高的海军

领导机构，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

中央军委致电中南军区，调第 12 兵团兼

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负责组建海军领

导机构。人民海军创建步伐大大加快，

逐步实现了建设一支具有一定护航和军

运能力海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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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起义，打响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

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

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一

9 月 9 日，一面鲜红的旗帜在湘赣

边 界 地 区 飘 扬 ，一 支 新 型 人 民 军 队 在

崇 山 峻 岭 中 崛 起 。 军 叫 工 农 革 命 ，旗

号为镰刀斧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第一次公开打出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旗 帜 ，它 承 担 着 救 国

救民的重任。

但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

反扑，工农革命军损失严重。在这种情

况下，部队急需作出抉择：继续执行原

定 计 划 进 攻 并 夺 取 长 沙 ，还 是 另 寻 出

路？

此时，面对战斗失利和前途渺茫的

情况，一些人悲观动摇了。据参加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的赖毅回忆：“部队中弥

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

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

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

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

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

危急时刻，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

放弃攻打长沙。19 日，毛泽东在文家

市 主 持 召 开 前 委 会 议 ，会 议 经 过 反 复

讨 论 ，参 会 的 大 多 数 成 员 接 受 了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取浏阳直

攻长沙”的错误意见，决定转向敌人统

治 力 量 薄 弱 的 农 村 、山 区 ，寻 求 落 脚

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第二天早

晨 ，毛 泽 东 在 里 仁 学 校 操 场 向 工 农 革

命军第 1 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前委关

于不打长沙向南转移的决定。21 日，

工 农 革 命 军 由 文 家 市 出 发 ，沿 罗 霄 山

脉 南 下 ，开 始 了 创 建 农 村 根 据 地 的 伟

大斗争。

29 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翻越重

重大山，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一个万木

苍翠、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永新县三

湾村。

在来三湾村的途中，部队人数越来

越少，思想相当混乱，出现了官多兵少

和 枪 多 人 少 的 现 象 。 到 达 三 湾 村 时 ，

5000 多人的队伍剩下不足千人，军心涣

散，几乎到了不战自溃的地步。

二

工 农 革 命 军 ，其 主 要 成 员 来 自 农

民，尽管有党的领导，但成员的思想意

识、行为习惯等依旧没有摆脱农民阶级

的局限性。农民武装特有的许多弊端，

比如地方观念严重、缺乏远大目标和理

想等等，也存在于红军之中。如不加以

改造，仍然摆脱不了溃散的命运。

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这支军

队有着透彻的理解。要把这支以农民

为主体的军队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

军 队 ，就 必 须 让 其 彻 底 摆 脱 农 民 的 狭

隘，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革命

目标。在毛泽东头脑中，“支部建在连

上”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改造这支军

队的艰难历程由此开始，并经历了多次

严峻的考验。

到 三 湾 村 的 当 天 晚 上 ，在 一 间 名

为“泰和祥”的杂货铺内，毛泽东主持

召 开 了 中 共 前 敌 委 员 会 扩 大 会 议 ，提

出 了“ 把 支 部 建 在 连 上 ”等 重 要 原

则。很多官兵对毛泽东的方案提出质

疑 ，毛 泽 东 耐 心 地 一 一 解 答 。 就 这 样

在 微 弱 的 油 灯 下 ，会 议 一 直 持 续 到 天

亮 。 真 理 越 辩 越 明 ，道 路 越 来 越 清

晰，“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开始深入

人心。

三湾改编主要进行组织整顿。由

于部队减员很多，编制残缺，前委决定，

将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

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

第 1、第 3 营，共 6 个连，另编特务连、卫

生队和辎重队。改编后，全团只剩 700

余人，长短枪 700 余支，机枪 2 挺，但队

伍更加纯洁、稳定，基层连队也得到充

实。对少数悲观动摇的人，采取愿留则

留、愿走则走的原则。对愿走的，按照

路途远近，发给三至五块钱作路费，开

证明信允许他们离开，并希望他们回到

本地后继续革命；将来如愿意回来时，

还欢迎回来。经过这样的组织整顿，部

队的人数虽然少，但是，留下来的，都是

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革命

者，队伍更巩固、更精悍、更纯洁了，战

斗力也更强了。

改编的关键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

导。在部队各级建立共产党组织：支部

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小组，营、团建立

党委，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

同时，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由党组织

的书记任同级党代表，负责党务工作、

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与军事长官共同

管理和指挥部队。各级共产党组织的

建立健全，特别是连队党支部的建立，

使部队中有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促进了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增强了部队

的凝聚力。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

告中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

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

因。”

同时，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

兵 有 开 会 说 话 的 自 由 ，废 除 烦 琐 的 礼

节，经济公开”。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

会，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

兵民主选举产生。军官也参加士兵委

员会，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军官

当选者不得超过委员人数的 1/3。士兵

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和组

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生

活 ，监 督 部 队 的 经 济 开 支 和 伙 食 管 理

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军

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

至制裁。这种改善官兵关系的改革，也

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湘赣边界

秋 收 起 义 前 ，军 官 每 顿 饭 都 是 四 菜 一

汤，和士兵待遇悬殊。三湾改编以后，

官兵待遇完全一致，干部和战士吃一样

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

30 日 清 早 ，晨 光 变 成 血 染 似 的 红

色 ，火 红 的 枫 树 叶 随 微 风 轻 轻 摆 动 。

毛泽东站在枫树前，向全体指战员宣布

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

并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讲了话：敌

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

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

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

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

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

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在这次

鼓舞人心的讲话里，毛泽东着重强调：

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三

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

则确立后，军队面貌焕然一新。仍旧是

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却列队整齐，官

兵个个目光炯炯。大家知道了为谁打

仗，懂得了为谁扛枪。党的战斗堡垒筑

在了最基层，筑在了斗争的最前沿。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元帅在《秋

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

是 从 这 时 开 始 ，确 立 了 党 对 军 队 的 领

导 。 当 时 ，如 果 不 是 毛 泽 东 同 志 英 明

地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那么，这支部

队 就 不 会 有 政 治 灵 魂 ，不 会 有 明 确 的

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

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

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

变 成 流 寇 。 当 然 ，三 湾 改 编 也 只 是 开

始 奠 定 了 新 型 的 革 命 军 队 的 基 础 ，政

治 上 、思 想 上 的 彻 底 改 造 是 一 个 长 期

斗争的过程。”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

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

设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三湾：新型人民军队在这里奠基
■褚 银 李汝海

我军政治整训历史回眸

1927年秋，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时用过的油灯和砚台。 资料图片

在 抗 日 战 争 进 入 局 部 反 攻 并 取

得 重 大 胜 利 之 际 ，中 共 中 央 和 中 共

中 央 军 委 决 定 利 用 战 斗 间 隙 进 行

一 次 全 军 性 大 规 模 整 训 ，以 适 应 形

势 发 展 的 需 要 ，准 备 全 面 反 攻 和 对

付 国 民 党 顽 固 派 可 能 发 动 的 突 然

袭击。

1944 年 7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在一年

内加紧整训现有部队，在现在物质基

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人民军队

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

步，准备将来使人民军队发展一倍至

数倍的条件”。整训内容分军事和政

治两个方面。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

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练兵

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于是，

各部队开展练兵竞赛，及时检查评比，

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局面。许多新的练

兵方法被创造出来，成绩纪录不断被

突破。据第 120 师第 358 旅统计，全旅

经过训练，步枪射击命中率大幅提高，

特等射手由 174 名增加到 433 名；投弹

距离创造了 72 米的最高纪录。

这次整训规模很大，通过深入政

治动员、拿敌练兵，官兵互教互学、互

帮互助，部队战斗力、凝聚力得到明显

加强，为进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刘芳芳）

左图：晋 察 冀 部 队 在 举 行 对 刺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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