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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

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

我军歼灭。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

得胜利，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空

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建立完备的

国防力量，歼灭残敌，中共中央、中央军

委作出建立人民空军的战略决策。

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人民空军已

提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目前

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

指示。这个指示提出：1949 年及 1950 年

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

军。当时，在东北航校已经集结和培养

了一批空、地勤人员和其他技术人才，又

在全国已经解放的广大地区内接管不少

机场，并缴获和搜集一批飞机和航空器

材。建立空军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中共中央及时作出组建人民空军的战略

决策。

3 月 8 日，根据兼任东北航校校长的

刘亚楼建议，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中国共

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特意召见东北

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治委员王弼，听

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情况汇

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毛泽东等在听

取汇报过程中，不断询问学员来源、训练

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

障条件等情况。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在

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 500 多名

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

时，毛泽东连连称赞。

17 日，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王弼

的建议和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在

北平成立军委航空局，负责领导中国人

民的航空事业。30 日，中央军委任命常

乾 坤 为 军 委 航 空 局 局 长 、王 弼 为 政 治

委员。

军委航空局成立之初，设作战教育

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供给

科 等 机 构 ，暂 编 64 人 。 渡 江 战 役 胜 利

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尤其

是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城市

解放后，航空业务工作迅速增多，工作

范围日益扩大。5 月，军委航空局增设

航 行 管 理 处 、秘 书 处 、政 治 处 ，扩 编 为

172 人。

军委航空局是我军第一个统管全国

航空的职能机构，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下，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

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留旧航空技术人

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并尽早恢复生

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

培养航空技术人才，为正式组建空军创

造条件。

军委航空局成立后，遵照中央军委

的指示，从东北航校中抽调干部，将其组

成 3 个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

北各地，负责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和接

纳航空技术人员。各航空接收组从 3 月

至 7 月先后在北平、济南、南昌、长沙、汉

口、上海、西安等地设立航空办事处，在

天津、徐州、青岛、杭州、南京、太原、张家

口等地设立航空站。随着航空业务的增

多，为使一个地区的航空工作由所在军

区统一实施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军

委航空局和东北航校派赴各地的接收组

为基础，由各军区调配部分干部，先后组

建华北、中南、华东、西北、东北、西南军

区司令部航空处，负责本地区国民党空

军和民航人员的接收、安排和处理等有

关航空事务的工作。

军委航空局还组织设计人民空军

军 徽 、机 徽 和 空 军 指 战 员 的 男 女 服 装

样 式 。 他 们 组 织 人 员 研 究 设 计 ，提 出

样式图案，并制作样品，报中央军委审

查批准。空军军徽是在“八一”军徽两

边 衬 以 鹰 的 两 翼 ，象 征 人 民 空 军 英 勇

果 敢 和 飞 行 无 阻 ；机 徽 是 在“ 八 一 ”军

徽 两 边 衬 以 镶 金 黄 色 边 沿 的 红 带 ，用

以表示人民空军在祖国大地上空翱翔

的 雄 姿 ，标 志 着 人 民 空 军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的 一 个 军 种 ，是 在 陆 军 的 基 础

上发展起来的。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

大典，飞行队首次使用空军军徽、机徽

标志和服装。

二

6、7 月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深入

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当前的空中力量

太 弱 ，难 以 担 负 起 渡 海 作 战 的 艰 巨 任

务。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快

建立空军的步伐。7 月 10 日，毛泽东致

信周恩来，就建立空军问题提出明确意

见。毛泽东在信中说：“根据朱德建议，

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

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

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11 日，中央军

委召见当时正在北平待命的刘亚楼谈建

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

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和领率机关组成的建

议。

26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正率团

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

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

联订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

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

刘亚楼率小型代表团赴苏联具体商谈。

同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四野战军第 14

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

成空军领导机关。

8 月 1 日 ，中 央 军 委 致 电 第 四 野 战

军：“由四野拨来作为成立空军司令部

之基础的十四兵团指挥机构（包括司、

政 、供 、卫 的 全 部 人 员 以 及 警 卫 团 在

内），请即令开来北平待编。”第四野战

军随即于 5 日命令“十四兵团直属队全

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10

日，第 14 兵团直属队 2500 余人，由兵团

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何廷一和兵团政治

部组织部部长王平水率领，分两批乘火

车 从 武 汉 出 发 ，于 19 日 到 达 北 平 南

苑。到南苑后，大家立即抓紧时间学习

航空知识，部分人员还乘坐运输机体验

飞行。

与此同时，党中央派刘亚楼率王弼

等人赴莫斯科，参加刘少奇率领的代表

团。8 月 13 日，刘少奇、王稼祥带刘亚

楼等人在莫斯科与苏联代表商定，苏方

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组建空军的

设想方案。经多次商谈，双方签订了苏

联卖给中国 434 架飞机、派 878 名专家

顾问、帮助开办 6 所航校等内容的协议

书。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为加强华北

地区的防空力量，保卫中央首脑机关和

北平古都安全，保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顺利召开，军委航

空局遵照周恩来指示，从华北军区司令

部航空处和东北航校抽调 10 余名战斗

机和轰炸机飞行员、40 余名地勤人员以

及 10 架飞机，于 1949 年 8 月 15 日在北

平南苑机场成立飞行中队，从 9 月 5 日

起 开 始 担 负 北 平 地 区 的 防 空 作 战 任

务。除此之外，他们还担负了掩护大沽

港的安全、配合地面部队演习、紧急空

运物资、接送中央首长等任务。

9 月 21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

中庄严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

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

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

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

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三

到 1949 年 10 月底，我军接收大小机

场 60 余 个 、飞 机 113 架 、航 空 发 动 机

1278 台、各种航空器材物资 4 万余吨；接

管航空修理、装配、配件等工厂 32 个；收

容 国 民 党 空 军 航 空 技 术 人 员 2000 余

名。这使人民空军在初建时期拥有的航

空技术人员增加到近 3000 人，飞机增加

到 159 架。我军修复机场 40 多个，开通

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

的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

化（今乌鲁木齐）、北京—石家庄—开封—

武汉和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

等空中运输线，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

地面交通困难条件下的紧急运输之需。

我军接收的航空工厂，经过短期整顿后，

大部分已经开工，承担了修理飞机和制

造零件的任务。

10 月 25 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

空军司令员，任命萧华为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任命王秉璋为参谋长。11 月

初，军委总参谋部就空军司令部的名称

及级别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提出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和“中国

人民空军司令部”两个方案。毛泽东确

定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并

暂定按兵团一级对待。

鉴 于 空 军 领 率 机 关 已 组 建 就 绪 ，

空军主要领导又已任命，11 月 9 日，军

委总参谋部代总长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

空军领率机关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具

备。毛泽东批准后，11 日，中央军委致

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 军 司 令 部 现 已 宣 布 成 立 ，原 军 委 航

空 局 即 行 取 消 ，原 航 空 局 所 有 干 部 及

业 务 均 移 交 空 军 司 令 部 接 收 。 同 日 ，

中央军委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

坤 为 空 军 副 司 令 员 兼 军 事 训 练 部 部

长 ，原 军 委 航 空 局 政 治 委 员 王 弼 为 空

军 副 政 治 委 员 。 至 此 ，空 军 领 导 班 子

和机关基本配齐。

1986 年 10 月 28 日 ，中央军委确定

1949 年 11 月 11 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成立日。

1949，人民空军诞生始末
■蔡雪芹 孙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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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

收藏着一张 1934 年瑞京（瑞金）县扩大

红军登记表存根。这张扩大红军登记

表存根为毛边纸质，呈黄褐色，纵 27.50

厘米、横 41.80 厘米。它见证了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当地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参

加红军、保卫红色政权的峥嵘岁月。

一

红军在反国民党军“围剿”过程中，

消灭了大量敌人，但自身减员也较多。

为补充和扩大兵源，党和苏区各级政府

大规模开展扩红运动。

1930年 8月 2日，中共中央下达《关

于党的军事机关组织与系统问题通知》，

明确规定建立各级武装动员机构：中央

军委下设武装工农部，各军区的军委下

设武装工农处，各省军委和中心城市区

委的军委设立武装工农科。10月，中共

中央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规

定，中央军委参谋部下设动员补充科。

1931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军委成立后，总

参谋部下设动员科。11月，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

军委）成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总参谋

部和总政治部又分别设立了动员科和地

方工作部。1932 年 2 月，中革军委总参

谋部编制调整，动员科改为动员局。

7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

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全国战争动员

的领导机构。1933 年夏，中革军委成

立武装动员部，后改称总动员部，并在

红军总司令部下设武装动员局。1934

年 2 月，中革军委决定，“为使战争动员

工作密切连（联）系地方部队的组织和

训练”，将总动员部改为总动员武装部；

红军总司令部武装动员局同时并入该

部。在上述动员领导机构建立的同期，

各苏区红军也先后建立了动员机构；苏

维埃政府则普遍建立“拥护红军委员

会”或“扩大红军委员会”，负责征兵动

员、战时保障和拥军优属工作。上述机

构的建立，加强了对兵员动员工作的领

导，促进了扩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二

从 1932 年至 1934 年，中央苏区先

后掀起多次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在历

次扩红运动中，瑞金是扩红的模范县，

出色完成扩红任务，留下许多母送子、

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1933 年 5 月是扩红冲锋月，瑞金云

集区坪山乡曾来英、谢来发娣、谢玉英

3 位农家妇女，不仅动员自己的丈夫当

红军上前线，还动员了 14 名年轻人参

加红军；瑞金九堡区区委支部在会议

上作关于扩大红军的报告，群众的参

军热情被极大地带动起来。这些先进

典型都被《红色中华》广泛宣传，苏区

掀起前所未有的扩红热潮。瑞金在短

期内便集中了 4000 余人入伍，组建了

瑞金模范师。7 月，瑞金又扩红近 2000

人，成为红军工人师的主体之一。

1934 年 9 月，为了补充和扩大红军

的战斗力量，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兴国、

石城、会昌、汀州，保卫中央苏区，中革

军委发出《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

令》，号召大家“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

士走上前线”，要求“自带一件棉衣、两

套单衣、两双布草鞋，自带梭标和碗筷，

至少两人共带一床毯子，马上集中到补

充师去”。瑞金又一马当先，不到半个

月 就 输 送 新 战 士 3000 余 人 到 主 力 部

队，另外还动员近 300 人到独立营，组

织 4000 余 人 随 军 突 围 。 这 张 登 记 表

存根（见下图）上的人员都是这个时期

参加红军的。

三

为赢得革命的胜利，瑞金子弟付

出了巨大牺牲。苏区时期，只有 20 余

万人口的瑞金，就有 10 多万人参军支

前，5 万多人为革命捐躯。新中国成立

后，被录入烈士花名册的瑞金籍烈士

有 17000 余名，还有许多人成了无名烈

士。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初

心：为了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不惜流

尽最后一滴血。

90载春秋过去，这张扩红登记表存

根作为革命历史文物，其蕴含的精神价

值弥足珍贵。当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后，国民党军对苏区展开疯狂的烧杀抢

掠。苏区人民怀着对党和红军的无比

热爱、顶着被杀头的危险，将扩红登记

表存根藏好，历经无数劫难，才将这张

见证扩红运动的登记表存根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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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人 民 革 命 军 事 博 物 馆 中 ，

陈列着一块仅有成年人手掌大小的棉

衣 残 片 。 它 整 体 呈 现 黄 褐 色 ，边 缘 有

明 显 的 灼 烧 痕 迹 。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为了不暴露目标，志愿军战士邱少

云烈火焚身却岿然不动。这块棉衣残

片 ，见 证 了 邱 少 云 为 了 胜 利 毅 然 选 择

牺牲的壮举。

邱少云，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市

铜梁区）人。1949 年 12 月，他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1951 年 3 月，他响应“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为第 15 军第 29 师第 87 团

第 3 营第 9 连战士。部队的教育磨炼，

使他很快提高了政治觉悟，明白了“为

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道理。

“到朝鲜后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

死。为了让所有的受苦人都像我们一样

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个啥子么。”这

是邱少云在家书中写下的肺腑之言。

1952 年 10 月，邱少云所在的部队担

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

391 高地的作战任务。

391 高 地 位 于 铁 原 东 北 10 余 公 里

处。这里可以俯视我纵深平原和敌我

间 的 开 阔 地 带 ，直 接 威 胁 着 我 部 与 友

邻 接 合 部 的 安 全 ，是 敌 人 楔 入 我 前 沿

阵地的一个“钉子”。同时，391 高地又

是敌前沿一个突出、孤立的支撑点，是

敌人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弱点。高地山

势狭长，南北两峰形若屋脊，四周都是

悬 崖 陡 壁 。 高 地 上 还 布 有 地 堡 、明 暗

火力点等野战工事，周围有铁丝网，外

围 埋 有 各 种 地 雷 ，形 成 了 环 形 野 战 防

御阵地。敌人以一个连及一个火器排

的兵力防守。拔掉这个“钉子”可以对

敌形成威胁。

必须拿下 391 高地！这是命令，更

是 铁 的 纪 律 ！ 从 志 愿 军 前 沿 阵 地 到

391 高地，需要经过中间长达 3 公里的

开 阔 地 带 。 这 里 没 有 掩 护 ，完 全 被 敌

人的火力覆盖封锁。为了缩短部队冲

锋 距 离 ，减 少 伤 亡 ，经 研 究 ，指 挥 部 决

定派出邱少云所在的第 3 营潜伏在 391

高地前的草丛中，配合大部队攻打 391

高地。

11 日 深 夜 ，潜 伏 突 击 队 出 发 ，500

余 名 志 愿 军 官 兵 潜 伏 在 391 高 地 前 的

草丛里，邱少云潜伏的位置距离敌人阵

地 只 有 60 多 米 。 夜 里 ，整 个 潜 伏 区 显

得异常宁静。天刚蒙蒙亮，志愿军官兵

透过草丛，不但可以看到敌人设置的铁

丝网，还可以看到敌人主阵地上的地堡

和火力点，以及从地堡里伸出来的机枪

和瞭望孔里缩头缩脑向外张望的敌人，

甚至连敌人的讲话声都听得见。潜伏

在草丛中的志愿军官兵已经坚持了很

久，浑身酸痛，他们静静等待着进攻时

刻的到来。

第二天，敌人在我军潜伏区扔燃烧

弹，火越烧越大，烧毁了邱少云身上的伪

装物。火势迅速蔓延到全身，邱少云的

衣服很快也燃烧起来。他身旁有一条水

沟，只要翻身一滚，就可把身上的烈火熄

灭。但这样一来，潜伏突击队就会被敌

人发觉。邱少云强忍着剧痛，把冲锋枪

和手榴弹、子弹小心翼翼地埋压在身体

下面。火猛烈地燃烧着，邱少云的身体

一动不动，直到壮烈牺牲。

傍 晚 时 分 ，空 中 升 起 了 进 攻 的 信

号弹，志愿军官兵怒吼着“为邱少云报

仇 ”向 敌 堡 猛 扑 过 去 ，很 快 全 歼 守 敌 ，

将 胜 利 的 红 旗 插 上 了 391 高 地 。 战 斗

结 束 后 ，直 到 17 日 凌 晨 ，战 友 们 才 在

一片烧光的坡地上找到了邱少云的遗

体。

邱少云牺牲后，朝鲜人民和中国人

民志愿军怀着深深的敬意，在 391 高地

崖壁刻下鲜艳夺目的大字：“为整体、为

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

永垂不朽！”为了表彰邱少云的英雄事

迹，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

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

议会常任委员会追授邱少云“朝鲜民主

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

国旗勋章。

参 加 潜 伏 任 务 前 ，邱 少 云 郑 重 地

向 党 支 部 递 交 了 入 党 申 请 书 ：宁 愿 自

己 牺 牲 ，决 不 暴 露 目 标 ，为 了 整 体 ，为

了 胜 利 ，为 了 中 朝 人 民 和 全 人 类 的 解

放 事 业 ，愿 献 出 自 己 的 一 切 。 邱 少 云

最终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的

英 雄 壮 举 ，不 仅 树 立 了 严 守 纪 律 的 光

辉 典 范 ，也 在 一 代 代 官 兵 心 中 铸 就 了

“ 纪 律 重 于 生 命 ”的 精 神 丰 碑 。 而 今 ，

这 块 紧 贴 英 雄 身 躯 的 棉 衣 残 片 ，依 然

在 无 声 中 让 人 们 感 受 到 那“ 在 烈 火 中

永生”的英雄精神。

左上图：邱少云的棉衣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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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衣残片见证邱少云壮举—

在 烈 火 中 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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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瑞京（瑞金）县扩大红军登记表存根。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