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 年 8 月 29 日 ，驻 宿 迁 的 日 军

派 出 金 井 中 队 和 伪 军 侵 占 了 宿 、泗 运

河线上的小张庄，设立据点，控制林公

渡口，妄图切断苏北、淮北抗日根据地

之 间 的 联 系 ，进 而 重 新 控 制 宿 迁 至 泗

阳段大运河。

林公渡北靠运河，西北距宿迁县城

32 公里，东南距泗阳县城 20 公里，是苏

北与淮北两大抗日根据地往来联系的要

道。此处地形开阔，易于防御，敌人随即

构筑了东西长约 120 米、南北宽约 50 米

的据点，在据点四角构筑炮楼，周围还挖

有 3 米宽的一道外壕，外壕后沿筑有暗

堡，并架设鹿砦、铁丝网，烧毁了据点外

的临近房屋。

在日军进占林公渡前，新四军第 3

师 第 10 旅 兼 淮 海 军 分 区 早 已 判 明 敌

之企图，进行了充分准备。一方面，对

运 河 沿 线 做 了 详 细 勘 察 ，绘 制 地 形 要

图 ，同 时 动 员 群 众 拆 掉 院 墙 ，埋 藏 粮

食 ；另 一 方 面 ，为 了 迷 惑 和 麻 痹 敌 人 ，

第 10 旅 有 意 识 地 把 主 力 调 到 沭 阳 县

以南集结，佯装向盐河行动，诱敌向林

公渡冒进。

9 月 5 日 ，第 10 旅 召 开 党 委 会 议 ，

决 定 趁 敌 立 足 未 稳 而 拔 除 之 。 6 日 黄

昏，我军攻击部队顶着初秋的晚霞，自

裴 圩 、里 仁 集 一 线 向 林 公 渡 奔 袭 ，在 7

日 拂 晓 前 从 运 河 线 上 崔 镇 渡 河 ，把 小

张 庄 据 点 团 团 围 困 起 来 。 同 时 ，我 军

构 筑 工 事 ，挖 了 数 道 通 往 敌 据 点 前 沿

的交通壕。

7 日上午，据点内日伪军发觉情况

不妙，组织多次反击，企图冲出包围，均

被我军击退。下午，驻宿迁城日军百余

人进至洋河镇，企图解林公渡之围，被

我 打 援 部 队 阻 击 ，未 敢 轻 易 前 进 。 当

晚，攻击部队趁着夜色缩紧对林公渡据

点的包围，逼近前沿。我军从据点西侧

发起进攻，用手榴弹炸开鹿砦，冲进外

壕，砍断暗堡外铁丝网，向敌暗堡射孔

内投入手榴弹将其炸毁，成功突破敌人

的前沿阵地。

8 日下午，我攻击分队在炮火掩护

下发起总攻，正南方向已突破敌前沿，

但遭敌暗堡密集火力压制未能进入纵

深；东面进攻为敌猛烈火力所阻，多次

冲锋未能奏效，敌我形成对峙。晚上，

我攻击部队集中炮火，一举摧毁敌人的

火 力 发 射 点 ，再 次 发 起 冲 锋 。 战 至 凌

晨，敌人已被压缩在东北端三间房屋的

指挥所内和东南角两个地堡中。我炮

兵 集 中 火 力 向 敌 指 挥 所 院 内 猛 烈 炮

击。激战中，日军金井中队长被击毙。

余敌惊恐万状，于拂晓前放火烧屋，利

用 硝 烟 向 西 突 围 ，当 即 被 我 军 歼 灭 过

半。沿着运河向西狼狈溃逃的敌人，被

我军追击到郑楼一带，又遭遇我打援的

第 4 支队，激战中敌大部被歼灭，仅剩

10 余人窜回洋河镇据点。

经 过 连 夜 激 战 ，我 军 胜 利 拔 除 了

林 公 渡 据 点 ，全 歼 日 军 金 井 中 队 数 十

人，毙俘伪军 90 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

药 、电 台 和 其 他 军 用 物 资 。 此 战 极 大

鼓舞了宿泗地区军民的抗日热情。

全歼日军金井中队的林公渡战斗
■江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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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第一面军旗是在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时打出的。此后，由于红军各部相

互协同和联系较少，军旗的样式和尺寸

都不统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将设计军旗、军徽

问题提上日程。

1948 年 2 月 ，在 周 恩 来 的 提 议 下 ，

毛泽东、任弼时等研究决定，面向全军征

求军旗、军徽样式。

21 日，中共中央征求对设计人民解

放军军旗、军徽和臂章的意见，请各地

各 单 位 研 拟 具 体 样 式 报 送 中 央 审 议 。

电文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

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现

我军向外进攻，发展新区，已渐感觉有

此需要。过去使用国民党党徽作帽花

的，自应宣布一律取消。惟有些部队已

自动带上红五角星作帽花，亦显与苏军

帽花完全混同，不甚合适。兹特通电，

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各野战军

前委及中工委、中后委意见，望于一个

月内外提出你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军

旗、军徽、帽花、臂章的具体意见。为了

征求意见，除你们自己研究讨论外，你

们可以组织一个专门讨论此项问题的

委员会，提出方案供中央选择，以便颁

布统一规定，全体遵行。”据此，一个征

集 军 旗 、军 徽 图 案 设 计 样 式 方 案 的 活

动，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在全军

展开。

一

5 月，军委作战部调整组织机构，李

涛任作战部部长，下设 4 个局。周恩来

便将军旗、军徽和臂章样式的汇集、综合

和研议工作交给了军委作战部一局。李

涛领受任务后，同一局作战室副主任张

清化等商议，决定由作战室二科科长江

右书具体负责组织和联络，汇集综合全

军的应征方案。

7 月，黄镇调任新筹建的军委政治

部研究室副主任。考虑到黄镇是美术科

班出身，又当过美术教员，懂艺术设计，

而且参加红军后，边战斗边创作，具有丰

富的革命斗争和美术实践经验，周恩来

即指定他一起参与军旗的设计工作。

接到命令后，黄镇随即成立了设计小

组，还起草了征集军旗、军徽图案的通知，

用电报发往各大军区和中直、军直机关。

至 1948 年 冬 ，收 集 汇 总 起 来 的 样

旗、样徽装了好几大箱子。这些样旗、

样徽一致选用红色为底色，五角星也成

为基本元素。黄镇组织人员将应征图

案缩小成统一规格绘成图样，精心制作

了 30 余幅军旗小样，每幅小样下工整地

写上设计单位和设计说明，装订成册。

周恩来看过小样图册后很满意，建议从

中精选出十几种，呈送毛泽东、刘少奇、

朱德审定。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黄镇又仔细核

阅小样和说明，从中精选出 12 幅，呈交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

中央领导人审阅，并征求有关部门负责

人的意见。

在此期间，有的部队等不及了，就开

始自己动手制作徽章。1948 年底，鲁中

军区政治部《前卫报》为纪念建军 21 周

年出版的特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当

看到封面上的五角星和“八一”二字时，

毛泽东很欣赏，于是便让中共中央机要

室主任叶子龙拿着一份《前卫报》去作战

室传达了指示：军旗上要有“八一”二字，

以表示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

部分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旗上要

有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军旗要以红色为底色，既是革命

的颜色，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传统喜庆

颜色；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用黄色。不

久，周恩来就军旗的设计明确指示：旗杆

要有红黄二色旋纹，顶部要装一个红缨

枪的矛头，饰着红穗。同时肯定了设计

小组提出的军旗尺寸的意见。

黄镇等人按照上述指示对军旗方案

进行了调整，其中“八一”字体最初设计

为楷体，但考虑到战争中各单位制作该

字体有难度，不易规范，故而改成了“齐

壮的等线体美术字”。

江右书带着作战部的几个同志用红

黄两色“电光纸”做出了一面带有五角星

和“八一”二字的样旗，经李涛把纸样呈

送周恩来。周恩来看过后，建议用大一

些的红布制作两幅样旗，五角星和“八

一”两个字可摆放在不同位置，在即将召

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请到会委员们共同

审议，提提意见。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作

战部制作了两面样旗，一面是五角星右

侧为“八一”，置于左上方；一面是五角星

在正中央，“八一”两字放在五角星内。

二

1949 年 3 月 5 日，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开幕。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作战部

把两面样旗挂在主会场的墙上，各大单

位上报的图样也摆放在了会场靠墙的几

张桌子上，请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在会议

中间休息时审议。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均

感觉挂在墙上的两面样旗比较好，对军

旗的尺寸和红底五角星的基本样式表示

认可。其中，绝大多数人表示同意“八

一”两字在左上方的第一种图案，有的也

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于是，会议通过了

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明

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

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虽然《决议》确定了军旗设计的三条

原则，但是要拿出元素组合、位置摆放、

尺寸比例都尽善尽美的方案，以代表浴

血奋战才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仍需要花一番心思。3 月下旬，周恩来

指示江右书等人：军旗图案已经原则通

过，但五角星和“八一”两个字的位置怎

么摆放，你们再具体设计几个方案，待进

一步审议后，确定一种样式，制作标准的

样旗、样徽。

受 领 任 务 后 ，作 战 部 从 各 大 军 区

抽 调 参 谋 人 员 ，组 成 工 作 组 。 在 反 复

征 求 多 方 面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很 快 便 提

交了 3 种设计方案。其中，方案一是五

角 星 外 加“ 八 一 ”二 字 ，置 于 旗 杆 一 侧

的左上方；方案二是五角星置于中央，

“八一”二字竖排，置于五角星内；方案

三 是 五 角 星 右 侧 加“ 八 一 ”二 字 ，置 于

上 半 部 中 央 ，下 面 加 几 条 蓝 色 波 纹 水

线 ，象 征 中 华 大 地 的 山 川 河 流 。

毛 泽 东 等 中 央 领 导 人 看 过 之 后 ，军 旗

样 式 更 倾 向 第 一 种 方 案 ，军 徽 样 式 更

侧重第二种方案。

考虑到制定军旗、军徽是国家的一

项大事，中央领导人交代还应该再征求

一下在北平的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并请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征求参加新政协

会议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的意见。同

时，委派作战部的同志分头带了 3 种样

旗、样徽，登门征求各方意见。看过样

旗、样徽的人，大都赞同第一种方案的军

旗和第二种方案的军徽。

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张清化

等按照第一种方案制作了一幅绸料标

准 样 旗 ，交 由 华 北 军 区 司 令 部 组 织 步

兵、炮兵和坦克兵部队演练授旗仪式，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苑摄

制了授旗仪式演练的纪录影片。影片

把授旗仪式上旗手在方队、横队、纵队

和行进间的位置、执旗姿势等动作过程

拍摄下来，与样旗一并呈中央领导，以

待审定。

与此同时，工作组的同志们循着第

二个方案的设计思路，又加班加点绘制

了新的军徽样式：底色为红色，将“八一”

二字置于五角星中央，字体为宋体汉字；

五角星的周边和字均为金黄色。

军 徽 样 式 确 定 下 来 后 ，制 作 帽 徽

标准样品的任务就交给了从晋察冀军

区作战处抽调到工作组的参谋赵光琛

承办。赵光琛根据图纸在北平前门外

西河沿的一家工厂制作了一枚将五角

星 周 边 和“ 八 一 ”二 字 镀 成 银 色 的 帽

徽。周恩来和朱德看了电镀的帽徽初

样后提出，电镀太亮，在阳光下容易暴

露 目 标 。 于 是 ，赵 光 琛 又 去 工 厂 把 电

镀改成了黄红两色的珐琅釉。关于帽

徽 的 佩 戴 方 式 ，周 恩 来 也 做 出 了 明 确

指 示 ，由 于 战 士 们 平 日 作 战 运 动 量 很

大 ，如 果 用 金 属 丝 固 定 帽 徽 恐 会 扎 伤

战士的头，所以建议替换成棉线，并在

五角星的每个角打上小洞用来穿棉线

固定帽徽。

帽徽样品通过周恩来审核后，赵光

琛又遵照指示征求了中央委员们的意

见，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人都对这一

样式非常满意。

三

5 月 27 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

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审定了“八一”

军旗的标准样旗，又在别墅的客厅内审

看了授旗仪式的纪录片，决定在 6 月 15

日，即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的当

天公布军旗、军徽样式。

6 月 15 日，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

开幕当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彭德怀，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军徽样式》的命令。同日，新华社就此发

表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

中国》的短评，指出：“军旗和军徽上都缀

着一颗金黄色的明星，缀着‘八一’两个

字。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已经用灿烂

的星光照耀着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

正在成为一支完全正规化的军队；它的

军旗和军徽的颁布，正是它的正规化的

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样式为长方

形，红地，横直为 5∶4，靠旗杆上方缀金

黄色五角星和“八一”两字，故亦称“八一

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式为镶

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

一”两字，亦称“八一军徽”。

根 据 规 定 ，凡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团

级 以 上 部 队 、院 校 ，均 授 军 旗 一 面 。

从 1949 年 6 月 15 日 开 始 ，全 军 各 部

队 、院 校 均 利 用 战 斗 间 隙 举 行 了 隆 重

的 授 旗 仪 式 。 至 1949 年 末 ，全 军 部 队

官 兵 的 军 帽 上 也 基 本 都 戴 上 了 统 一

样式的帽徽。

“八一”军旗军徽诞生始末
■刘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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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在打击日

伪军、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得到很

大发展。到 1938 年底，八路军由成立

时的近 4.6 万人发展到 15.6 万人。但随

着部队的发展壮大，部队中新战士、新

干部、新党员的成分大量增加，加上部

队长期分散活动，作战频繁，未能及时

进行教育和训练，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

与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难以适应持久

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军阀主义和游

击主义等不良倾向也有所滋长。为此，

在全军开展整训工作成为迫切之事。

一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根

据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提出

“整理现有军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

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

的任务。据此，八路军总部于 1939 年 2

月 11 日发出第一期整军训令，规定整

军利用战斗间隙分期进行，第一期从 3

月 1 日开始，为期 3 个月，整训 31 个团

约 10 万人。训令要求各部队在整训时

要按八路军改编时的编制表充实编制，

团属步兵炮连可逐渐补充，增加 1 个工

兵连、1 个侦察连，全团武器应配足，并

制订出具体整训计划。5 月，八路军总

部颁发新的编制表草案。

新四军的整训工作也在开展。2

月 7 日，新四军政治部在安徽泾县云岭

召开有军直、各支队军政负责干部和部

分团职政工干部，以及军政治部机关干

部百余人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时任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副军长项英在会

上作了《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

务》的报告，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

国平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

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着重研

究了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

以及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巩固部队、团

结友军、瓦解敌军等一系列问题。根据

会议讨论，制订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

织纲要草案》。7 月 16 日，中共新四军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云岭召开，对于坚持

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起到

了重要作用。

6 月 23 日 ，八 路 军 总 部 发 出 第 二

期整军训令，指出：要加强部队政治工

作，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提高技术与战

术，克服游击主义，加强部队正规化建

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训令规定，第二

期整训从 7 月 20 日开始，仍为 3 个月，

整训 30 个团，约 10 万人，并着重于新

组成的部队。

为进一步加强新组建部队的整顿

和建设，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要求

主力兵团应组织考察团、巡视团等到新

部队帮助工作，协同其军事、政治机关，

制订整训计划，并传授经验。

二

在整训过程中，我军把加强党的

建设放在首位。1939 年 6 月，总政治部

发 出《关 于 加 强 部 队 党 内 教 育 的 训

令》，指出：两年来部队因忙于扩充发

展，党内教育一般缺乏有组织、有计划

地进行，因此，决定于三个月内将党龄

一年及一年半以内的新党员，举行一

次有计划大规模的训练。训令并就教

育的目的、各级政治部的责任、教育的

内容等，作了明确规定，以提高军队中

党组织的质量。

7 月 10 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党的

工作的训令》中强调巩固党、强化党的

工作，加强党内教育；要求各部队力求

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党的纪律，发挥党

的组织领导作用。

为此，各部队根据训令，开办了干

部党员、新党员等各种训练班，进行党

的路线教育和阶级教育以及党员标准

及修养教育。同时，健全了党日制度，

活跃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部队建设和战

斗中的模范作用。此外，要求各部队还

应特别注意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充

分发挥其核心堡垒作用。同时，吸收先

进分子入党，提高部队中党员的数量和

质量。

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各

部队在团以上干部中开设马克思主义

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和《中

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课程，营以下

干部学习通俗的政治教材并开设文化

课。有的部队还建立了每天两小时学

习制度。

与此同时，各部队认真传达贯彻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进行形势任

务教育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向广大干

部战士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艰苦

性，要求我军必须紧密地团结和依靠根

据地的人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

传统，才能粉碎日军的残酷进攻；必须

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同国民党顽固

派投降妥协的倾向作出坚决斗争，巩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整训过程中，各级政治机关还建

立、健全了秘书、组织、宣传、青年、文化

和敌军等工作组织和制度，使得整训工

作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

三

9月 30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政治

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的训令》，指出：为保

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纠正某些坏的

习惯和停滞现象，以求得新的进步，政治

工作必须提出新的进步口号，反对照样

行事、不求进步的观念；必须加强各级干

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以提高政工干

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必须加强政

治工作的集体领导与集体讨论，并注意

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10月 25日，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发表《论八路

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一文，对我军

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行系统论

述，并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阐述了纠正

和克服的方法，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

于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

在整训中，各部队也进行了全面认

真的军事训练，包括射击、投弹、刺杀、

爆破、土工作业 5 大技术和单兵战斗动

作，班、排、连攻防战术，以及近战、夜

战、伏击、围点打援等。各级政工干部

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掀起了练

兵热潮。同时，各部队强调学习八路军

传统的优良战法，组织干部听课和进行

野外演习，加强干部的技战术水平。在

每项操课之前，利用课外时间，由连长

召集排长、班长研究如何指挥、纠正动

作中的毛病、维持纪律等，先把干部教

会，然后再去教战士。

1940 年 7 月下旬，新四军豫鄂挺进

纵队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训，召

开整顿思想作风和军事纪律的干部会

议，开展以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游

击习气为主要内容的反不良倾向斗争。

8 月上旬，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召开县

团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军政干部大会，

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扩大部

队和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问题。

司令部机关是军队组织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加强司令部建设，八路军总部于

12 月 8 日发出《关于健全司令部组织与

工作的指示》，指出：吸收新的参谋干部，

健全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并要求各部队

必须像重视政治工作一样来健全各级司

令部机关的组织工作。各部队对司令部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一检查，采取一系

列改进措施，改进司令部与政治机关、后

方勤务等各部门的工作关系，在工作中

尽量争取其他部门的支持与协助。

经过 1939~1940 年的整训，我军全

面加强了军政建设，对于战胜敌人、坚

持敌后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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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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