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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

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

务》决议，提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

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

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3

月下旬，陈毅出席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安

徽省蚌埠市孙家圩子召开的渡江作战会

议后，向张爱萍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

军委的决定：委任张爱萍负责海军筹建

事项。4 月 23 日，在渡江战役胜利的号

角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

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

成立，由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海军是技术性强、兼具陆海空诸兵

种特点的现代化军种，组建海军不仅要

有人，更要有人才。华东军区海军成立

后，临时党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了

创建人民海军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

结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

军。为此，华东海军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后，从陆军部队中选调当过海军、干过船

务、学过船舶、懂得机械，甚至生长在江

河湖海地区识水性的干部、战士，参加海

军。同时，积极吸收原国民党海军人员

参加人民海军建设，除起义者外，还在上

海、青岛、福州等地成立“登记国民党海

军人员办事处”，公开刊登通告，号召散

落在各地的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前来报

到。通告发出后，效果显著。至 8 月，有

1000 余名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前来报到。

经过甄别，其中 788 人被录用。为争取、

团结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华东海军称他

们为“原海军同志”，而由陆军部队新编

入海军的人员则称为“新海军同志”。

这两部分人员“尺有所短、寸有所

长”：新海军人员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经

受了严格的锻炼和考验，政治上坚定，作

风上扎实，思想上进步，但在海军技术上

是空白；原海军人员熟悉技术，又有一定

的海军作战经验，但无产阶级觉悟和革

命精神不足。8 月 15 日，为加强两部分

人 员 的 融 合 ，按 照“ 建 军 先 建 校 ”的 原

则 ，华 东 军 区 海 军 学 校 在 南 京 正 式 成

立，张爱萍任校长兼政治委员。该校于

9 月 14 日 开 学 ，首 批 新 海 军 学 员 1500

名，原海军学员 2000 名。

根据学校安排，“新海军”和“原海军”

进校都需承担“学”和“授”的双重任务，即

“扬其所长、补其所短”。一方面，原海军

人员担任教员，帮助新海军人员尽快掌握

海军航海、舰艇驾驶、武器操作等知识技

能，也要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对我党

我军光荣传统的认识及认同。另一方面，

新海军人员要虚心求教，在短期内突击学

习舰艇出海急需的专业技术，使自己由

“陆改海”的“旱鸭子”早日成为海上战士，

同时还要担负团结和帮助原海军人员转

变阶级立场、提高思想觉悟的任务。两个

多月后，第一批学员顺利结业，为年轻的

人民海军注入了有生力量。11月 8日，华

东军区海军以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培训的

学员为基础，在南京组建第 1、第 2舰艇大

队，打造了人民海军第一支水面舰艇部

队，人民海军的战斗力自此开始形成。

1950 年 12 月，海军司令部借鉴苏联

海军建设经验，将华东军区海军学校改

建为海军联合学校，下设兵器、机械、通

信和舰务 4 个分校，主要担负培训水面

舰艇工程技术人员和指挥管理人员的

任务，为人民海军建设培养更全面的专

业技术人才。

尽管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只开办了 1

年多时间，但它为后续的海军院校发展

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是人民海军初创历

程的重要一步，在人民海军史上留下了

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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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2 月初开始，驻宿县、徐州的

日伪军集结兵力，不断向淮北津浦路西

抗日根据地进犯。新四军第 4 师等部奋

起反击，至 4 月 16 日连续打退日伪军多

次进犯。然而，盘踞在宿县西南的伪军

第 15 师 5000 余人不甘心失败，仍继续向

津浦路以西，宿县至凤台公路以东，淮

河以北，浍河以南地区“蚕食”，企图截

断新四军涡北与淮南、津浦路东地区的

联系，成为第 4 师开辟宿县、蒙城、怀远

地区的一大障碍。因此，第 4 师决心于 5

月下旬发起宿南战役。

战役发起前，第 4 师为创造战机，将

第 11 旅自龙山集北撤。就在日伪军麻

痹大意之际，北撤部队之第 11 旅 31 团于

5 月 21 日星夜，突然转兵南下，向驻守任

集的伪军第 15 师特务 3 团发起进攻。

根据战斗部署，第 31 团 1 连担任主

攻，负责摧毁敌炮楼、火力点，为后续部

队开辟道路。22 日 3 时许，1 连成功摧毁

外围两座炮楼，歼灭敌人一部。在进攻

主炮楼时，我军因缺乏重武器，抵近爆

破均告失败。伪团长带领伪军龟缩在

这座 3 层楼高的坚固炮楼里，倚仗机枪

扫射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到来。

此时，敌援军枪声渐近，若再不迅

速 拿 下 这 座 炮 楼 ，将 影 响 整 个 战 斗 计

划 。 关 键 时 刻 ，司 号 员 王 连 生 主 动 请

缨，携带 20 余枚手榴弹，在战友的火力

掩护下，悄悄迂回至炮楼侧翼。之后，

他利用长梯攀至炮楼楼顶，掀开炮楼顶

盖上的席子，向 3 楼投掷 3 枚手榴弹，将

敌人逼退下楼。王连生乘机进入 3 楼，

继续向楼下投弹，迫使残敌退至底层。

在王连生手榴弹的威胁和政治喊话下，

惊 慌 失 措 的 伪 团 长 率 残 部 缴 械 投 降 。

战至 7 时，我军全歼伪军 1 个团，俘伪团

长以下 100 余人。

此战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实现了 4 个

“空间转换”：从平面围攻转为立体打击，

从外部强攻转为内部瓦解，从火力对抗

转为心理压制，从器械破坏转为结构利

用。王连生选择无防护措施的顶部突

入，采用“自上而下逐层清剿”的战术手

段，创造性使用垂直爆破的方法，利用建

筑结构弱点作为突破口，为缺乏重武器

的我军部队提供了攻城作战范本。

这一仗后不久，新四军第 4 师 11 旅

在 龙 山 集 召 开 英 模 大 会 ，授 予 王 连 生

“二级战斗英雄”的称号。“一连出了个

勇敢机智的小号手”的赞誉，在新四军

第 4 师不胫而走。

小号手智取炮楼
■马忠达 张 苗

1949年 4月 23日，华东军区海军正式成立。1989年，中央
军委确定 4月 23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日。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早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出于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我

军就已经组建了一些海上部队。这些部队活跃在鲁、苏、浙、
闽、粤沿海地区，积极开展海上游击战，为后来人民海军的成立
奠定了重要基础。

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是抗日战争时

期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

这支坚持在苏北沿海地区战斗的红色

海防部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

成为人民海军组建时的主干力量，最

终成为东海舰队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中期，新四军苏中军区

领导粟裕等根据苏中抗日根据地拥有

400 余公里海岸线的特殊条件，为便于

开展海上武装斗争，决定建立一支海

上部队。1942 年 11 月 5 日，新四军第 1

师海防大队在何家灶扩编后升格为苏

中军区海防团。粟裕指派第 1 师 3 旅旅

长陶勇兼任海防团团长。粟裕对海防

团的几个负责人说：“这是我们创建的

第 一 支 土 海 军 ，你 们 来 干 ，一 定 要 干

好！”他为海防团制定了三大任务：一

是 打 通 苏 中 到 浙 东 和 山 东 的 南 北 交

通；二是发动组织苏中沿海的渔民和

盐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

的利益，巩固苏中海防；三是保护转移

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

海防团初建时，编有 3 个海防连、1

个机炮队和 1 个山炮连。既然叫海军，

当然得有舰和艇。鉴于船只短缺，海

防团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出两种方法

增加船只数量：一是自己造木船，或是

由渔会派船、向船主租用。这些木船

本身不具备军事打击能力，于是海防

团指战员克服艰苦条件，在木船两侧

船舷加装几块钢板，在船头船尾摞上

几袋沙包，再架上轻重机枪和迫击炮，

硬 是 将 一 条 条 木 船 改 造 成 简 易“ 军

舰”。船上没有雷达、电报等一系列正

规海军设备，多船作战时便无法统一

指挥。为解决海上指挥和联络问题，

海 防 团 想 出 许 多 行 之 有 效 的“ 土 办

法”，如用不同颜色的旗子，挂大桅、挂

船头或船尾以表示不同的指挥讯号，

调遣哪支部队、怎么打、何时行动也各

有不同的旗子挂法。夜间行动时，海

防团改用手电筒、火把和花炮。这种

较为原始的联络方式，日军一来无法

侦听，二来看得云里雾里，反而大显神

通。就这样，新四军海军驾驶着这些

落后的“军舰”、使用简陋的武器装备，

在苏中近海海域开展游击战，发展渔

业、盐业生产，建设后方基地。

海防团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1943 年 11 月，海防团扩编为下辖 3 个

团的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纵队，由陶

勇兼任海防纵队司令员。海防纵队建

立后，开辟了苏中同苏北、山东、浙东、

上海的海上交通，不仅为苏中根据地

运输各种军需物品，还多次护送地下

党员等经海上出入根据地。在苏中反

“清乡”斗争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海防

纵队为后方机关提供了安全的海上大

后方，还将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和

后 方 医 院 等 各 类 工 厂 转 移 至 海 上 开

工，确保前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物

资的持续供应。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防纵队与新

四 军 序 列 内 另 两 支 海 上 武 装 苏 北 海

防 队 、浙 东 海 防 大 队 等 合 并 ，改 编 为

华中军区海防总队（后改称为华中军

区 海 防 纵 队）。 解 放 战 争 中 ，华 中 军

区海防纵队屡建功勋。1948 年底，为

准 备 渡 江 战 役 ，海 防 纵 队 奉 命 南 移 ，

在 江 苏 靖 江 八 圩 港 组 成 一 支 汽 艇 大

队。在渡江战役中，汽艇大队担任突

击队。部队凭借多年海上作战经验，

驾 驶 船 只 迅 速 冲 破 国 民 党 军 的 江 上

防 线 ，为 渡 江 战 役 的 胜 利 贡 献 了 力

量 。 1949 年 4 月 ，随 着 华 东 军 区 海 军

成立，这支 1000 余人的部队被编入华

东 军 区 海 军 第 1 纵 队 ，成 为 华 东 军 区

海军的一支生力军。

苏中军区海防纵队

我军另一支“土海军”是东江纵队

的海上游击队，即东江纵队护航大队

和港九大队海上中队。

1941 年 12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

队第 3 大队大队长曾生派刘培组织海

上 护 航 队 ，在 海 上 开 展 斗 争 ，肃 清 海

匪、控制从西贡北岸至大鹏半岛的航

线，保证航渡的安全。之后，海上护航

队以渔港为基地，护渔护航，破坏日军

海上运输。他们以炸药包、渔炮、手榴

弹，短枪等轻武器近战歼敌，开创了小

船打大船、木船打铁船的范例。

1942 年 2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

队成立。同年 7 月，游击队总队组建了

1 支直属独立中队，由年仅 20 岁的刘培

担任中队长。至 1943 年 6 月，刘培领导

的海上护航队和独立中队，在大鹏湾

海域作战 20 余次，缴获 40 余艘船艇。

日 军 因 近 海 航 线 频 繁 遭 袭 而 大 为 震

惊，特别是在多艘小型运输船被歼灭

后，严令禁止其小型船只进入大鹏湾

各小海湾停泊修理。

1943 年 8 月间，为实施向东发展的

战略部署、打通至汕头的海上交通线，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决定以刘培的

独立中队为基础，组建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总队护航大队，由刘培任大队长，

下辖 4 个中队（陆上、海上各编 2 个中

队）和 1 个独立小队。与此同时，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将成立于 1943 年 2

月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

海上小队扩建为海上中队，并在大鹏

湾内及西贡沿海至担杆岛一带活动。

两支海上游击队相互配合，相互策应，

开展海上游击战。

1943 年 12 月，我党在广东人民抗

日游击总队基础上扩编成立广东人民

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护航大队和港

九大队海上中队随之改编。这两支海

上游击队在大亚湾和大鹏湾开展海上

游击战 3 年多的时间里，共俘获敌船 43

艘，击沉敌船 7 艘，歼日伪军 280 余人，

缴获轻机枪 5 挺、步枪 50 余支、山炮 1

门和大批军用物资。

1947年，中共中央决定以东江纵队

为基础，在山东惠民组建两广纵队，隶

属华东野战军，曾生任司令员。新中国

成立后，原东江纵队护航大队和港九大

队海上中队的部分人员加入人民海军，

为新中国海防建设作出贡献。

东江纵队的海上游击队

我军历史上的海上力量
■徐 平

1944 年 11 月 5 日，驻刘公岛的 600

余名伪海军官兵，在爱国教官郑道济

等人的率领下，举行了武装起义。他

们趁敌不备，砸开了武器仓库，抢出了

枪支弹药，杀死 17 名日军和 30 余名反

动伪军，携带大批军械物资，分乘 4 艘

舰艇驶离刘公岛。这就是抗日战争期

间的“刘公岛起义”。

刘公岛起义部队登陆后，即被胶东

半岛中共地方党组织获悉，并很快上报

八路军东海军分区。为争取这支抗日队

伍，八路军东海军分区立刻派出文西独

立营，在牟平双林前村与起义部队会

面。经过东海军分区敌工股股长辛冠吾

等同志的一番工作之后，郑道济带领全

体官兵正式加入八路军。他们的爱国义

举，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受刘

公岛起义的影响，11 月 10 日，驻守在龙

须岛上的伪海军派遣队 67 名官兵也举

行了起义，并开赴抗日根据地。

对于伪海军起义，八路军各级领导

非常重视。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罗荣

桓立即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

两岛起义情况。随后，经总部批准，胶东

军区将刘公岛、龙须岛两支起义部队合

编为“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下辖 4

个中队，郑道济被任命为支队长。八路

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就此诞生，这也是

我军建制内最早冠以“海军”的部队。“我

们是中国未来的新海军，新海军！我们

要担负起海上的使命，每个人都沸腾起

抗日救国的热血，每个人都在狂吼起抗

日救国的歌声……”起义官兵自己谱写

的《海军进行曲》唱出他们建设新海军的

憧憬和抱负。

为加强对这支队伍的改造，胶东

军区选派政工干部和战斗骨干 100 余

人，并从胶东抗日根据地各中学选调

150 余名中学生，编入这支部队，同时

在各中队建立党、团支部，加强政治工

作。经过冬季大练兵和系统的政治教

育，大大提高了海军支队的政治素质

和战斗力，使之逐渐变成一支服务于

人民的军队。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后，胶东军区各部在胶东半岛向拒降的

日伪军发起声势浩大的战略大反攻。8

月底，在攻打即墨城的战斗中，海军支队

作为第二梯队。在主攻部队攻破城墙向

纵深发展时，海军支队突入城内，参加巷

战，用实战证明自己已具有一定的战斗

力。战斗结束后，海军支队转移至灵山

一带。9 月中旬，海军支队驻防莱阳西

水沟头，补充了 500余名新战士。随后，

海军支队扩编为 2 个大队和 1 个警卫中

队，共 1000余人。1946年 1月，部队又扩

编为 2个团（缺 2个营）和 1个警卫营。

1947 年 2 月至 1948 年 11 月，海军

支队的大部分人员随胶东部队渡海，

分批开赴前线参加东北作战。脍炙人

口的小说《林海雪原》中传奇式的英雄

人物，就是以这支部队中 1 个小分队的

队员们为原型塑造的。部队一路上边

行军边招兵，到东北后扩充成 3 个团。

海军支队渡海北上东北时留在山

东的人员，组成“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教

导队”，驻烟台、威海一带，守卫海防，

训练海军学员（包括地方海防民兵）。

人民海军诞生后，张爱萍向军委

提议，在全军范围内抽调原海军支队

的同志参加海军建设。于是，这个教

导队和散处在各部队的原刘公岛起义

人员陆续调到海军，被分配到舰上或

领导机关工作，成为组建人民海军的

骨干力量，真正实现了建设新中国海

军的夙愿。

胶东军区海军支队

苏中军区海防团司令部旧址苏中军区海防团司令部旧址。。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东江纵队护航大队海上队员在大鹏湾巡逻东江纵队护航大队海上队员在大鹏湾巡逻。。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刘公岛起义官兵参加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成立大会刘公岛起义官兵参加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成立大会。。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