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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1 月 ，中 共 中 央 军 委 和

毛泽东同志先后两次指示晋冀鲁豫野战

军准备“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

的战略出击。战略进攻前夕，中共中央

军委向刘伯承、邓小平就有关出击时间、

路线、机动方法、与其他野战军密切配合

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为保障我军战略进攻的用图需要，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

邓小平要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制图科

科长张国器半年内完成河南、湖北、安

徽、江苏等省 1∶5 万地形图 1000 余幅制

印任务。

接受任务后，张国器从司令部领取

了在历次作战中缴获的地图，随即迅速

行动起来。这批地图制印任务重，时间

紧迫，仅靠制图科当时现有的 10 多人，

无法按时完成。为此，张国器一面安排

科里人员做好准备工作，一面找军区司

令部参谋处协调增加作业力量。经争

取，陆续从其他单位调来 30 余人，使全

科人数增加到 40 余人。随即，全科分成

3个分队，展开制印作业。

为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制图科

在分队与分队、个人与个人之间展开制

图立功竞赛活动，夜以继日赶印地图。

在军区政治部印刷厂配合下，制印任务

到 1947 年 6 月中旬完成，地图及时送往

前线部队。

由于任务完成出色，晋冀鲁豫军区

为制图科召开专门庆功会。军区副司令

员滕代远参会讲话，给制图科记集体嘉

奖，给张国器、申健等同志记大功并授予

“人民功臣”纪念章。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

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亦称“刘

邓大军”）首先求歼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

军，尔后向大别山进击，在鄂豫皖边界地

区实施战略展开；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

战军主力组成外线兵团（亦称“陈粟大

军”）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

晋冀鲁豫野战军（亦称“陈谢集团”）一部

挺进豫西。三路大军成“品”字形阵势协

力作战，互为掎角，调动敌人回援，歼灭

敌人。按照预定计划，晋冀鲁豫野战军

于 6 月 30 日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转入

外线作战，随即就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

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考虑到大部队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

战，自然和政治环境复杂、官兵地理民情

不熟等问题，毛泽东于 7 月 30 日致电刘

伯承、邓小平等。电文中指示：“营长以

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

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

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遵照这一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当即

决定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制图科抽调

17名测绘员，由副科长张惠民带队，随野

战军司令部行动；同时，给每个纵队派去

两名测绘员，加强部队地图管理保障、军

事要图标绘、兵要地志调查等战地测绘

保障工作。

9 月 2 日，为做好三路大军进军中原

后续作战的地图保障，中共中央军委电

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及刘邓、陈粟、陈谢：

鄂北、陕南、关中、河南、安徽乃至湖北、

江西，如有五万分之一地图，可依次陆续

翻印，以备刘邓、陈粟、陈谢三个兵团现

在及将来需用。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这一指示，三路

大军结合各自实际，集中测绘力量，先后

开展了地图制印工作。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制图科接受了

这 一 任 务 ，以 保 障 后 续 作 战 的 用 图 需

要。此时，制图科已有半数人员抽调到

前线，作业力量明显不足，而这批地图的

底图资料又远在山西临县。

9 月底，制图科派测绘员从驻地冶

陶镇出发，日夜兼程，历时半个月到达

山西临县，领取了全国抗战初期获得的

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南方各

省 1000 余 幅 1∶5 万 、1∶10 万 地 图 。 随

后 ，测 绘 员 带 着 地 图 于 11 月 中 旬 安 全

返回驻地。

这期间，制图科从军区部队、北方大

学等单位陆续调来 50 余人，使全科人员

增加到近百人。地图资料取回后，全科

人员夜以继日展开制印工作，到次年 7

月完成任务。

在此期间，陈谢集团自晋南强渡黄

河，进入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区，策应刘邓

大军作战。但是，部队测绘人员缺乏，又

缺少相关地区的地图。11月，陈谢集团第

4纵队开办了测绘参谋训练队。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司令员陈

赓指示测绘参谋训练队，在河南襄城制

作河南、湖北、四川等省的 1∶5 万地图。

于是，测绘参谋训练队采用边学习边摸

索的方法，在当地石印厂的配合下，突击

作业一个多月，最终完成 1500 余幅地图

的制印。

1948 年 1 月，陈粟大军进入豫西、鄂

北地区，配合陈谢集团作战，急需上述地

区的地图。副司令员粟裕指示司令部调

集各纵队测绘人员 40 余人，在河南临颍

五里头突击制印上述地区的 1∶5 万地形

图，最终于 2 月上旬完成。对此，粟裕非

常满意，专门让摄影记者为制图人员照

了集体合影，以作鼓励。

从 1947 年 6 月转入战略进攻至 1948

年 7 月，进入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

路大军相互配合，先后进行了洛阳战役、

宛西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共歼国

民党军 27 万余人，攻克了一座座城市，

粉碎了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

系，为日后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创

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测绘人员不畏条件

艰苦复杂，夜以继日制印地图，对三路大

军实施战略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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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8 月 21 日至 26 日的兰州战

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的一次决

战性作战。我第一野战军同盘踞兰州

的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殊死血战，不仅

消灭了国民党军在西北地区的马步芳

主力，使西北其他敌军完全陷于分散、

孤 立 之 境 地 ，而 且 打 通 了 我 军 西 进 青

海、宁夏和甘肃河西走廊的门户，为解

放整个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人

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千军如

卷席，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进军。遵照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进行整

编，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

任 司 令 员 兼 政 治 委 员 ，辖 第 1、第 2 兵

团。后华北第 18、第 19 兵团进军西北，

编入第一野战军序列。

彼时，国民党集团虽然败局已定，

但仍不甘心失败，妄图保住西北、据守

西南，以待他日卷土重来。龟缩在西北

地区的主要是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

集团，其中胡宗南部主力约 17 万人猥集

于陕中及渭河流域，青海马步芳（青马）

部、宁夏马鸿逵（宁马）部及蒋系部队约

14 万人分别防守甘、青、宁 3 省，另有陶

峙岳部和邓宝珊部共约 8 万人分别驻守

新疆和陕西榆林地区。

兰州因地处皋兰山麓而得名，位于

甘肃省中部，是西北地区第二大城市、

河西走廊东段门户，也是连接甘肃、宁

夏、青海、新疆 4 省的交通枢纽，自古以

来便是中原通往西北各地的要冲，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当时，这里正是国民党

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

兰州城夹山带水，城北是滔滔黄河，

四周被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尤

其是城南郊绵延 20 公里的南山，堪称全

城的天然屏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

党就构筑了永久性工事，后经不断增修，

逐渐形成以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为主

体的三大防御阵地。主阵地和外围阵地

均构筑能相互支援和掩护的钢筋水泥碉

堡群，阵地外斜面还修有环形人工削壁，

削壁上暗藏机枪射击孔，与地上碉堡内的

火力交织成一道道难以逾越的火力网。

不仅如此，削壁外还筑有外壕，壕外附设

了大量的铁丝网和地雷，俨然将其打造成

了一座“金城汤池”。

马步芳深知兰州决战不容小觑，胜

负成败关乎其生死存亡，因而将主力倾

囊搬出，全部用于防守兰州，并委派自

己的儿子马继援坐镇指挥。

一方面，马步芳派出其最精锐的第

82 军下属第 100、第 248、第 190 三个师

分别扼守兰州东、南、西三个方向，以第

129 军防守兰州城区。另一方面，他将

第 91、第 120 军和宁马第 81 军 3 万余人

置于兰州东北方向的靖远、景泰一线，

保障左翼安全；以新组建的骑兵军 2 万

余人，防守兰州西面的临洮、洮沙等地，

保证右翼安全。马氏父子吹嘘“兰州是

攻不破的铁城”。

青马摆开架势、妄图死守，兰州决

战必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彭德

怀 深 知 ，在 兰 州 歼 灭 青 马 对 西 北 整 个

战 局 是 有 利 的 ，如 果 让 马 步 芳 逃 回 青

海，势必增加我进军作战的困难，延长

解 放 西 北 的 时 间 。 因 此 他 对 部 属 说 ：

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

他 真 的 不 跑 ，就 到 了 我 们 把 他 消 灭 的

时候了。

8月 4日，彭德怀向各兵团发出解放

兰州的命令，拟以一部兵力钳制宁马匪

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甘

地区之马步芳部，并准备歼击新疆可能

回援之敌。5 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发

出了解放西北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

党同志及全军指战员、战斗英雄模范工

作者，全军一致，勇往前进，为干净、全

部消灭青、甘、宁三省匪军，解放整个大

西北而战斗。”

从 9 日开始，第一野战军主力分左

中右三路向兰州、临夏方向挺进。至 20

日 ，第 2、第 19 兵 团 顺 利 占 领 定 西 、榆

中，会师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

围兰州，开始进行总攻前的战斗准备。

一场战略决战即将打响。

考虑到我军当时只是完成了对兰

州的三面合围，守军随时都有可能从北

面的黄河铁桥逃跑，围城后第二天，我

军就集中九个团兵力，对南山各要点发

起试探性攻击。

在此期间，我第 1 兵团于 22 日攻占

临夏，青马新编骑兵军未战先溃，一部

被歼，大部逃窜；翌日又先后攻占宁定、

和政，歼灭青马 1000 余人，兵锋直指兰

州右翼守敌，迫使马步芳紧急从兰州抽

调骑兵第 8、第 14 师回防西宁。随后，

第 1 兵团在临夏地区一面准备攻兰战

役，一面调查黄河渡口，修造船筏，准备

由永靖、循化北渡黄河。

23 日，毛泽东同志就歼灭马步芳和

攻占兰州问题致电彭德怀等：“马步芳

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

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

力于攻兰战役”“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

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

敌情、地形和鼓励士气，作充分的战斗

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

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25 日拂晓，我军攻城部队按预定计

划，采取重点突破、多路围歼战法，兵分

多路向兰州发起总攻。我军首先以猛烈

炮火轰击，继以爆破扫除障碍，然后向敌

阵 地 的 削 壁 、堡 垒 和 层 层 防 线 实 施 突

击。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在兰州城郊

迅速展开。

我第 4 军首先攻下号称“兰州锁钥”

的沈家岭。第 11 师第 31 团连续突破守

军两道防线，首先攻占沈家岭阵地上的

第一道堑壕及第 1、2、3 号碉堡，接着向

第二道堑壕逼近。敌人多次疯狂反扑，

企 图 夺 回 阵 地 ，双 方 展 开 一 场 殊 死 拼

杀，伤亡都很严重。经过十余个小时的

激烈争夺，第 4 军终于攻占了主阵地。

25 日下午，我第 6 军集中炮火向工

事强固的皋兰山主峰营盘岭发起猛烈

轰击，将敌大部工事摧毁，但马家军凭

借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担任主攻任

务的我第 17 师第 50 团几次攻击都未成

功。危急时刻，第 7 连指导员曹德荣抱

起炸药包冲了上去，迅速爬到削壁下，

手托炸药包将削壁炸开，用身体为战友

开辟了前进道路。战斗愈演愈烈，敌我

双方一度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至

17 时，我后续部队终于突破第二、三道

削壁，攻占了营盘岭。

同时，我第 65 军在马家山、古城岭

上同马家军反复拉锯 20 余次，才巩固

了 既 得 的 第 一 、二 道 外 壕 。 接 着 又 连

续打垮马家军 10 余次反冲击，终于攻

占 第 三 道 外 壕 并 迅 速 向 纵 深 发 展 ，占

领古城岭主峰。

青马南山阵地全部失守，守军伤亡惨

重。马步芳鉴于兰州屏障已垮，宁马和胡

部均未出援，为保存实力、避免西退之路

被切断，决定趁夜幕降临后全线撤退。

攻城部队乘胜追击，战斗从南山阵

地向城区延伸。我第 4、第 6 军从西、南

两个方向先后攻入城内，第 65、第 63 军

从东破门而入，与城内溃敌展开激烈巷

战。与此同时，我军迅速向黄河铁桥进

攻，集中火力封锁桥面，完全控制了黄

河铁桥。战至 26 日中午，城内残敌均被

肃清，我一部兵力通过黄河铁桥，攻占

桥北高地，残余守军分向永登、西宁逃

窜。至此，兰州宣告解放。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

模 最 大 、战 斗 最 激 烈 的 一 次 城 市 攻 坚

战 。 我 第 一 野 战 军 经 过 连 续 奋 战 ，歼

灭马步芳主力第 82 军三个师大部、第

129 军两个师各一部和三个保安团，共

2.7 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

物资。

兰州战役是解放西北进程中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的决战，负责左路作战指

挥的王震如是评价道：兰州战役是解放

大西北的最后一次战役决战；兰州战役

的胜利，对彻底消灭西北国民党反动军

队，肃清全国反动残余势力，对全部解

放西北五省辽阔的祖国疆土，都具有非

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解放西北的最后一次战役决战
■章世森

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封

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向新疆进军问

题的电报。这封电报不仅见证了新疆

和平解放的历程，更体现了毛泽东同志

在香山时期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的政治

远见和我军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革命

信念。

1949年，为了顺利解放新疆，我军奋

勇前进，解放甘肃河西走廊，兵临玉门。

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大部分地区

之后，为防止溃散之敌退入新疆，增加

进 军 新 疆 的 困 难 ，同 时 为 打 开 内 地 通

往 新 疆 的 交 通 要 道 ，根 据 中 央 军 委 发

布 的 进 军 河 西 走 廊 的 命 令 ，作 出 相 应

战 略 部 署 ：第 1 兵 团 第 2 军 自 青 海 西

宁，沿西（宁）张（掖）公路挥师北上，翻

越祁连山直取张掖；第 2 兵团沿兰（州）

新（疆）公路及其右侧地区西进，其中

第 6 军为右路，绕乌鞘岭和腾格里大沙

漠 边 缘 的 大 靖 西 进 ，第 3、第 4 军 附 第

一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直取

武威、酒泉。

9 月 4 日，第 2 兵团按预定计划由兰

州出发，追击西逃之敌。一路上，我军

士气高昂，所到之处敌军纷纷投诚。

10 日，在第一野战军还未进军新疆

之前，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彭德怀的复电中写道：“集中

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

新疆进军”“由你们自己做准备的事项，

请你抓紧进行，除帐篷、水壶、粮食外，

你未提皮衣、皮帽、毡鞋，这些是很重要

且须立即准备的，是否需要我们帮助你

们办皮衣，要多少，请即告”。毛泽东在

复电中还写道：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

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

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

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

已 不 是 战 争 问 题 ，而 是 和 平 解 决 的 问

题，本日我们邀请张治中正式谈了，请

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

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

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

我们认为，应设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

辖西北五省。

虽然此时的毛泽东远在千里外的

北平香山，但对我军入疆行动时刻牵挂

于心。电文中，毛泽东根据战场局势，

初步制定进军新疆时间，并嘱咐彭德怀

在 进 入 新 疆 前 要 做 好 一 切 准 备 工 作 。

入疆之路虽已取得阶段性成功，但途经

之处气候恶劣、路途艰辛，战士的穿衣

住行和进军行动都在毛泽东的考虑范

围，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前线战士的

关心。

15 日，邓力群抵达迪化（今乌鲁木

齐），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向包尔

汉、陶峙岳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新疆

问题的主张和政策。

18 日，第 2 兵团全部集结于武威以

北地区。19 日，毛泽东复电邓力群并告

彭德怀、张宗逊、西北局：新疆在人民解

放军到达并获得和平解放以后，拟请张

治中、陶峙岳、包尔汉及伊犁方面的人

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机关，彭德

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兼新疆军政

委员会主任；新疆省政府改组，包尔汉

仍为主席，委员由中共方面及新疆各民

族方面为主体，酌加张治中、陶峙岳方

面的人。

在了解到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用

意后，包尔汉给毛泽东发去了电报，表

示已准备好与一切反动势力划清界限，

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在党的带领下

诚心投身新疆和平解放事业。

23 日，毛泽东复电包尔汉，表示新

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归功

于各方努力，希望一同为解放全新疆而

奋斗。

最终，陶峙岳、包尔汉在毛泽东多

方运筹和我军强大的进攻态势下，接受

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25 日和

26 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

疆和平解放。28 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

陶峙岳、包尔汉，欢迎他们率领新疆军

政人员举行起义。

10 月初，王震、彭德怀先后来到酒

泉，为进军新疆做好准备。陶峙岳为表

和平诚意，请求我军尽快入疆。随后，

双方商定了新疆起义部队改编方案与

我军进疆事宜。12 日，我军进军新疆；

20 日，进驻新疆省会迪化。11 月 7 日，

王震、徐立清等同志到达迪化，受到热

烈欢迎。

新疆和平解放历程中——

“香山电报”运筹帷幄
■刘延岩 桂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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