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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管武装筑就民兵标杆

1964 年大比武期间，民兵方阵涌现

出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先进典型，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是留庄英雄民兵营和浪井

尖兵民兵营。

河南省济源市留庄“英雄民兵营”，

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民兵队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留庄民兵

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驾起葫芦舟，摆开

地雷阵，立下赫赫战功，涌现出薛平华、

范瑞礼、李传玉等著名民兵英雄。他们

与杜八联人民共创的“联防战”，被列为

中国民兵“三大战法”之一。群众性练兵

比武开始后，留庄民兵营在党支部带领

下，大胆批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思

想，坚持先传思想后传枪，从一言一行、

一招一式入手开展作风、技术“传、帮、

带”；坚持劳武结合，常备不懈，把枪带到

田间地头，利用休息时间练瞄准、刺杀，

青年民兵的军政素质得到极大提高，队

列、射击、游泳、爆破等训练课目样样在

行。1964 年，范瑞礼代表留庄民兵营爆

破组参加了武汉军区在信阳举行的军民

比 武 大 会 ，在 爆 破 课 目 中 荣 获 奖 项 。

1964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武

汉军区在留庄举行了命名大会，授予留

庄民兵营“英雄民兵营”的荣誉称号。留

庄民兵营“腰系葫芦肩荷枪”，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战斗精神赓续传承，成为全国

民兵建设的一面光辉旗帜。

另一面光辉旗帜——山西省晋城市

浪井“尖兵民兵营”。浪井民兵营前身是

抗日支前队。经历过抗战的浪井村民以

步枪为伴、以精武为荣，传承了参加军事

训练、苦练杀敌本领的光荣传统。20 世

纪 60 年代初，大队党支部一班人经常跟

班训练，与民兵们一起练投弹、练射击、

练刺杀。民兵们经常抓住劳动空隙，积

极主动开展军事训练。村民牛铁保家，

兄妹 6 人每天坚持出操训练。基干民兵

李桂英每次在下地回家后或趁孩子们休

息时，趴在院子里练瞄准、学刺杀。她参

加 23 次实弹射击，获得 21 次优秀、2 次

良好。这样苦学苦练的“神枪手”，在浪

井民兵营还有不少。1964 年大比武展

开之初，面对山西省军区射击尖子队“踢

馆”，浪井民兵营从容不迫，派出一名 18

岁的女民兵上前应战，在“卧姿精射、百

米打鸡蛋、千米打气球”3 个射击课目比

赛中取得两胜一平的好成绩。“枪打得

准，兵练得精”，让浪井民兵营在各级各

类比武竞赛中屡屡夺魁。同年，山西省

晋东南地委行署、军分区联合授予浪井

民兵营“尖兵民兵营”称号。

这两个民兵营树立起全军民兵训练

学习的榜样，促进了全国民兵队伍的建

设发展。

不爱红装爱武装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

场 。 中 华 儿 女 多 奇 志 ，不 爱 红 装 爱 武

装。”这是毛泽东同志于 1961 年为女民

兵题写的诗词，也是 1964 年大比武赛场

上广大女民兵勤勉神勇和“巾帼不让须

眉”的生动写照。

1964 年 6 月 9 日，来自山东长岛的

女民兵刘延凤随同济南军区军事汇报表

演队前往北京参加比武，取得了半自动

步枪速射 50 发 50 中和精度射击 7 发 7 中

的优异成绩。

6 月 15 日，刘延凤和沈秀爱代表山

东女民兵，在北京西山靶场进行 100 米

距离两分钟 50 发速射和 150 米距离汽水

瓶目标精度射击两个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课目。在第一个课目中，刘延凤手持 56

式半自动步枪，侧身卧倒、出枪、压子弹，

动 作 干 净 利 落 地 率 先 打 完 50 发 子 弹 。

虽以 47 发命中的成绩落后于沈秀爱 2

发，但其弹着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地方

被打得密密麻麻。首战失利的刘延凤迅

速调整心态，迎接第二个课目的表演。

对于刘延凤来说，这次精度射击难度增

加了不少，因为在平日练习时选用的目

标是直径 10 厘米的啤酒瓶，而这次的目

标是直径 6 厘米的汽水瓶，射击距离也

由平时的 100 米增加到 150 米。射击开

始后，刘延凤如有神助，5 发子弹发发命

中，成功击碎 5 个瓶子。其他两位表演

者发挥不理想，子弹打完后仍各剩两个

瓶子。此时广播里传来“在战场上要发

扬团结斗争、互相帮助的精神”，刘延凤

重新举枪连射 4 发，将剩余的 4 个瓶子全

部击碎。看台上所有人激动地站起来鼓

掌，毛泽东同志更是高兴地称赞“真不愧

是个神枪姑娘！”

共和国领袖的赞誉传到台下，传出

北京，传遍神州大地。这位 1938 年出生

在山东长岛贫苦渔家的女孩，凭借自己

的坚韧不拔在大比武赛场上展现出惊人

的射击“神技”，展现出女民兵“不爱红装

爱武装”的巾帼风采。

祖孙三代皆是神枪手

这场大比武中，各地涌现出许多先

进民兵典型，有民兵集体，也有几代民

兵、夫妻民兵、姊妹民兵、兄弟民兵，等

等。其中，来自山东烟台崆峒岛的渔民

吕氏一家祖孙三代人——爷爷吕其喜

61 岁、父亲吕志玉 33 岁、孙子吕永顺 14

岁，格外引人注目。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巩固国防、建

设牢固的海岸防线，边防海岛民兵广泛

开展军事训练。地处烟台市芝罘区最北

端的崆峒岛，面积仅 0.84 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不足千人，却是一座天然堡垒，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这里还是一片爱国尚武

的热土，民兵训练抓得格外紧。曾经手

推独轮车跟随解放军踏遍大半个中国的

老 支 前 模 范 吕 其 喜 ，更 是 训 练 积 极 分

子。他带着儿子吕志玉、孙子吕永顺积

极参训，苦练杀敌本领，其先进事迹在当

地广为流传。

1964 年 6 月 15 日，吕家三代民兵在

北京西山靶场进行汇报表演，各用 10 发

子弹对 5 个靶标进行射击。吕其喜表演

200 米半身靶射击，吕志玉表演 150 米胸

环 靶 射 击 ，吕 永 顺 表 演 100 米 头 靶 射

击 。 3 人 一 同 进 入 掩 体 ，拉 枪 栓 、上 子

弹，据枪、瞄准、击发，动作整齐划一，一

气呵成，枪响靶落，赢得阵阵掌声。

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由于吕其喜

年纪较大，且有些紧张，射击时有一枪脱

靶了。吕永顺眼疾手快，偏过身子补了

一枪，爷爷前方的靶标应声倒地。检阅

台上的将帅和现场观众看见这一幕，纷

纷为他鼓掌。要知道在战场上打击敌人

的同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快速掌

握战场情况，并能迅速反应、命中目标，

这是难得的战斗素养，充分展现了这名

小神枪手优秀战斗员的潜质和默契的团

队配合。原本祖孙三人同台表演，打的

就是团队配合，小小插曲映照出祖孙三

人在长期训练中磨合出来的团队精神。

表 演 结 束 后 ，吕 家 三 代 民 兵 受 到

毛 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 的 亲 切 接 见 ，并 和 他 们 合 影 留 念 。

罗瑞卿还奖励给他们一支半自动步枪，

枪托上刻着三人的名字。

1964年大比武中的民兵身影
■杜俊楠 郭 茹 陈 愚

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的中国文化名

人大营救纪念馆，是岭南地区收藏中国

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也是

深圳市唯一的主题性纪念馆。“保卫祖

国 为民先锋”——纪念馆内，著名爱国

人士邹韬奋赠给曾生同志的一份题词

复制件，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带领大家

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行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

华日军攻陷香港。香港沦陷后，一大批

在香港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爱国

民 主 人 士 和 文 化 界 人 士 陷 入 危 险 境

地。日军不仅分区分段展开搜查搜捕，

还贴出告示，限令他们前往指定地点报

到，否则格杀勿论。这些爱国民主人士

和文化界人士大都是由内地辗转疏散

到香港的，难以寻求当地庇护，一旦落

入日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

1941 年 12 月，周恩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

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指示要尽

一切努力，营救被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

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将其转移到大后

方安全地区。

接到命令后，廖承志立刻召开紧急

会议，决定依托东江抗日游击队（东江

纵队前身）组织制订营救“三部曲”：首

先设法与滞留在港人士取得联系，帮助

他 们 迅 速 转 移 隐 蔽 ；然 后 组 织 秘 密 护

送，分批将他们撤离香港，转到东江游

击区；最后再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将

他们送往内地大后方。

看似简单的营救行动，实施起来却

处处险情密布，其间有日军岗卡，又时

有 土 匪 抢 劫 。 而 且 ，游 击 队 当 时 只 有

300 余人，财力物力有限，要完成这样艰

巨的任务，必须全力以赴。游击队选择

在日军防守薄弱地区开辟交通线，尽量

避免与日军、伪军发生冲突。他们向当

地绅士们筹款，以保障营救经费，还在

从香港九龙至惠州白石龙百余里的交

通线上，设立多处秘密接待站。

为确保安全，游击队计划派出最精

干的交通员做向导，分批接送；多走山

区和农田小路，尽量避免遇到日军和熟

人；又派出便衣武装人员和警戒哨，一

段一段地护送；再请平常与绿林道上有

交往的人员出面，对沿线的维持会、土

匪等做好统战工作。

1942 年元旦，经过周密部署，一场

规模庞大的秘密大营救拉开序幕。

首先是“先锋队”开路，廖承志等人

先行出发，他们在地下交通站人员和短

枪队的掩护下，秘密撤离香港，并在沿

途逐一检查接待点，安排转送工作。

而后是水陆并举，同时施展营救。

陆路营救方面，1 月 9 日，茅盾、戈宝

权、叶以群等人混在难民群中，从香港

洛克道临时集中点出发，由交通员引领

穿街越巷至铜锣湾避风塘，穿过被剪开

的铁丝网缺口登上大驳船。在此前后，

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数十人也

从其他集中点由交通员护送上船。

10 日凌晨，交通员带领大家分别改

乘 3 条披有草席篷的小艇，借着铜锣湾

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

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的秘密接待点。

11 日，一行人再次打扮成难民撤离

九龙市区，在游击队护送下，沿西线入

青山道，经九龙径到荃湾、元朗的交通

线，避开日军的检查岗哨，冒险通过日

军封锁线，进入大帽山区；然后翻山穿

谷 ，经 元 朗 十 八 乡 、落 马 洲 ，渡 过 深 圳

河，安全抵达羊台山抗日根据地。

水路撤离方面，作为重点营救对象

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因年老体弱不

易跋山涉水，因而安排他们乘船从水路

撤离。

10 日，地下党员用小船载何香凝、

柳亚子及其家人前往长洲岛，拟从那里

转乘两艘机动帆船前往汕尾。然而，此

前日军已下令没收一切机动船只的发

动机。这样一来，机动帆船就变成只能

依靠风力行驶的帆船了。

15 日 ，何 、柳 两 家 人 ，与 海 丰 商 人

一 起 ，乘 坐 两 艘 帆 船 从 长 洲 出 发 。 岂

料 出 海 后 风 平 浪 静 ，被 迫 在 海 上 漂 流

多 日 。 在 漂 到 新 界 附 近 的 牛 尾 海 时 ，

船上准备的粮食和水已耗尽。正当大

家 焦 急 之 际 ，游 击 队 的 巡 逻 船 出 现

了。他们听说何、柳等人在船上，立即

向 上 级 报 告 ，随 即 送 来 食 物 和 饮 用

水 。 大 家 这 才 化 险 为 夷 ，最 终 安 全 到

达汕尾海丰县马宫港。

就这样，一批批人员分别从陆路、

水路陆续撤离。

这场规模宏大的秘密大营救，历时

近 200 天，共撤离 800 余名进步文化界人

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还营救出

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其

间，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是为“胜

利大营救”，并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

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一壮举蜚声海

内外，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抗日武装在各界人民和海外的影响、促

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同时，秘密大营救保护了中国

的“文脉”和精英，这批文化精英后续为

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繁荣作出了重要

贡献。

粤港秘密粤港秘密大营救大营救
■汤炎忠

1935 年 8 月 13 日，红二十八军游

击至立煌县（今金寨县）燕子河地区，

得知国民党军第 65 师第 195 旅第 390

团一个营（后来得知是一个团）进驻花

凉亭，企图阻截红二十八军。红二十

八军政委高敬亭与红二十八军八十二

师政委方永乐等人分析认为，驻花凉

亭之敌是分散孤立之敌，与敌军其他

据点相距甚远，不易得到援助。我军

当时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士气旺盛，若

以长途奔袭、速战速决的打法是完全

可以取胜的。根据上述分析，高敬亭

立即作出“夜袭花凉亭”的决定，命令

部队于当日下午急行军 20 余公里，在

黄昏前隐蔽进至花凉亭南侧地区集结

待命。方永乐作简短的临战动员后，

各部队趁月夜接近敌军。

花凉亭位于立煌县方家坪通往霍

山县城的大道上，是一个有着二三十

户人家的小集镇，地处大别山腹地，大

道 两 侧 山 峦 起 伏 ，林 深 草 茂 ，道 路 狭

窄，集镇西南侧和西北侧各有一道山

岗 ，地 形 比 较 复 杂 ，便 于 红 军 隐 蔽 接

敌。敌军在花凉亭南侧高地和东北侧

高地部署了一个连的兵力，并构筑了

野战工事，阵地前沿有树干设置的鹿

砦障碍；在黑桃湾东侧长行高地亦部

署了一个连，配有重机枪火力，以保障

花凉亭侧后的安全；其余兵力分布在

花凉亭和田湾大瓦房地区；营指挥所

位于花凉亭。

22 时许，按预定作战计划，红二十

八军特务营首先向花凉亭东北侧高地

发动进攻；手枪团和第 244 团 1 营在方

永乐的带领下向敌花凉亭西南侧高地

发动进攻，并相继攻克花凉亭西南侧

高地和田湾大瓦房；2 营在进攻敌黑桃

湾东侧长形高地时，发现高地上敌人

的 2 个机枪火力点正在向手枪团和 1 营

进攻方向疯狂扫射，营长立即命 6 连副

连长带一个班，迎着敌人猛烈的火力，

迅速摸上去用手榴弹将其炸毁。战斗

中，干部带头冲锋、勇猛指挥，战士顽

强拼搏、不怕牺牲，充分发挥我军近战

特长，奋勇杀敌。

正当各路部队进攻得手、准备向

花凉亭集镇发起围攻时，红二十八军

突然从俘虏口中得知，敌驻花凉亭的

兵力实际上是一个团。鉴于敌情变化

和天将拂晓的实际情况，方永乐立即

下令撤出战斗。

此 战 ，红 二 十 八 军 毙 伤 敌 200 余

人，俘敌 100 余人，缴获步枪 200 余支、

轻重机枪 7 挺、迫击炮 1 门、各种子弹 1

万余发，以较小代价取得了较大胜利，

并积累了夜间作战的初步经验。参加

过此战的林维先，之后在为《皖西革命

回忆录》撰写的《红旗永不倒（代序）》

中，专门提到了花凉亭战斗，他说：“这

是三年游击战中我军进行的唯一的夜

间攻坚战斗，不仅取得了重创敌军一个

营的胜利，也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组织指

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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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还能在战时

作为武器平台和运输车开赴战场。然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这样

一类不承担作战任务的特种火车，运载

的不是武器和士兵，而是伤员和医护人

员。一列列火车在战场之间穿梭，为伤

员带去生命和希望，被人们称为“铁轨上

的医院”。

1853 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随

着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英军尝试利用

为补充战备而修建的铁路运送伤员。

当时，这种做法仅限于后送伤员，还未

实现在运送途中进行治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政

府已嗅到战争气息，修建了伦敦地区和

英国西北部的铁路。同时，他们预感大

规模战争势必产生更多的伤员，便召集

铁路相关人员加紧设计救护火车。1914

年 8月底，第一列救护火车成功问世，并

前往南安普敦开始了它的使命。此后，

英国一直没有停止这种火车的生产。至

1918年，英国铁路公司已拥有 20列专供

英军使用的救护火车及 31 列在欧洲大

陆使用的救护火车。战争期间，这些救

护火车在前线和英国本土之间往返，一

旦战场上有伤员被送下来，首先在前线

附近的简易救护站接受基本的治疗，随

后就会被抬上担架，送上救护火车，接受

更为专业的治疗。回到英国后，伤员们

就会被转移至救护汽车上，送往全国各

地的医院接受后续的护理。

如今，在英国约克的国家铁路博

物馆中，藏有这一时期救护火车的相

关照片和设计图纸等资料，从中可以

了解到这些救护火车的基本情况和当

时 人 们 在 车 上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这些救护火车长达 500 余米，有 10

余节车厢。其中，一半以上的车厢作

为病房车厢，其余车厢供工作人员使

用或储存医疗物资。当时英国医护人

员数量有限，每列救护火车仅配备一

至三名医生和两至三名护士。车上还

安排了 40 余名勤务兵和几名厨师进行

保障。火车上的工作并不轻松，工作

人员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伤员，不仅

要缓解他们身体的病痛，更要从精神

上给予他们鼓励和安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军利用

《日内瓦公约》中不能对有医疗标识的

目标进行攻击的规定，在每列火车的车

顶和两侧涂上醒目的红十字标识，使敌

军将其识别为医院火车而不是军用火

车，从而完成伤员的平安后送。

战争结束后，大部分救护火车被

重新改装成普通列车，带着那段非同

寻常的历史记忆，开启新的旅程。

“铁轨上的医院”
■曹胜杰 贾 昊

“神枪姑娘”刘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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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民是胜利之本。1958年，党中央
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全民皆兵”“大办民
兵师”的方针后，民兵队伍建设取得了
较大发展。1964年 1月，中央军委发出
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
的群众运动，培养本单位的“郭兴福”。
为进行郭兴福教学法的普及和推广工
作，中央军委于同年 4月正式决定在全
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同
年 5月，总参谋部下发了《关于在民兵
中开展民兵神枪手活动的通知》和《关
于组织民兵参加全军比武的决定》。全
国各地民兵组织积极响应号召，结合自
身特点展开比学赶帮的群众性练兵运
动。在各军区比武活动中民兵频频现
身，留下一个个矫健身影，展现出过硬
的军事技能。 吕家祖孙三代民兵切磋射击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