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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八一建军节当天，《东北日

报》刊发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署名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

文，文中提到人民群众对新中国充满了

热爱，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十分拥护和

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群众

把这种对祖国的热爱、对志愿军的支持，

转化为优待烈属、军属及抗美援朝工作

人员家属的实际行动，在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的过程中，向浴血奋战的志愿

军官兵致敬。不仅仅是在八一建军节这

天，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全

过程中，祖国人民始终保持着对志愿军

的拥护、对优抚对象的照顾，这才凝聚成

在朝鲜战场上“不可战胜的力量”。

强化拥军支前的思想认识

1951年 6月 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

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

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在将全国

范围的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也

把优待烈属、军属作为各级党和政府的中

心工作之一。此后，各大行政区中央局、

省级党委纷纷召开了由各省市主要优抚

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重申这项工作的

重要意义，并将其提升到“经常性政治任

务”的高度。当时作为志愿军“总后方基

地”的东北行政区，将下一阶段的拥军优

属工作方针确定为三大原则，即“普遍提

高受优待对象的政治地位”“切实解决生

活、生产和工作的实际问题”“以此建立军

地、政民以及联系群众的桥梁”。

在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国内开展

拥军优属工作的初衷，不仅仅是对抗美

援朝总会作出的“加强优待军人家属、

烈士家属的工作”决议的简单执行，更

是从政治觉悟的层面出发，以周到全面

的拥军优属工作鼓舞志愿军官兵士气，

加强与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有关的各项

工作。1951 年 6 月，运动战阶段即告结

束，战争的持久性特点愈发凸显，各地

的党政机关对拥军优属工作的认识也

逐渐由“以救济为主”转变为“以福利为

主”，基本扭转了“单纯救济的任务式观

点”，使拥军优属工作更具活力、更有成

效。在充分的教育动员之后，社会各界

普遍认为拥军优属不应仅限于物质慰

劳和单纯从生活上照顾，而是要进一步

提高志愿军家属的政治地位，把握好在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拥军优属的重要政

治意义，增强支援前线的力度。

做好农村地区的代耕助耕

对军属、烈属、荣誉军人等家庭进行

代耕、助耕直至包耕，是新中国广大农村

地区进行拥军优属工作的主要内容，也

是拥军优属工作中的常见方式。1951年

“八一”前后，正值多数地区的夏锄时节，

对 土 地 进 行 刨 铲 、施 肥 的 任 务 比 较 繁

重。此时，在我国多数农村地区已经广

泛推行了生产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制

度，这种生产方式上的创新也给代耕助

耕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在黑龙江省、

辽东省、吉林省的农村地区，干部群众在

“帮助与组织领导烈属、军属生产发家”

的口号带动下，借助生产互助组的形式，

帮扶结对、精准代耕，克服了以往“大轮

班”与“乱点兵”的做法，圆满完成了本地

区的夏锄代耕任务。

为 增 强 志 愿 军 家 属 的 生 产 积 极

性，并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金融机构

也 在 农 业 贷 款 、资 助 创 业 等 方 面 给 予

一定的政策扶持。利用八一建军节的

拥 军 契 机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多 家 支 行 通

过 生 产 合 作 社 发 放 贷 款 ，主 动 帮 助 优

抚 对 象 克 服 这 一 时 期 青 黄 不 接 的 困

难 。 同 时 ，为 解 决 在 以 往 现 金 贷 款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一 些 问 题 ，部 分 银 行 以 低

于 市 场 价 格 的 实 物 如“ 苞 米 、高 粱 、豆

饼”等作为贷款的标的物，简化了帮扶

流 程 ，优 抚 对 象 纷 纷 表 示 要“ 多 铲 多

刨、多打粮食，支援抗美援朝”。

拓展城市地区的拥军形式

1951 年 下 半 年 开 始 ，支 前 力 量 结

构 有 了 一 定 的 调 整 ，由 各 大 行 政 区 组

建 的 辎 重 团 分 批 进 入 朝 鲜 战 场 后 ，以

农民为主的广大民工队伍纷纷返回国

内，充实了农村的生产力量，减轻了生

产压力；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汽车司机、

火车司机、技术工人、医务人员等仍需

要 长 期 在 朝 鲜 前 线 服 勤 ，这 部 分 人 员

的家属在心理和物质上承受着较大的

压力。随着敌军发动针对后勤运输线

路 的“ 绞 杀 战 ”，上 述 技 术 人 员 的 牺 牲

数 量 有 所 增 长 ，这 增 加 了 拥 军 优 属 工

作的难度。

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各级党委、政

府主动作为，从解决志愿军和支前人员

家属关切的问题出发，做好一人一事、细

枝末节的工作，让人民群众对优抚对象

的关心、对前线战事的支持落到实处。

由于城市的优抚对象多为无业的妇女，

政府率先采取的方法就是发动她们参加

各种劳动，授之以渔、以工代赈，充实日

常生活，由此获得高于城市平均水平的

劳动报酬。随后，在一些地区工会的具

体组织下，成立了许多军属生产机构，比

如军属被服厂、针织厂、刷桶厂、麻袋厂

等，接收大量志愿军和支前人员家属生

产就业。此外，多数城市还利用特有的

文体、教育资源优势，为优抚对象提供较

好的服务。比如，沈阳市在八一建军节

前后，由市文化馆组织多种拥军优属文

艺展演活动，在电影院播放电影免费供

烈属、军属及抗美援朝工作人员家属观

看，以此表示慰问，并鼓励他们继续自力

更生、开展生产、支援前线。

加强拥军工作的检查督导

拥军优属工作的好坏，不仅会对前

线官兵的战斗士气产生极为明显的影

响，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左右各种支前行

动的落实。因此，必须加强对拥军优属

工作的检查督导力度，及时查找问题和

不足，进行整改完善，以提升进行战争

支前的综合实力。为加强对此项工作

的领导，各级党政机关纷纷成立拥军优

属委员会，作为各地区开展拥军优属工

作的领导机关。

到 1951 年“八一”前后，全国从中央

到大行政区、从省市到行政村都成立了

拥军优属委员会，基本完成了针对这一

工作的领导体系建设。在机构运行过

程 中 ，不 仅 对 拥 军 优 属 工 作 的 具 体 内

容、标准、要求进行明确，还经常深入田

间地头、城镇街道进行检查，及时纠正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致敬“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拥军优属工作一瞥

■贾卢彬 周 一

1962 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电 影《地 雷 战》一 经 公 映 ，迅 速 风 靡 全

国，作为影片取材地的山东省海阳县也

很快家喻户晓。

抗日战争时期，海阳人民在党的领

导 下 ，同 敌 人 开 展 了 灵 活 多 样 的 地 雷

战，在 2000 余次战斗中毙伤俘敌 1500 余

人，涌现出 3 个胶东特级模范爆炸村和 3

名全国民兵英雄，在胶东乃至全国抗战

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战告捷，就地取材制作地雷。

1940 年 ，日 军 侵 入 海 阳 ，疯 狂 实 行“ 三

光 ”政 策 。 中 共 海 阳 县 委 积 极 发 动 群

众，建立青抗先、农民自卫团等抗日武

装，配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狠狠打击

敌人。

1943 年春，海阳县人民武装委员会

召开各区武委会主任会议，不仅介绍大

泽山区游击队民兵摆地雷阵杀伤敌人

的经验、传授地雷的构造原理和埋雷方

法，还将少量铁质地雷拨给瑞宇、赵疃、

文山后等一些敌军出没较频繁的村落，

用于实战检验。不久，在保卫麦收的战

斗中，瑞宇村民兵队长于凤鸣将两颗地

雷埋在青威公路上，炸中 5 名抢粮的日

军。首战告捷，就此拉开了海阳地雷战

的序幕。此后的一段时间，其他村子相

继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地雷战由点到面

迅速普及海阳全县。可由于条件所限，

兵工厂的生产能力满足不了各地的需

要 ，海 阳 军 民 便 开 动 脑 筋 、集 思 广 益 。

他 们 根 据 放 炮 打 石 头 的 原 理 ，就 地 取

材，在石头上凿洞填炸药，安上导火索，

制成“石雷”。

自此，海阳掀起了一股地雷热，几

乎村村都开始自制地雷。正是在与日

军 的 反 复 较 量 中 ，海 阳 地 雷 战 不 断 发

展，地雷种类从一开始的绊雷、拉雷、踏

雷，发展到飞行雷、水雷、头发丝雷等 30

余 种 ，埋 雷 的 方 法 也 不 断 改 进 。 一 时

间，海阳县的大小路口、山坡树林、门阶

下、水桶底到处都是地雷，敌人走到哪，

地雷就炸在哪。

见招拆招，灵活多变威慑敌胆。“扫

荡”屡屡受挫的敌人，竟想出用老百姓

蹚雷开路这种恶毒的手段。为了不伤

害群众，民兵们只好强压怒火不拉预埋

的地雷。回去后，他们连夜想对策，将

引爆索线加长，发明出一种“长藤雷”。

第二天，民兵早早埋伏路旁，等老百姓

安全通过后，迅速扯动长线，随着几声

巨响，后面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

敌人被地雷吓破了胆，再下乡“扫

荡 ”时 更 加 小 心 翼 翼 ，排 出 不 少 地 雷 。

民兵在摸清敌人行动规律后，很快研制

出“真假子母雷”。敌人排雷时一挖上

面的假雷，底下的真雷就会立即爆炸。

敌人吃了苦头不敢再排雷，见到可疑的

地方，便用面粉、石子做标记，让后面的

部队绕道而行。民兵就照葫芦画瓢，在

别处另做标记，没有标记的地方重新埋

雷。敌军经过时，左闪右躲，蹦来跳去，

依然躲不过被炸上天的命运。

在 与 民 兵 队 交 手 多 次 后 ，日 军 也

摸 索 出 一 个 规 律 ，路 面 上 有 新 土 的 地

方可能埋有地雷。民兵们利用敌人的

疑心，摆下“迷魂阵”，将路面上的土弄

得蓬松，到处都是新埋的雷迹，分不清

真 假 虚 实 。 气 急 败 坏 的 日 军 调 来 工

兵，用探雷器开路，一开始确实起到一

些 效 果 ，敌 人 的 嚣 张 气 焰 猛 涨 。 民 兵

们 经 过 仔 细 观 察 ，发 现 探 雷 器 需 贴 近

地面搜索才有效果，根据这一特点，大

家 很 快 研 制 出 灵 敏 度 极 高 的“ 头 发 丝

雷 ”，即 用 马 尾 毛 、牛 尾 毛 等 当 作 绊 线

系在雷弦上，探雷器稍一触碰，地雷立

刻爆炸。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针对敌人想

出的鬼点子，海阳军民见招拆招，使地

雷战的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一

次又一次的胜利。

人民战争，男女老少全民皆兵。抗

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人民战争

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海阳军民以

非凡的智慧与惊人的胆识，开展以地雷

战为主的群众性游击战，这一创举极大

牵制、消耗了敌军实力，让日本侵略者

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自海阳引进地雷战以来，各式各样

的地雷和战法遍地开花，各村各户的战

果数不胜数，很快就形成了全民皆兵的

热潮。女兵与男兵交流埋雷技术，年轻

人向老人传授埋雷方法，全县人人都争

当埋雷能手。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

装。”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在

海 阳 县 的 女 同 胞 身 上 体 现 得 淋 漓 尽

致。当时年仅 16 岁的孙玉敏身体瘦削，

活脱脱是个“机灵鬼”，对付敌人，她有

着自己的一套锦囊妙计。她和姐妹们

将敌军经常路过的漫水桥进行了改造，

并将地雷埋在桥头。一天，一队敌人来

到桥边，由于改造过的桥石间的距离加

宽，前边的敌人过桥时十分费劲，拖拖

沓沓走得很慢，后边的拥挤在一起。民

兵们抓住时机牵动雷弦，一下子炸死炸

伤 9 名敌人。

海阳县的摆驾岭、亭儿崖、笤帚夼、

槐树底、纪家店 5 个村坐落在 1 条东西 1

里宽、南北 5 里长的山沟里，村连村、地

挨地，像一把老虎钳卡住海莱公路。敌

军为打通海莱交通线，不遗余力地向五

村轮番进犯侵袭。为有力打击敌人，五

村建立起联防，即“五虎村”。一次，500

余名敌军进犯五虎村。联防队以地雷

战与麻雀战相结合的战术，使敌军未进

村便陷入我预设的地雷阵，5 小时仅走

了 4 里半路，等敌人排完雷进村，村子里

早已是人去屋空。

“海阳的铁西瓜，威名传天下……

直把那日军，打发回‘老家’！”猖狂一时

的日军，在根据地军民的沉重打击下，

闻雷丧胆，士气低落，节节败退。地雷

战在海阳军民手里用得活灵活现，不断

发扬光大，有力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

敌、团结抗战的精神品格。

海阳海阳““铁西铁西瓜瓜””，，威名传天下威名传天下
——记海阳地雷战

■曹亚铂 贾 昊

睢阳保卫战中，张巡带领全城军

民坚守城池，寻机出击，牵制和歼灭大

量叛军，保卫了江淮物资基地的安全，

为平定安史之乱赢得了时间。

凝心聚气，众志成城。张巡中进

士后出仕为官，治绩优良，为政简约，

惩治土豪劣绅，大受民众拥护。安史

之乱爆发后，张巡刚入援睢阳，安庆绪

部将尹子奇便率同罗、突厥等部族精

锐与唐朝叛将杨朝宗合兵 13 万来犯。

面对强敌，张巡、许远激励将士顽强固

守 ，从 早 至 午 ，接 战 20 余 次 ，士 气 不

衰。张巡先清除了内部叛将田秀荣，

然后率军出城主动袭击叛军，把叛军

打 得 大 败 而 逃 ，缴 获 了 大 批 车 马 牛

羊。张巡将战利品全部分给将士，自

己分毫不取。此后，无论形势如何严

峻，张巡、许远、姚訚等领导层始终齐

心协力，身先士卒，带甲而食，裹伤战

斗，忠肝义胆，感人肺腑。在他们的感

召率领下，南霁云冒死突围出城求援，

友军见死不救却想招揽他，南霁云慷

慨回绝，毅然决然杀回城内。全城军

民万众一心，誓死抗敌，最后全部尽忠

死义，无一人变节投降。

攻心夺气，乱敌心志。安史之乱伊

始，唐王朝毫无准备，安禄山则蓄谋已

久，很多州县的太守县令都被来势汹汹

的叛军吓得手足无措，望风而降。胸怀

韬略的张巡不仅沉着冷静，而且深知

“攻心为上”的制胜要义，一有机会就对

强敌展开心理攻势，屡屡奏效。防守雍

丘时，叛将令狐潮与张巡是邻县县令，

素来相熟，他知道强攻难克雍丘，便想

诱降张巡。令狐潮在城下像平日一样

与张巡互相问候，趁机劝降：“天下事去

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张巡答：

“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

何在！”令狐潮听后，惭愧而走。坚守睢

阳后期，兵少食尽，城中的麻雀、老鼠及

铠甲弓箭上的皮子都被吃光了。如此

艰难窘迫，张巡还对接近城墙的叛军将

领晓以忠义，劝其反正。而被张巡说服

策反的李怀忠等多人，之后都死心塌地

地帮助张巡守城抗敌。

随机应变，屡挫强敌。张巡用兵，

主张“云合鸟散，变态百出”，攻守互用，

出奇无穷。在坚守雍丘对抗令狐潮时，

张巡率部先后火烧叛军、计诛叛徒、智

盗敌粮、草人借箭、夜袭敌营、诈降赚

马、突阵斩将，取得一系列胜利。睢阳

保卫战中，叛军用云梯、钩车、木驴等器

械攻城，均被张巡一一破解。之后，叛

军在城西北角用土袋和柴木搭建阶道，

欲借此登城，也被张巡巧妙纵火焚毁。

张巡在防御作战中智计迭出，多次主动

出击，既大量杀伤了敌人，又大大增强

了军民坚守城池的信心。不仅麾下将

士为其折服，就连对手也对其敬佩不

已，再不敢轻易攻城，只能改用长久围

困的呆板战术。张巡死守睢阳，牵制并

重创叛军，保障了唐朝东南的安全，为

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奇功。

我军攻心夺气战胜对手的例子也

很多。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中，我军

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切断其西逃

和南逃的一切道路，随后歼灭新保安、

张家口、天津守军，使北平守军陷入绝

境。在我军强大心理攻势下，傅作义

率 北 平 守 军 接 受 改 编 ，北 平 和 平 解

放。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釜谷里南山

战斗中，志愿军第 39 军第 374 团第 7 连

奉命坚守南山高地，阻敌撤退。英国

皇家来复枪团猛攻南山阵地，经过一

天激战，阵地上仅剩 7 名战士，敌人再

次发起攻击，危急关头，代理指挥的司

号 员 郑 起 突 然 吹 响 高 昂 激 越 的 冲 锋

号，震慑住强敌，英军狼狈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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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守 实 要 于 无 形 也 。 攻 者 攻

其心，守者守其气，则不滞于形，而

神于机变，此持衡之至要也。

出自《投笔肤谈·持衡》篇，意

思是攻防的问题主要还在于无形

的精神因素。进攻方要瓦解敌人

的 斗 志 ，防 御 方 要 保 持 军 队 的 士

气，这样就不必拘泥于战法，而能

巧妙地随机应变，这是权衡利害时

最重要的问题。

唐至德二年正月，起兵叛唐的安

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而代之。为向江

淮方向扩张，安庆绪欲断绝唐军粮资

来源，遂命部将尹子奇率兵 13 万南下，

进攻地处江淮物资北运要冲的睢阳。

睢 阳 太 守 许 远 向 雍 丘 防 御 史 张 巡 求

助。张巡率兵 3000 余人自宁陵入援，

与许远合兵 6800 余人共同守城。唐军

昼夜苦战十几日，挫败叛军多次进攻，

歼敌 2 万余人，守军士气倍增。之后，

许远分管筹粮及后勤保障，张巡专管

作战筹划及指挥。

三月和五月，张巡率睢阳军民两

次击败尹子奇部的进攻，并乘势率军

出城冲入叛军阵营，先后歼敌 8000 余

人 ，并 射 伤 尹 子 奇 左 眼 ，差 点 将 其 活

捉 。 七 月 ，尹 子 奇 统 兵 数 万 再 攻 睢

阳。许远预先储存的粮食被虢王李巨

强令分出一半给濮阳、济阴二郡，睢阳

军民只好每日以少量粮食掺以树皮为

食。由于伤亡和饥饿，睢阳守军减至

1600 余人，仍顽强抵抗。面对叛军攻

城 ，张 巡 督 众 烧 折 叛 军 云 梯 ，毁 其 钩

车，铄其木驴，焚其磴道。叛军为张巡

智勇慑服，遂掘壕立栅，围而不攻。至

八月，睢阳守军仅剩 600 余人。张巡、

许远分区防守，与士卒同甘共苦，昼夜

守备不懈。张巡还先后说服叛军 200

余人倒戈。

十月，睢阳城中粮尽。张巡多次

遣 将 向 邻 郡 唐 将 告 急 ，但 许 叔 冀 、尚

衡、贺兰进明等皆拥兵不救。有人建

议弃城突围东走，张巡、许远商议后认

为，睢阳是江淮屏障，如果放弃，叛军

就会乘胜南下，江淮必亡，而且带领饥

疲羸弱的士兵突围跋涉，到不了目的

地就会被叛军杀尽。于是，张巡等决

心与睢阳共存亡。最终，因病饿力竭，

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张巡及其部将 36

人遭杀害。唐军坚守睢阳长达 10 个

月，大小战斗 400 余次，共计歼灭叛军

12 万人。

睢阳浴血睢阳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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