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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圣虎 傅家德
本 报 记 者 李占江

1947年5月，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
战军一举全歼了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74师，
挫败了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计划，
扭转了华东战局。陈毅挥毫泼墨，写下了气
壮山河的诗篇：“孟良崮上鬼神嚎，七十四
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
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
看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由此，孟良崮战役作为我国解放战争史
上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著名战役而彪炳史
册。在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幸采访到
了三位参加孟良崮战役的老战士。

霍维新：黄崖山上阻击黄伯韬

1946年参军、1964年带病复员的霍维
新，家住蒙阴县蒙阴街道北关村。2009年10
月1日，他作为山东省惟一的复员军人代表登
上了国庆60周年天安门观礼台。

霍维新说，攻打孟良崮时他是华东野战
军6纵某16师特务连战士。在一次昼夜行军
中，他所在的部队开始了夺取黄崖山的行
动。作为一支前锋部队，克服疲累、饥饿之
苦，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终在5月15日的拂
晓抢到了黄崖山主峰的山脚下。这时候，黄
伯韬25师的一支先遣部队也刚好开到了西面
山脚下。胜败就在毫厘之间展开了比拼！

“冲！”我们特务连毫不犹豫地带人从
东坡攀援而上，国民党军则从西坡匍匐而
进！比速度！比耐力！比毅力！50分钟后，
登上峰顶，抢占了制高点时，这时国民党军
离山顶仅有30米，1分钟的行程！

“打！”连长一声令下，百十支汤姆
枪、步枪一齐朝国民党军扫去。黄崖山主峰
因此控制在了我们手里，其他友邻部队则相
继占据了附近的猛虎山、万泉山等要点。黄
伯韬展开营、团级的一次又一次冲锋，我们
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距离孟良崮战役结
束只有1个小时，黄伯韬只能眼睁睁看着74师
在枪炮声中沦入灭亡而“爱”莫能助……

“倘使国民党军先我1分钟到达山顶，阻
击25师的战斗，乃至整个孟良崮战斗恐怕就
是另一番场景了呀！”时至今日，霍维新对
黄崖山之战仍感慨不已。“那时我们还编写
了一首攻打国民党74师的歌，后来在部队中
广为传唱。”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霍
维新还清楚记得歌词：“飞跨沂蒙山万重/攻
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74师立奇功/红
旗插上最高峰……”霍维新因作战勇敢荣立

三等战功一次。

施夫俊：老大娘帮指认敌军位置

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战役展厅内，陈列
着一幅一位老大娘为我军战士指点着远方的
照片，照片上的解放军就是时任炮兵连长施
夫俊。前不久，我们电话采访了从兰州军区
原炮兵副司令员离休的施夫俊同志。

施夫俊清晰地告诉记者，1947年5月中
旬，孟良崮战役打到第三天的上午，鹿死谁
手还没有见出分晓。在外围，敌人的炮火压
得我军官兵抬不起头来，这时我军得到一份
情报说，敌83师第一团指挥所就在对面的村
庄刘家河疃的商店里。时任炮兵连连长施夫
俊接到立即炮击的命令后，却在地图上怎么
也找不到那商店的具体方位。焦急万分的施
夫俊束手无策，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就在这时，一个感人的场景出现了，随军摄
影师将它定格为经典——— 在硝烟翻滚的战场
上，一位久经风霜的沂蒙老大娘，正给施夫
俊指认刘家河疃商店的方位。

摸清敌人的地理方位后，施夫俊所在连
只用了十几发炮弹，就压制了敌人的指挥
所，摧毁了敌人的两座地堡，协同兄弟连队
完成了阻击任务。这幅照片的拍摄者，是已

故新华社原高级摄影记者邹健东。遗憾的
是，这位沂蒙老大娘的姓名始终无法查到。

施夫俊说，这位沂蒙山老大娘迎着炮火
硝烟，冒着生命危险，为我指点目标，她代
表着千千万万沂蒙妇女的光辉形象。施夫俊
还记着，在昔日420多万人口的沂蒙山区，就
有120多万人支前参战，3 . 1万多沂蒙儿女为
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孟
良崮战役，沂蒙人民功不可没！”

蒋玉棠：火线抢救300多伤员

今年已86岁高龄的蒋玉棠老人，住在蒙
阴县汶河小区,是当年孟良崮战役支前的鲁中
军区第三军分区救护队教导员。在我们促膝
交谈中，那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就像湛蓝的
天空中游弋的云朵，闪现在他的眼前……

孟良崮战役打响了。鲁中军区第三军分
区责成蒋玉棠率领救护队，参与火线救援。
蒋玉棠深情地说道：孟良崮战役火线救护
队，全是清一色的青壮年组成。两个人一
组，总共500多人，近200多副担架，是严格
按照“四四”编制，“救护队由班长、排
长、连长组成，我当时是教导员。记得一次
冬天，我们随大部队行军时，一连几天下着
大雨，寒风凛冽，刺骨的西北风呼啸着，穿

的鞋子磨破了就光着脚丫走，但是没有一个
叫苦喊累的，没有一个掉队的。”说到这
儿，蒋老又激动地唱起了当年他们自编的歌
谣：“救护队抬担架/谁都不害怕/为了求解
放/愈战愈有劲/累死也心甘。”

5月12日，孟良崮战役打响的第二天，我
军大批伤病员需要从前线阵地转向后方医
院，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命令第三军分区
救护队深入战区救护，同时开展护理伤病员
等工作。接到通知后，蒋玉棠二话没说，就
指挥着队员火速奔赴前线。他告诫队员们：
伤员为了人民流血，我们要为抢救伤员流
汗。在抢救伤员时要处处留神，千万不要增
加伤员的痛苦。“一次在抢救伤员时，我正
要躬腰往担架上抬病员，倏地，从病员身上
掉下来一枚子弹壳，看着流血不止的伤员，
我的眼泪啪啪地往下掉。”蒋玉棠小心翼翼地
把子弹壳捡了起来，紧紧地攥在手中，发誓一
定救护好前线的伤病员。这一次，他一个人一
鼓作气连续抢救了10名伤病员。

在整个孟良崮战役期间，蒋玉棠率领火
线救护队抢救伤员300多人。蒋玉棠也被华东
野战军第三军分区授予二等战功。时间转眼
飞逝了60多年，当年风华正茂的蒋玉棠如今
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但战争的记忆仍是他
生命中最深刻的烙印。

当年我军特务连战士、炮兵连长、救护队教导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我亲历了孟良崮战役”

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
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为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
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调集24
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由顾祝同统一指挥，向山东解
放区重点进攻。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密切关注山东战局，多次致电
陈毅、粟裕、谭震林，要求华东野战军前委“诱敌深
入”，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地组织歼敌。华
东野战军主动后撤到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实施
“诱敌深入”战术，让国民党军放胆前进。

华东野战军主动后撤，使蒋介石、顾祝同产生了一
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华东野战军攻势疲惫。蒋介石急令
各部兼程前进，跟踪追击。其中，被称为国民党军队
“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依仗全副美械装备，突
出冒进，向坦埠快速推进，处于突前位置。

第74师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部队，全面内战爆发
后，国民党一直把它当做进攻华东解放区的一支骨干力
量，几次与我军交手，都未受到重大打击。打掉国民党
军的这张“王牌”，是华东我军的夙愿。我军决定于5
月13日黄昏在孟良崮向敌人发起攻势。当晚就打退了敌
人的进攻，第二天上午发起全线进攻，到15日拂晓，第
74师已被四面包围于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域内。

整编第74师被围后，敌统帅部认为该师战斗力强，
正是与我军进行决战的良机。于是一面令该师坚守阵
地，一面令其他地区10个整编师分路向孟良崮增援，企
图里外夹击，聚歼我军。15日，敌我双方对孟良崮附近
各制高点进行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16日下午5
时，我军将74师及83师1个团共3 . 2万余人全部歼灭，击
毙第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

孟良崮战役开创了在敌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
敌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是打破国民党军对
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被陈
毅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场战役的胜利，有
力地配合了陕北以及其他战场的政治和军事攻势，迫使
国民党军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而进行整顿。它标志着国
民党反动派所谓“重点进攻”新战术的破产，人民解放军
从此开始赢得了战争主动权。

（□记者 李占江 整理）

■红色经典·相关链接

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前，陈毅（左一）、粟裕（左二）亲临前线视察炮兵阵地。

▲1984年建成的孟良崮战役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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