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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小船”的磅礴力量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

用小船划出来的”。2020年8月19日
下午，正在安徽合肥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参观了位于巢湖之滨的渡江
战役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缅怀
革命先烈。他告诫全党：“任何时
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
诚的人民服务员。”

组织支前运动

为保障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
从1949年1月底开始，在我党的组织
动员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热情地
投入到支前工作中，夜以继日筹集
粮草、铺路架桥、运送弹药，掀起
了规模宏大的群众性支前热潮，为
战役提供了坚强的后勤支援和物资
保障，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
威力。

2月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
华东支前司令部，统一领导渡江战
役的支前工作。2月15日，华东支
前委员会成立，在安徽合肥、滁县
成立两个后方支前办事处，分区负
责支前工作。各地支前大队深入群
众，耐心细致地做思想教育工作，
宣传“蒋军必败、我军必胜、渡江
必胜”的道理。在一次兵民恳谈会
上，一位中年船工激动地说：“咱
们也是苦出身，共产党、解放军是
帮咱们穷人过好日子的，只要能送
你们过江，我死了也值！共产党、
解放军肯定能成功！”

在广泛深入的组织动员下，解
放区的人民群众政治觉悟高涨，宁
可全家挨饿也要保障渡江大军的粮
草供应。仅江淮和皖西两地人民就
提供粮食3 . 6亿斤，柴草3 . 6万吨。
为了保障交通运输，苏北和皖北地
区人民组成抢修大队，积极配合工
兵部队，抢修沿途铁路、公路和所
需桥梁。华中两个分区抢修公路

1169公里，桥梁95座。皖北人民在
抢修津浦铁路蚌埠至宿县段和蚌埠
淮河铁桥过程中修复铁路 2 1 0公
里。江淮四分区修筑了蚌(埠)滁(县)

和合(肥)浦(口)两条公路。苏北、皖
北等地动员民工320万人，组成担
架队、运输队，运送物资和转运伤
员。合肥人民共转运物资5 1 2 5万
斤，转运伤员8 5 0 0人。来安、炳
辉、嘉山等县抽调民工组成4个远
征担架团和2个挑子团、3个挑子营
随渡江大军南下继续支前，历时长
达2个月。

征集船只船工

要把几十万大军运过汹涌的长
江，足够的船只是保障顺利渡江的
重要战略物资。第23军军长陶勇曾
一语道破：“过江全靠船，船是命
根子。”国民党从1949年3月就开始
封江，将江边渡船洗劫一空，滚滚
千里的长江江面上一艘小船都看不
见。我党我军积极部署，形成“依
靠船主、利用帮头、教育保甲”的

征调政策，展开了筹措船只、训练
船工的周详计划。整个过程共动员
船只 5万多条，参战船工 1 9万余
人，可以说是做到了应征即征、应
有尽有。安徽是渡江战役主战场，
江淮地区的沿江各县是渡江作战的
重要基地。据统计，仅无为县就征
集船只多达5000余条、船工2000多
人，其他多个县各征船上千条、船
工数千人。

为了解决一些船工对冒生命危
险送解放军过江的思想顾虑，第二
野战军某团连长王学礼找来老船工
李盘、姚海等给群众现身说法，讲
“解放军渡江是为了解放全中国，
是为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道理，
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老百姓听了感
同身受，纷纷表示：“吃菜要吃白
菜心，当兵要当解放军，只有人民
解放军，才是真正为人民打天下的
军队。”他们把沉在江中、河中的
船打捞上来，把写着“渡江一定胜
利”的红纸标语贴到桅杆上，下定
决心一定要把人民解放军送过长江
去。

枞阳县铁铜乡桂家坝村是安庆
最早被解放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军
在渡江战役中择定的一个最早起渡
点。常年在桂家坝村旁的菜子湖打
鱼为生的陈文义、陈正华父子，对
江面水文、两岸地形都很熟悉，主
动报名当船工，和解放军战士在一
起合编成水手训练队。他们帮助北
方籍贯的“旱鸭子”战士克服恐水
心理、苦练水上作战本领，与战士
们结对 子 一 帮 一 当 起 “ 游 泳教
练”，向战士介绍风向风浪、水
速、江潮、暗礁等长江水性……一
个多月的同吃同住同训练，让这对
父子和解放军结下了深厚感情。4

月中旬，负责枞阳江段渡点的野战
军首长亲自挑选了一批船工作为先
头部队，陈文义父子光荣当选。

千帆横渡长江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
《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
谈破裂。4月21日凌晨，毛泽东主
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
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三野战军高喊“打过长江去，解放
全中国”的口号，在西起九江湖口
东到江苏江阴的千里江面上横渡长
江，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
力飞渡天堑，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苦
心经营3个月之久的长江防线。

当晚8时30分，各渡口的信号
弹万箭齐发般射向天空，霎时间，
江北成千上万只木船满载解放军战
士，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扬
帆竞发。长江对岸，南京下关电
厂、下关机务段轮渡工人驾驶轮船
过江接应解放军；被策反的水上警
察局开着巡逻艇到了解放军所在的
长江浦口；成千上万的渔民冒着生
命危险，把停靠在内河的渔船拼死
抢出，划向对岸接应解放军。整个
江面炮声隆隆，火光冲天，而来来

往往的船只从未停歇，穿梭在炮弹
炸起的一个个水柱之间。三野九兵
团二十七军战士姜瑞福曾感叹：
“我们是江北老百姓用双手送过长
江的。”渡江小英雄马毛姐、渡江
第一船张孝华、特等渡江英雄车胜
科、虎胆英雄丁广田……千千万万
支前船工舍生忘死驾驶帆船，将百
万人民解放军送到江南前线，彻底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划江而治”
的迷梦。

4月20日夜，安徽无为船工车
胜科载着渡江突击部队向对岸进
发，快到江南登陆点时，敌军碉堡
群火力齐发，船上一个排的战士多
人中弹，同船船工车胜科的父亲车
德旺、二弟车胜福也相继倒下。面
对密集如梭的炮火，车胜科毫不畏
惧，拼命摇桨，左手中弹、血流不
止都浑然不知。战士们要扶他进舱
急救，但他咬紧牙关说：“别管
我，我能坚持！”从20日夜晚送第
一突击队过江起，到26日将江北解
放大军渡完，车胜科和他的小船在
江上来回划了整整7天7夜。渡江战
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司令部授予三次负伤不下火线的车
胜科“渡江特等英雄”称号，1951

年他应邀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
到毛泽东的接见。

滚滚长江，奔腾不息。70多年
前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战役，为之
奉献牺牲的无数先烈和人民群众，
我们不曾也不能忘记。在渡江战役
中，1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
老百姓在支援，渡江战役的胜利，
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新时代
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将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一只只
“小船”，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据《学习时报》)

人民解放军冒着炮火渡江。

抗战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
党关于编组新四军的协议，原活动
在闽北、闽东等地的红军游击队，
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张云逸兼任
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
下辖第五、第六团，全支队共2100

余人，担任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
进苏南，保卫新四军军部领导机关
及后方单位等任务。

1938年6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
航运线，以策应对武汉的进攻，命
令驻芜湖的日伪军加强攻势。日伪
军沿青弋江不断南犯，驻守在该地
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应国民党第
三战区之邀，新四军三支队开赴皖
南前线，接替国民党军一四四师在
红杨树镇、青弋江、峨桥一带的防
务。

10月7日，第三支队进入青弋江

西岸的西河镇地区。西河镇地处长
江南岸，迫近日军重兵据守的芜湖
和日军在华中的指挥中心南京，本
属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第一四四
师和第一〇八师防守，两个师的防
线以红杨树镇为界。新四军第三支
队接防前，红杨树镇已被日军占领。

国民党交给新四军的任务是：
在敌后侧进行游击战争，袭击敌
人，破坏敌人交通，以牵制敌人。
但国民党军交给三支队的“防区”
却是一片宽100公里、纵深不足50公
里的狭长沿江地带，驻守这一地区
的国民党一〇八师、一四四师名义
上是和新四军三支队协同作战，但
其阵地完全“收缩”至三支队“防
区”的后方。

三支队以大局为重，毅然挑起
这一地区正面战场的守备任务。鉴

于红杨树镇是防区前沿的一个要
点，谭震林等研究后决定：采取灵
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趁敌立足未稳
之际夺回该镇。此后，化装成农民
的新四军频繁出现在红杨树镇，不
仅很快摸清了敌情，还多次伏击下
乡抢劫的小股日军。十几名作战经
验丰富的侦察员利用夜色掩护进入
红杨树镇，对日军进行袭击、骚
扰，副司令员谭震林亲率两个连埋
伏在镇外指挥、策应。几天下来，
搞得敌人身心俱疲，无奈之下只好
放弃红杨树镇，狼狈撤回湾沚镇。

三支队收复红杨树镇，极大鼓
舞了战区各部队的士气和皖南人民
的抗战热情。为防止敌人反扑，三
支队一面迅速构筑工事，做好阻击
日军进犯的战斗准备，一面通过集
思广益，迅速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

的“运动防御”战术。
10月30日，日军分三路向红杨

树镇、清水潭一线发起进攻。清晨
6时许，日军进至清水潭一带，遭
到六团三营顽强阻击。战斗中敌人
发现：新四军的子弹往往从意想不
到的地方飞来；可以用于隐蔽的地
方，全被人挖开了豁口，让他们
“成了活靶子”；冲锋时每前进一
步都有掉进陷阱丧命的危险……鉴
于此，敌人只好依仗炮火优势，向
新四军阵地猛轰。但三支队事先已
将工事挖掘成全部一线平行配置，
没有纵深，同时在工事下方挖掘了
藏身坑道，让敌人的炮火优势无法
发挥。在阻击1小时、毙伤日军100

余人后，三营主动转移，途中与进
攻红花铺的另一股日军相遇，“顺
便”毙伤敌人十余人。

11月3日，不甘失败的日军增兵
400余人，分四路向三支队防地扑
来。三支队战士们沉着射击，打退
敌人进攻，歼敌数十人。敌人久攻
不下，呼叫汽艇前来支援，企图从
河上向新四军阵地扫射投弹。但汽
艇上的敌人发现河道中有障碍物堵
住，根本无法靠近战场。经两小时
激战，第三支队主动转移，将敌人
诱致马家园、十甲村后，突然向敌
人发起猛烈反击。当日晚，第三支
队派出小分队，突袭湾沚、九里山
等日伪军据点。日军被打得焦头烂
额、疲于奔命，不得不于4日上午
全部撤回原驻地。

此次战斗历时6天，是第三支
队进入皖南前线进行的第一次大规
模战斗。在战斗中，三支队将游击
战和阵地战有效结合在一起，共毙
伤日伪军300余人，收复一批被敌人
占领的村镇。此后，直到新四军三
支队奉命撤出该地区，日军始终不
敢再次进犯。

(据《人民政协报》)

人民军队出版的第一份铅印军
报，是红四军政治部在闽西创办的

《浪花》报，时间是1929年7月27日。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

率领红四军第二次进入闽西，并于
5月23日、6月3日、6月19日先后三
次攻占龙岩城，消灭了福建省防军
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至此，以龙

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
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从敌人手中
缴获的印刷机器，成为红四军宣传
战绩、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
的有力武器。

7月27日，红四军政治部创办了
《浪花》报。《浪花》报(创刊号)

开宗明义地指出，其使命是要“效

力于它的主人——— 被压迫阶级”，
以简洁的文字揭露包藏祸心的反动
统治者的罪恶行径，发扬大无畏的
革命气概，“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
者去踏死那些为非作歹的败类———
国民党反动派”。《浪花》报热情
宣传了红四军攻克汀州，直取龙
岩、永定、上杭，歼灭军阀郭凤

鸣、陈国辉的战绩；报道了闽西各
地举行工农暴动，组织工会、农
会、赤卫队、暴动队，创建和发展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号召
贫苦工农积极行动起来打土豪、分
田地，推翻封建剥削制度。

红四军在闽西的胜利，引起了
蒋介石及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的
惊恐，急忙调遣一批“剿匪健将”
对闽西摆开“会剿”的阵势。面对
敌人甚嚣尘上的“会剿”声浪，
《浪花》报以它“特殊的精神”，
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军阀混战“挂羊
头卖狗肉”的实质，动员根据地群

众起来粉碎敌人的“会剿”。
目前在古田会议纪念馆收藏陈

列的《浪花》报(创刊号)是在漳平
县城的一幢民房墙上发现的。这张
报纸和土墙牢牢粘在一起，不可分
割，只好将土墙一起切割下来，用
玻璃罩起来，放在展室内。这是一
份四开二版的铅印小报，报头“浪
花”二字清晰可见，其他文字则不
好辨认了。报纸设有“发刊词”
“特讯”“短评”等栏目。这张独
一无二的《浪花》报，经由专家鉴
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据《光明日报》)

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旗开得胜

人民军队的第一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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