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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7月 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

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历时2年零9个月的

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然而，直到 1958

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才全部从朝

鲜撤出。原来，自停战后至志愿军撤出朝

鲜回国的 5年间，中朝方面为维护《朝鲜停

战协定》，在停战监督、战俘遣返、维护军事

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安全等重大问题上，

同美国和南朝鲜进行了针锋相对、旷日持

久的斗争。与此同时，志愿军为帮助朝鲜

人民重建家园，付出了艰辛劳动。

一

相对于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战后

维护和平的斗争同样是一场无形的较

量。稍有不慎，朝鲜战争的危机就会死

灰复燃。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

《朝鲜停战协定》没有彻底实现、志愿军

没有回国以前，“抗美援朝”的口号继续

保持不变。

事实上，在停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敌我双方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

一方面，1953 年 10 月 1 日，美国与

南朝鲜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继续在

南朝鲜保留驻军。1954 年 4 月，在日内

瓦会议上，由于美国缺乏诚意，未能就从

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达成一致。进而，各国为解决朝鲜

半岛外国军队的撤军、朝鲜统一等问题

而进行的种种努力，都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美国和南朝鲜仍在继续

阴谋破坏停战，发动了一系列企图破坏

《朝鲜停战协定》和朝鲜中立国监察委

员会工作的活动：一是南朝鲜在战俘问

题上发起挑衅、实施讹诈，甚至对战俘

进行武力劫持；二是美国继续违反停战

协定，扩大军力，向南朝鲜运送武器，并

以美机侵入中朝地区，以阻挠朝鲜问题

的解决。

鉴于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

军总部认识到，停战状态还不是朝鲜和

平的最后实现，仅仅是和平解决朝鲜问

题的开端。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

朝方面将原谈判代表团改为停战代表

团。停战代表团和停战委员会的业务工

作仍主要由志愿军代表团负责，受中共

中央领导，重大问题由中共中央与朝鲜

劳动党商量决定。

为巩固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

鲜问题，志愿军广大官兵付出了艰苦卓

绝的努力。他们始终保持高度戒备，严

守阵地，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对于美国

好战分子和南朝鲜的一系列限制、阻挠

及迫害行动，志愿军均作了强烈抗议和

坚决斗争。此外，志愿军一直主动采取

友好态度，有效缓和了军事分界线附近

和非军事区的紧张气氛，力保朝鲜半岛

的相对稳定局面。

二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连年

狂轰滥炸，使朝鲜城镇变成一片废墟，基

础设施严重被毁，农田荒芜，经济遭受严

重破坏。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在刚刚

开始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仍尽

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

展国民经济，重建美好家园。

1953 年 11 月，朝鲜政府代表团到中

国访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其进行

了多次谈判，商定了如何援助朝鲜人民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问题。

1954 年 3 月 29 日，志愿军司令部、政治

部联合发出《关于帮助朝鲜人民恢复和

重建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积极

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恢复和重建工作。

志愿军按照朝鲜各级政府的安排，开

始有计划地协助朝鲜人民重建平壤、咸

兴、新义州等重要城市，修复损毁严重的

铁路公路桥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和大型

水库等。志愿军铁道兵部队主要承担修

复铁路运输系统的任务，而修复公路桥梁

和重要城市的任务则由工兵部队完成。

同时，随着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朝

鲜人民陆续返回家乡，志愿军还积极清

除废墟、修建房屋、填平弹坑、清除定时

炸弹以及地雷等残留爆炸物，帮助朝鲜

人民尽快恢复生产。

此外，志愿军各部队利用紧张的军

事训练间隙，集中一部分兵力，组成施工

队伍，积极参加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和农

事劳动。志愿军每年均把帮助朝鲜人民

进行恢复与重建工作列入年度计划，作

为志愿军各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

成。据此，志愿军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帮

助朝鲜人民修复被毁的水利工程，并且

兴修了一批新的水利工程。

有关资料显示，志愿军在朝鲜 8年间

（主要是战后的 5 年多时间里）共帮助朝

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 881 座、民房 45412

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 4263座，修建堤

坝 4096条，修建大小水渠 2295条，运输粮

食物资 6.3 万多吨。就在 1958 年全面完

成撤军之际，志愿军还将各种设备全部无

偿移交给朝鲜，为朝鲜人民恢复家园和朝

鲜的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处处关心朝鲜人

民的利益，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这些行动，受到朝鲜人民的热情称

赞，进一步加深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

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三

为了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

进 一 步 缓 和 远 东 紧 张 局 势 ，志 愿 军 主

动 从 朝 鲜 撤 出 大 批 部 队 。 此 举 ，有 效

改 变 了 朝 鲜 战 场 的 撤 军 局 面 ，联 合 国

在推动撤军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参照与

话 语 权 ，“ 联 合 国 军 ”中 的 部 分 国 家 也

开始逐步撤军，使美国渐渐陷入孤立、

被动的境地。

随着朝鲜局势的缓和，中朝双方开

始协商全面撤军问题。1957 年 11 月 2

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9

日，毛泽东与金日成商谈说：鉴于朝鲜的

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

已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之

后，金日成两次致信毛泽东，表示同意志

愿军撤出，并制定了相关方案。

1958 年 2 月 5 日，朝鲜政府就撤出

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发表

声明，建议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

朝鲜。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

声明，完全赞同并且全力支持朝鲜政府

这一重大和平倡议。2 月中旬，周恩来

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同

朝鲜政府代表团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

朝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9 日，中朝两

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 1958 年年底以前，

分批全部撤出朝鲜。20 日，志愿军总部

发 表 声 明 ，热 烈 拥 护 中 朝 两 国 政 府 声

明。志愿军撤军的正义行动，再一次表

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

的真诚愿望，表明了中国政府积极促进

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

四

为了圆满完成撤军任务，志愿军党

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撤军工作作

了具体部署，发出了“不骄不懈，善始善

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号召，要求

部队“交好、走好、到好”。交好，就是除

了武器装备和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以

外，其余东西一律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走好，就是要圆满安全地撤出；到好，就

是回到祖国后不居功，不骄傲，服从祖

国需要。

3 月 12 日，对部队的撤出顺序，中央

军委确立了“先前沿，再西海岸，后中间”

的方针。先撤出第一线部队能迅速扩大

志愿军的撤军影响，同时可以观察敌人

的动态，最后撤出中间的部队以便应付

意外情况。

从 3 月 15 日开始，至 10 月 26 日，志

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返回祖国。

第 20 兵团领导机关率先于 3 月 12 日撤

出朝鲜。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

归 国 的 6 个 师 8 万 人 ，在 3 月 16 日 至 4

月 25 日期间，撤出朝鲜，回到祖国 ；第

二批 6 个师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 10 万

人，在 7 月 11 日至 8 月 14 日期间，陆续

撤离朝鲜回国；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

归 国 部 队 ，包 括 志 愿 军 总 部 、3 个 师 和

后勤保障部队共 7 万人，在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6 日期间，先后回到祖国。这次

撤军由于得到了中朝两国相关部门的

大力协助，同时各部队准备充分，达到

了“走好”的要求。至此，中国人民志愿

军全部撤离朝鲜。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与朝鲜人民

建立起了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在撤离

朝鲜时，到处都是朝鲜人民和志愿军依

依 惜 别 的 动 人 场 面 。 1958 年 10 月 25

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参战 8

周年纪念日，也是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

最后一列撤军列车离开平壤回国的日

子，金日成带领朝鲜政要以及民众在车

站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志愿军官兵

眼含热泪，与朝鲜人民挥手告别，满载着

深情厚谊回到了祖国。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
■徐 彤

在西藏军区军史馆中，收藏着一个

手掌大小的黑色小皮包。皮包里有两本

发黄的小册子，一本是《进军守则》，由第

18 军 政 治 部 于 1951 年 1 月 编 印 ，后 附

《入城纪律》等；另一本是常用会话汉藏

双语的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见证了

70 多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进藏

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历史。

1949 年底，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

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西藏地方当

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扩充军队、购置军

火，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为完

成解放全国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决定

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

解放西藏。1950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

和中央军委指示中共中央西南局担负进

军西藏及经营西藏的任务。6 日，中共

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由第 18 军

执行解放西藏的历史任务。

2 月 1 日 ，第 18 军 党 委 发 出《进 军

西 藏 工 作 指 示》，要 求 全 军 立 即 从 政

治 动 员 、物 资 准 备 、组 织 整 顿 三 方 面

入 手 ，做 好 进 军 西 藏 的 各 项 准 备 ，并

号 召 全 军 指 战 员 必 须 以 艰 苦 紧 张 的

工 作 来 保 证 完 成 任 务 。 为 提 高 部 队

执 行 民 族 宗 教 政 策 、团 结 藏 族 同 胞 的

认 识 ，第 18 军 成 立 了 政 策 研 究 室 ，对

西 藏 的 军 情 、社 情 ，特 别 是 宗 教 和 风

俗 习 惯 进 行 全 面 调 查 研 究 ，并 根 据 中

共 中 央 和 中 共 中 央 西 南 局 关 于 解 放

西 藏 的 方 针 政 策 ，最 终 形 成 了 一 份 包

含 34 条 具 体 内 容 的《进 军 守 则》。《进

军 守 则》不 仅 对 部 队 行 军 途 中 如 何 克

服 艰 苦 自 然 环 境 、爱 护 装 备 物 资 等 作

了 细 致 的 规 定 ，也 对 执 行 党 的 群 众 纪

律 、民 族 宗 教 政 策 等 作 了 详 细 的 说 明

和要求。

次年 8月，西南军区再次指示第 18军

要结合实际情况修订和充实《进军守则》，

严守党纪、军纪，人人争做执行党的民族

宗教政策的模范。《进军守则》是党的民族

宗教政策和军队纪律结合藏区情况的具

体化，简明通俗，便于落实，给进藏部队人

员的言行举止以明确具体的规范指导。

为有效促进同西藏人民交流，便于

部队执行《进军守则》，第 18 军号召全员

学习藏语、藏文。为此，第 18 军政策研

究室专门编写了常用会话汉藏双语读

本，供官兵学习使用。拿着守则、说着藏

语的第 18 军官兵，得到广大西藏同胞的

热烈欢迎和热情拥护。

第 18 军全面进驻拉萨后，以更高标

准执行政策纪律，尊重当地群众的宗教

信仰和风俗习惯，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修

桥补路，赢得了广大西藏群众的真心认

可和拥护。

左上图：1951 年 1 月，第 18 军政治

部编印的《进军守则》和常用会话汉藏双

语册子。

西藏军区军史馆供图

我军进军西藏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两本册子的历史见证
■何 立

1949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野战军在东起咸阳、西至宝鸡、北抵西

兰公路、南依秦岭北麓的广大地区，以

扶风、眉县地区为中心发起扶眉战役，

歼敌 4.4 万余人，解放了武功、眉县、扶

风等 9 座县城。

一

1949 年 4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突破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并以此

为标志，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对国民党军

的战略追击。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实

行战略退却，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并

随时准备退据陕南、川北。我第一野战

军为了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决

定发起陕中战役。5 月 17 日，胡宗南集

团全线撤退。我军展开追击，20 日攻

克西安。战至 24 日，我军解放了宝鸡

以东、渭河南北的广大地区。胡宗南不

得不收缩兵力，退守秦岭。陕中战役胜

利结束。

陕中战役的胜利，把西北战局推进

到我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

集团及“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决战

阶段。6 月 26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等，提出“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27

日 ，毛 泽 东 复 电 彭 德 怀 ：如 青（海）宁

（夏）两敌只做小撤退则先打“二马”、后

打胡（宗南）王（治岐）是正确的，但打

“二马”比较打“胡王”为费力；如“二马”

做大的撤退，距“胡王”较远，就钳制“二

马”，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

二

7 月 6 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共第

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

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意图。根据中央军

委的指示及敌我兵力部署情况，会议分

析认为：此时，“二马”尚未遭到过歼灭

性打击，战斗力较强，且已撤至永寿、彬

县、长武地区，并继续撤往平凉，兵力分

散，不易聚歼；而胡宗南集团五个军集

结扶眉地区，被渭河分割，不易配合，且

纵深力量薄弱，没有战略预备队，有利

于我全歼该敌。因此，会议决定发起扶

眉战役，并以第 19 兵团钳制“二马”，以

第 1、第 2 兵团全部和第 18 兵团主力实

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胡宗南主力，然

后再集中全力对付“二马”。第一野战

军的作战部署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

7 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阎

揆要正式下达《关于歼灭胡宗南、王治

歧军的作战命令》；野战军政治部发出

《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要

求领导干部分头深入部队进行动员，讲

清扶眉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意义，明确战

役部署和战术要求，号召部队发扬猛打

猛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刺刀见

红，坚决打好这一仗。各部队普遍针对

胡马军的作战特点，进行了战前战术、

技术训练，并立即组织侦察人员，深入

敌区活动，摸清各自进军路线和敌人守

备情况。

三

10 日，战斗打响。为了迷惑对手，

担 任“ 钳 马 ”任 务 的 第 19 兵 团 首 先 行

动，当日进至乾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

工事，并以一部兵力迫近“二马”，令其

不敢妄动。同日，防守西安的我第 61

军亦向西安以南的子午镇守军发起攻

击，歼其千余人。此战不仅打乱了胡宗

南的阵脚，保证了主攻部队的左翼安

全，而且使胡宗南摸不清我军作战意

图。

11 日，我第 2 兵团第 3、第 4、第 6 军

从礼泉、乾县突然出动，沿渭河北岸向

西疾进，渡过漆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

之间楔入，冒着酷暑，长途奔袭；12 日 3

时即攻占青化镇和益店镇，由北向南迅

速迂回到敌第 38 军、第 65 军、第 119 军

侧后。第 4 军于 12 日 7 时占领眉县车

站，切断了敌军退路。随后，第 3、第 6

军由青化镇东西线向南攻击，将渭河北

岸之胡军压缩于河滩上。

我第 1 兵团亦由户县渭河南岸向

周至、眉县攻击前进，策应北岸部队，于

12 日午后攻占眉县。我第 18 兵团兵分

三路由东向西进攻；12 日，第 62 军攻克

武功，第 60 军插入武功、扶风之间的杏

林镇和绛帐镇。至此，我军仅用一天多

时间，就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大部

兵力压缩在罗局镇以东、午井镇以南的

渭河河滩上。

四

胡宗南万万没想到，他在渭河之滨

给解放军布下的“口袋阵”，反而成了装

下自己几个军的口袋，于是急令其部沿

陇海路向宝鸡撤退。12日拂晓，胡宗南

集团进至罗局镇遭到我军的顽强阻击。

罗局、眉县车站地段正是陇海路至

宝鸡段的咽喉，能否坚守罗局镇，是夺

取整个战役胜利的关键。我军占领罗

局、眉县车站后，上级立即发去嘉勉电

报，鼓励部队再战再捷。

敌人全线反扑，妄图夺路逃窜。在

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敌军轮番冲锋，拼命

突围。我军官兵抱定与阵地共存亡、寸

土不失的决心，犹如铜墙铁壁，一次又一

次把敌人击退。罗局镇一战，我第4军付

出了伤亡 2000余人的代价，第 10师师长

刘懋功全身多处挂彩，头部甚至留下一

块弹片，为战役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

勋。彭德怀高度评价第 4军顽强的战斗

作风，称赞“四军这次打得好，立了功”，

并发电报通令嘉奖。战后，我第 29团第

2营、第 30团第 3营被第 4军政治部授予

“罗局战斗英雄营”的光荣称号，第 30团

被第2兵团授予“罗局英雄团”称号。

鏖战罗局镇的同时，我第 2 兵团其

他各部和第 18 兵团前后夹击，将敌第

65 军、第 38 军、第 119 军紧紧包围于扶

风西南、渭河北岸的午井、罗局、高望寺

地区。12 日 15 时，我军发起总攻，先用

火炮猛烈开火，敌军伤亡惨重；随后，我

军又穿插分割，轮番冲击。我军各部不

顾炎热、疲劳，连续奋战，越战越勇。经

5 小时激战，渭河北岸之敌被我全歼。

泅渡渭河南逃之敌，被我占领眉县之第

1 兵团部队截住，全部被俘。至此，扶

眉战役结束。

是役，打通了我军进军大西北的战

略通道，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双方

力量对比，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胜利的

基础，是西北决战的画龙点睛之笔，不

仅解决了长期制约西北战场的瓶颈问

题，也为进军西南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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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士帮助朝鲜人民修建水利工程。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