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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提高备战打仗

能力，我军开展了群众性大练兵活动。

1964 年 1 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

在全军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根

据中央军委指示，总参谋部在华北、南

京等地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

议。会上，中央军委提出要响应中共中

央在各行各业普遍开展“比、学、赶、帮”

群 众 运 动 的 号 召 ，开 展 大 练 兵 、大 比

武。为迎接全军大比武，从 1964 年 2 月

开始，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在全

军展开，训练场上出现龙腾虎跃的生动

局面。

同年 6 月 15 日、16 日，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

军区训练尖子的汇报表演，并给予高度

评价。毛泽东同志在充分肯定比武练兵

作用的同时，指示要把“尖子”经验迅速

普及到全军。这一指示更加鼓舞了全军

广大官兵的练兵热情，各部队在全军大

比武期间涌现出成千上万的训练尖子，

许多班、排、连等建制单位被授予荣誉称

号。本期，我们一起回顾在那场大比武

中，因训练成绩优异、军事素质过硬，被

国防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授予荣誉称

号的建制连队。

“硬骨头六连”：陆军某部六连，解

放战争时期被授予“战斗模范连”荣誉

称号。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战备训练

中，六连发扬硬骨头精神，连队全面建

设 取 得 长 足 进 步 ，战 斗 力 大 幅 提 升 。

1963 年 3 月，武汉军区发布通令，树立

六连为全区“四好连队标兵”。1964 年 1

月 22 日，国防部授予该连“硬骨头六连”

荣誉称号。

“尖刀八连”：陆军某部八连，是 20

世纪 60 年代昆明军区开展大练兵活动

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先进典型。在组

织的五大军事技术竞赛中，八连作为师、

团建制连队代表参加比赛，夺得 5 项总

分第一和 4 个单项第一。1964 年 3 月 16

日，昆明军区授予该连“尖刀八连”荣誉

称号。

“作风硬的钢八连”：陆军某部八

连。1964 年，在军事训练中，该连涌现

出射击能手 100 名、投弹能手 100 名、刺

杀能手 100 名的“三个一百”，受到上级

首长表扬。1964 年 4 月 30 日，沈阳军区

授予该连“作风硬的钢八连”荣誉称号。

“红一连”：陆军某部一连，参加北京

军区组织的全训部队比武，在 16 个项目

中，夺得 6 项第一、4 项第二、3 项第三的

好成绩，在所有参赛连队中，总评成绩第

一。1964 年 4 月 30 日，北京军区授予该

连“红一连”荣誉称号。

“捕俘技术标兵连”：陆军某部直属

侦察连。在 1964 年全军大比武中，该连

夺 得 全 军 侦 察 兵 专 业 比 武 第 一 名 。

1964 年 6 月 15 日，在北京西郊机场停机

坪上，该连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汇报表演，官兵们的

硬气功开砖、徒手格斗、徒手攀登等“绝

活 ”受 到 肯 定 和 好 评 。 1964 年 4 月 30

日，北京军区授予该连“捕俘技术标兵

连”荣誉称号。

“神枪手四连”：陆 军 某 部 四 连 。

抗日战争时期，该连曾获“创造模范兵

团模范连”荣誉称号。20 世纪 60 年代

初，四连从实战要求出发，苦练射击技

术 和 杀 敌 本 领 ，全 连 涌 现 出 百 名 神 枪

手。1964 年 4 月，连队参加沈阳军区通

化比武，获得优异成绩。1964 年 4 月 30

日 ，沈 阳 军 区 授 予 该 连“ 神 枪 手 四 连 ”

荣 誉 称 号 ，并 记 一 等 功 。 7 月 ，四 连 参

加 北 京 片 区 全 军 步 兵 大 比 武 ，射 击 项

目全员上阵，全员优秀。1964 年 7 月 24

日 ，国 防 部 授 予 该 连“ 神 枪 手 四 连 ”荣

誉称号。

“英雄八连”：陆军某部八连，解放战

争时期曾获“英雄连”荣誉称号。1964

年，连队由生产转入战备训练后，取得了

战术、技术等 13 项突出成绩，成为北京

军 区 军 事 技 术 过 硬 的 一 个 标 杆 连 队 。

1964 年 4 月，北京军区授予该连“英雄八

连”荣誉称号。1965 年 9 月 28 日，国防

部授予该连“英雄八连”荣誉称号。

“红心虎胆侦察连”：陆军某部侦

察连，在 1964 年大比武中，涌现出各类

标 兵 137 人 次 、先 进 班 排 14 个（次）。

该连代表沈阳军区参加全军组织的侦

察兵大比武，获得徒手攀登第一名、格

斗技术第三名。1964 年 8 月 1 日，沈阳

军区授予该连“红心虎胆侦察连”荣誉

称号。

“杜凤瑞中队”：空军航空兵某师一

中 队 ，为 空 军 战 斗 英 雄 杜 凤 瑞 所 在 中

队。在 1964 年的大练兵活动中，该中队

除一人评为二级射击能手外，其他人均

被评为一级射击能手。在实兵对抗演习

中，他们英勇机智，敢打敢冲，取得优异

成绩。1964 年 9 月 29 日，空军授予该中

队“杜凤瑞中队”荣誉称号。

“神炮中队”：空军航空兵某师二中

队，在 1963 年至 1964 年的军事训练中，

全中队有一半人员被评为优秀射手，9

人被评为一级射击能手。1964 年 9 月 29

日，空军授予该中队“神炮中队”荣誉称

号，同时授予中队长鲍寿根“空中神炮

手”荣誉称号。

“雷厉风行炮二连”：空军高射炮兵

某师二连，在军事训练中苦练精兵，勇

于争先，多次在上级组织的考核中夺得

第一名，曾 10 次荣立三等功，91 人次荣

立二等功和三等功。1964 年 9 月 29 日，

空军授予该连“雷厉风行炮二连”荣誉

称号。

“通信部队尖兵连”：空军某通信站

三连，1958 年至 1963 年连续 6 年被空军

评 为 先 进 单 位 ，全 连 技 术 能 手 占

42.8%。1964 年，三连参加广州军区空

军通信练兵比赛获第一名，参加空军通

信兵比武荣获二等奖。1964 年 9 月 29

日，空军授予该连“通信部队尖兵连”荣

誉称号。

“红色尖兵连”：陆军某部直属侦察

连，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生前

所在连队。1964 年 8 月，该连代表广州

军区参加总参谋部在信阳举行的武装泅

渡比赛，夺得一等奖，受到军委领导表

扬。之后，该连又赴北京参加表演比赛，

取得武装泅渡表演一等奖。1964 年 12

月 3 日，国防部授予该连“红色尖兵连”

荣誉称号。

“好作风八连”：陆军某部特战八连，

抗日战争时期曾被授予“雪枫投弹模范

连”荣誉称号。在 1964 年全军大比武、

大练兵热潮中，由于八连训练成绩突出、

作风顽强，被北京军区授予“好作风八

连”荣誉称号。

“红色尖刀连”：陆 军 某 部 二 连 。

1964 年，在全军大练兵运动中，该连涌

现出神枪手、神炮手 110 名，投弹能手 98

名，5 项基础技术全优。在福州军区组

织的比武中，该连获两项第一。1964 年

6 月，二连七班前往河南信阳参加全军

大比武，获投弹、超越障碍一等奖、“五大

基础技术全能”总分第一名。1965 年 9

月 25 日，国防部授予该连“红色尖刀连”

荣誉称号。

“夜老虎连”：在全军大比武期间，出

现了两个“夜老虎连”。陆军某部二连，

在战争时期曾获“钢八连”“攻坚模范连”

荣誉称号。1964 年全军大比武中，二连

作为该部唯一代表，参加广州军区组织

的 比 武 训 练 ，勇 夺 夜 间 进 攻 战 斗 第 一

名。1964 年 4 月，广州军区授予该连“夜

老虎连”荣誉称号。

另 一 个“ 夜 老 虎 连 ”，是 陆 军 某 部

一 连 。 1964 年 底 ，一 连 参 加 北 京 军 区

装甲兵夜间训练考核，一举夺得 5 个考

核 课 目 中 的 坦 克 夜 间 射 击 、坦 克 排 行

军和坦克修理 3 个课目第一名，总成绩

在所有参赛单位中位列第一。1964 年

12 月 ，北 京 军 区 授 予 该 连“ 夜 老 虎 连 ”

荣誉称号。

这些英模连队，无论是在大比武的

火热年代，还是在新时代强军路上，都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起到了有力的

引领和示范作用。

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盘点1964年全军大比武中涌现的英模连队

■徐 平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南部，

坐落着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名为沕

沕水村。村子得名于村南的一道四季不

竭的瀑布，“其声沕沕”，故名“沕沕水”。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在这里勘察兴

建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沕沕水水电

站，成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祥地。

1947 年，晋察冀边区第 33 兵工厂

奉 命 南 迁 至 太 行 山 脚 下 平 山 县 罗 汉

坪、南冶一带。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

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我军迫切需要大

量的枪炮子弹。由于没有电，兵工厂

全靠人工扳动木轮带动设备，效率低

下，远远不能满足前线需要。建设发

电站解决电力供应问题，刻不容缓。

为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召开晋察冀边区工业局会议，要求边

区行政委员会工业局尽快解决军工用

电问题。工业局经过研究，认为这样

交 通 闭 塞 的 深 山 不 具 备 火 力 发 电 条

件，可依靠当地水资源建设水力发电

站。建厂选址的任务，交给了晋察冀

边区工业交通学院负责。经过实地勘

测，他们发现沕沕水高达百米的瀑布

落差非常适合供水轮机运转，加之毗

邻西柏坡、地处深山区，不易被敌人发

现，所以打算在这里建设水力发电站。

厂址选定后，根据水量初步测算，

可带动一台 200千瓦左右的发电机。凑

巧的是，1947 年 5 月初，正太战役结束

后，井陉煤矿解放，战利品中有一台德

制 194 千瓦的柴油发电机，正好可改造

成水力发电机。与此同时，晋察冀边区

工业局接收井陉、正丰两座煤矿，获得

了一批可用于水电站建设的材料。由

于材料购置费紧张，其他所需材料基本

都靠大家自己解决。为了一个发电机

的碳刷，电气科的章冲化装成商人，冒

着生命危险，潜入敌军盘踞的石家庄，

在一个旧货摊上买到。建蓄水池和引

水渠，砌石要用水泥 300多吨，工程处经

过再三努力，只搞到 20 吨，最后他们利

用当地丰富的石灰石资源研制出三合

土代替水泥。建造水电站，关键部件就

是水轮机。当时，没人见过水轮机的样

式。技术人员龚蕴章根据一本日文版

书籍里对水轮机的简单介绍，和其他技

术人员边翻译边研究，最终绘出水轮机

的草图……

1948 年 1 月 25 日，沕沕水水电站

举行竣工典礼。朱德总司令为水电站

剪 彩 ，并 亲 自 开 启 了 水 轮 机 的 闸 门 。

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向沕沕水水电站赠

送了刻有“边区创举”4 个大字的纪念

匾一块，还向水电站建设过程中的先

进模范人物颁发了奖状和奖品。

沕沕水水电站建成投产后，为周

边兵工厂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多个兵

工厂生产效率得到成倍提高，枪炮子

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有力地支援

了伟大的解放战争。1948 年 5 月，党中

央来到西柏坡后，沕沕水水电站又架

设线路 27 公里，把电送到了西柏坡中

共中央机关大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

命家在彻夜不熄的明灯下，组织指挥

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召开了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

宏伟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沕沕水水电站日夜

发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75 年，

当地政府对水电站进行扩建，改装了一

台新的发电机，并入国家电网运行。如

今，作为毗邻圣地西柏坡的革命胜迹，沕

沕水水电站这颗太行山中的明珠仍在照

亮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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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新四

军挺进纵队与赶来增援的苏皖支队在扬

州江都郭村地区，击退了国民党鲁苏皖

边区游击军总指挥部调集的 13 个团的

进攻。经此一战，新四军在苏北站稳了

脚跟，奏响了东进抗日的序曲。由于新

四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

求团结，争取了中间势力，为开辟苏北抗

日根据地及尔后的反顽斗争胜利创造了

条件。

战前态势错综复杂。国民党顽固派

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

后，将摩擦的重心由华北移向华中。1940

年 3月下旬，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韩德勤调动万余兵力，进攻淮南津浦路东

抗日根据地中心半塔集地区，并对苏北新

四军步步进逼，形势日趋紧张。5 月 17

日，新四军挺进纵队支援皖东半塔自卫战

后，刚刚返回江都原驻地吴家桥地区，即

遭到扬州、泰兴日伪军 1000 余人的“扫

荡”。挺进纵队激战一昼夜，予日伪军以

重大杀伤后，主力跳至外线。由于吴家桥

地区狭小，没有回旋余地，为防止敌军报

复，挺进纵队转移至泰州西北 15 公里处

的郭村，借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总指

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的防地休整。

韩德勤得知新四军进入二李防地郭

村，即利用二李对新四军在江北发展的

疑惧心理，极力煽动二李以武力驱赶新

四军。二李在韩德勤的挑唆和压力下，

由中立倒向反共。挺进纵队进入郭村

后，便在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总指

挥部所属各部队的包围中，敌颜秀五部

南踞塘头、宜陵、丁沟之线，妄图切断我

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我军的联系；敌陈中

柱部踞泰州、刁家铺、口岸一线，阻我东

进；北面是敌保安 3 旅张星炳部。韩德

勤和李长江部以为我军跳进了他们的

“口袋”，要挟我挺进纵队受其指挥，并不

断捕杀我工作人员，派遣特务潜入我军

驻地进行破坏活动。

周密细致研情布阵。对于国民党顽

固派的挑衅，我军一面严词拒绝，指出李

长江应该与我军合作，共同抗日；一面提

出我方暂时借驻郭村，待机东进。然而，

李长江不断集结重兵，向郭村及吴家桥

地区进逼。为此，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

召开临时会议，研判南下大桥地区要过

扬（州）泰（州）线，李顽部队必然阻击；西

去淮南地区，则扬州、高邮运河线日军封

锁极为严密，而且与我军坚持敌后抗战

的方针及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任

务相悖。

若真打起来，我军必面临敌我力量悬

殊的问题。当时，我军驻郭村的力量除挺

进纵队领导机关外，只有 1个教导队、1团

和 4团的 1个营，而敌军可动用 10到 20个

支队（团）的兵力，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不

过，敌内部各怀鬼胎，陈中柱部为李长江

的“王牌”部队，是极端反动的部队；颜秀

五部佩服我军英勇抗日，羡慕我军上下一

致，同时我军也对其做过工作，是可争取

中立的部队；张星炳的保安 3旅虽然一贯

反动，但与李长江有矛盾，若李长江部向

我军进攻，张星炳部必会妄图坐收渔翁之

利，因此作战积极性较差；李长江的第 3

纵队第 8支队陈玉生部和第 2纵队第 5支

队第 4 大队王澄部，在我军长期的工作

下，基本被我军控制，一旦开战就会实施

起义。同时，若战斗打响，我军还可获得

苏皖支队的增援。经此分析，虽然敌众我

寡，但胜利因素仍然很多，且针对当下局

势，挺进纵队决定坚守郭村，在军事打击

的同时不放松政治争取。

结合敌情与战场环境，挺进纵队司

令部当即确立了集中主力于西南的兵力

部署方案，即：郭村北面和东面是水网，

便于防守，只部署了 1 个营的兵力 ；南

面、西面也各部署 1 个营，由于南面地形

较为开阔，便于敌军展开，故增加了纵队

教导队 2 个连。

灵活运用战术手段。挺进纵队在郭

村战斗中运用了“三步打”的战术：第一

步，在敌锐气正盛之时采取短促的反击；

第二步，当敌军主力遭到削弱之时采取

局部反击；第三步，当敌削弱到一定程度

之时开始总反击，采取以游击战为主、辅

之以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方式，在有效保

存自己力量的同时，消灭敌军有生力量。

6 月 27 日夜，泰州党组织共产党员

郑少仪送来了李长江部连夜出动、天明

就开始进攻的紧急情报。部队先敌做好

战斗准备，全部进入阵地，严阵以待。28

日拂晓，战斗打响。南面进攻之敌极为

猖狂，火力也较其他方向猛烈，敌军在开

阔地上呈密集队形向前沿猛扑。挺进纵

队司令部认定此为陈中柱的主力部队，

决心先将这一路敌人打垮，随即调动 1

团 1 营展开猛烈进攻。1 小时后，1 营带

着 200 余名战俘返回并确认对手为陈中

柱部。敌在主力遭我重创后，其余各路

敌军士气低迷。当夜，我军实施短促出

击，再歼敌军 2 个大队。

6 月 29 日，陈中柱部发起连续冲锋，

战斗异常激烈。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敌

军进占了庄家桥、童家桥等地，形势危

急。我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拼搏，战

至 15 时，终于将敌军击退至离郭村 1 公

里的王家庄。苏皖支队日夜兼程 100 公

里，于当晚从皖东赶到郭村分担防务，形

势稍有缓解。

6 月 30 日，敌军以密集的炮火轰击

郭村，并继续进占外围村庄。7 月 1 日，

挺进纵队为打开被围局面，派出第 1 团 2

个营向扬（州）泰（州）线出击，趁李长江

部后方空虚，直取重要据点宜陵，歼其第

6 纵队 3 个支队（团）部，毙伤数百人，打

开与吴家桥地区的通路。当天，王澄率

第 2 纵队第 5 支队第 4 大队及重机枪连

战场起义，向郭村靠拢。陈玉生率领起

义的第 8 支队与第 4 团会合于大桥地区，

控制了长江南北交通。战场形势迅速改

观。李长江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决定

亲自指挥督战。

7 月 2 日，李长江部对我军展开激烈

的进攻。虽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但个别

地段已揳入我军阵地。我军指战员在分

析战场形势后，抽调在西、北面的守备军

队加强南面防御。在挺进纵队 1团 1营与

敌展开白刃战的同时，苏皖支队也从另一

个方向向敌冲击，敌军攻势被打垮。战至

15时，敌军的最后一波攻击被我军打退，

陈中柱及其支队长等人被俘。李长江见

大势已去，不得不下令后撤。郭村保卫战

最终以新四军胜利而告终。之后两天，我

军释放全部被俘人员，归还部分枪支，表

示东进后将让出郭村等地。在新四军的

政策感召下，二李答应严守中立。

郭村保卫战：东进抗日的序曲
■王金奎 高 凯 汪恩泽

沕沕水水电站旧址沕沕水水电站旧址。。

图图①①：：2020 世纪世纪 6060 年代年代，，““硬骨头六硬骨头六

连连””进行训练进行训练。。

图图②②：：““神枪手四连神枪手四连””奖旗奖旗。。

图图③③：：““神炮中队神炮中队””开展技术研究开展技术研究。。

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郭村保卫战纪念馆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郭村保卫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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