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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间断

朝鲜战场形势多变、任务紧迫，志愿

军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战略进攻阶段，各党支部及时进行形势

任务教育，讲清中朝唇亡齿寒的关系，阐

明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正义性；结合官兵

沿途所见的朝鲜难民，揭发美军虐杀朝

鲜人民的事实，坚定他们保卫和平、反抗

侵略的信念；引导官兵辩证看待敌我力

量，指出敌人“钢多气少”战略弱点，提升

官兵作战信心。战略相持阶段，面对战

线拉长、补给困难的困境，志愿军党委运

用“来来往往”方式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组织部队听取慰问团和归国代表报告，

领取慰问物资，激发官兵爱国情绪；阅读

祖国人民慰问信，增强官兵作战必胜信

心。战略防御阶段，针对部分同志产生

疲惫情绪的情况，营级党委、连级支部、

班排小组逐级领会讨论作战任务，以干

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为思想骨干，深

入班排阵地进行教育引导，牢固树立长

期防御作战思想。

组织不涣散

志愿军作战前吸收部队负责人参加

上 级 党 委 会 ，以 更 好 领 会 上 级 作 战 意

图。空军党委要求部队树立协同陆军作

战、主动支援的集体思想；陆军部队召开

联合步炮政工会议，建立联合政工指挥

所以实现步炮精确协同。当战事紧急

时，部队在行军路上召开“飞行”支委会，

在枪林弹雨中召开小型支委会；在战中

伤亡较大的情况下，采取边走、边打、边

组织的方式，收容失联人员，重新整编合

并成建制连队，成立临时党支部，确保组

织不涣散、指挥不间断。转入阵地防御

后，主力步兵连队和配属机枪、炮兵、通

信等单位党员成立阵地党支部，在支部

统一领导下讨论协同作战计划，相互配

合坚守阵地；距离主阵地较远的部队，在

支部之下成立临时支分部，带领全排人

员冒着炮火修筑掩体，单独遂行任务。

发扬军事民主

战争初期，美军飞机凭借装备优势

对我军运输补给线进行破坏，志愿军后

勤战线官兵集思广益，在 2800 多公里的

后方战线上，设置 1500 多个防空哨，担

负指挥交通、维修公路、排除故障、抢救

伤员等任务；运输部队群策群力，运用

“赶羊过路”“顶牛过江”等方法，架设水

下桥梁供人员和车辆通行，使美军飞机

从上空无法找到轰炸目标；装卸部队集

中智慧，创造“游击车站”和站外“分散

甩车、多点装卸”战术，确保后勤补给及

时跟上。此外，为应对拥有制空权的美

军，志愿军官兵共同讨论钻研打飞机战

术，通过揣摩美军飞机的飞行高度、速

度特点，反复练习对空射击技术，成功

打击美军嚣张气焰。朝鲜人民军也主

动与我军分享打坦克经验，提出专打步

兵、直捣敌指挥所和炮兵阵地战法。在

长 期 阵 地 战 中 ，军 事 民 主 开 展 更 加 广

泛，全体官兵总结交流战斗经验，各连

队支委会还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采取“包教保学”的方式，具体分工学

习使用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等手持

武器装备，做到经常性总结评比，提高

部队技战术水平。

开展立功运动

在各级党组织不间断激发下，志愿

军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求 战 情 绪 高 涨 。

尤其是广泛开展的“杀敌立功”运动，成

为发动官兵完成作战任务的有力精神

武器。志愿军团级以上部队组织成立

评功委员会，营连成立评功小组，采取

简化手续、减少层次、提前批功的方式，

坚持边打、边评、边请、边宣功。在连续

作战中，上级组织往往利用作战间隙搜

集材料，抓紧敌人尚未反扑的空档，立

即给爆破地堡、打开突破口、把红旗插

上主峰的单位请功。火线立功极大地

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热情，大家纷纷喊

出“穿插立功”“孤胆作战立功”“争取立

功见毛主席”等口号，很多同志负伤坚

持战斗、奋勇杀敌。

除了激发战斗意志，志愿军党委还

号召党员带头克服疲劳情绪，各级文工

团奔赴前线演出、慰问、祝捷，连队官兵

在“阵地娱乐休息棚”里用胡琴、锣鼓等

乐器自娱自乐，歌咏、朗诵、舞蹈、戏剧和

小型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对宣传战争

形势、宣扬英雄事迹、鼓舞战斗情绪起到

巨大作用。

战争中，志愿军党委高度重视守牢

思想阵地，面对强劲对手，全体官兵始终

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保持高昂战斗

意志，研究提出破敌之策。抗美援朝战

争的胜利，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可以战

胜一切的伟大实践证明。

党旗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飘扬
■程宇一 曹明敏

救命猫汤姆

1855 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

苦战一年，勉强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市。

此时，英法联军已弹尽粮绝，部队全城搜

粮，却一无所获。中尉威廉·盖尔接到命

令，在城里寻找食物。

他带领士兵搜查地窖，意外发现了

一只膘肥体壮的小猫。对于一只刚经历

了一年围困的猫来说，它看上去非常健

康，甚至还有些胖。盖尔推断，它一定知

道哪里有老鼠——哪里有老鼠，哪里就

有食物。于是，他派士兵留意这只猫的

行踪。一天，小猫钻进一堆瓦砾，过了许

久才现身。士兵们清开废墟，下面竟然

是一处俄军军需仓库。靠着这个仓库里

的粮食，英法联军渡过了难关。部队撤

走时，盖尔把这只救了联军的流浪猫带

回英国，并给它取名为汤姆。汤姆于一

年后死于英国，它的标本现存于伦敦国

家陆军博物馆。

海豚排雷兵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曾将经过

专业训练的海豚作为“职业排雷兵”。早

在 1960 年，美国海军一个实验室就发现

海豚能够接受复杂的专业培训，用于军事

目的。于是，美国海军开始海豚水下排雷

的专业军事训练，并很快形成战斗力。

2003年 3月，美英联军在伊拉克最初

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从科威特到伊拉

克南部海港的军事运输补给线遭到水雷

的封锁。美军紧急调集由 9 只海豚组成

的特种排雷队，开展航道排雷任务。经

过近 7天紧张作业，海豚排雷队发现并排

除 100 多枚反舰水雷，扫清障碍，开辟出

一条自由通行航道。战争开始一星期

后，美军舰艇编队在海豚排雷作业气艇

的护送下，进入了乌姆盖斯尔港口，为作

战部队源源不断地运送弹药、食品和其

他补给品。

（李若铭）

鸽子能够辨别方向和地址，有非凡

的导航能力，因此被人类驯化用于通

信，成为信鸽。信鸽因具有传递信息准

确、机动灵活性强、不受地形限制、不受

电磁干扰等优势，被运用在战场上。在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信鸽的表现不俗。

它们能否及时送达情报，常关系到成百

上千人的生命。

早在 19 世纪末，沙俄军队继德国

等西欧国家引入信鸽。最早的军用信

鸽 通 信 部 门 出 现 在 华 沙 军 区 的 要 塞

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俄军队已拥

有 10 个军用信鸽通信部门。

1925 年，苏联政府专门通过一份决

定，在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内成

立信鸽体育中心“以保卫苏联国家利

益”。1928 年，海军人民委员约瑟夫·乌

恩什利赫特提议在苏联引入“军用信鸽

责任制”，满足工农红军战时对通信部

门的信鸽需求。

从 1929 年起 ，莫斯科畜牧学院开

始为工农红军培育军用信鸽，工农红军

也正式将军用信鸽列入装备。1930 年，

苏联又颁布了《工农红军通信部队关于

军用信鸽养鸽部队作战训练指南》，进

一步明确信鸽是辅助通信手段，应在技

术手段无法使用或者中断等特殊情况

下使用。常设军用信鸽站列入军区通

信部队。移动式军用信鸽通信部门纳

入 工 农 红 军 所 有 步 兵 和 摩 托 化 军 序

列。军用信鸽养鸽人的训练工作由工

农红军驯犬和驯鸽中央学校负责。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

月，由于部队移动速度很快，驻地变动频

繁，信鸽通信形式几乎无法运用。纳粹德

军每个集团军都有固定鸽子站，每个军都

有移动式军用信鸽通信部门，一样无法使

用信鸽。然而，这并不妨碍苏联与纳粹德

国严密监视对方信鸽的一举一动。

因为鸽子在游击战中很可能成为

一种秘密通信手段，纳粹德国在最初一

份指令里命令被占领的居民上交所有

鸽子并直接消灭，如有窝藏违抗，直接

处死。1941 年秋天，苏联也对莫斯科地

区居民作出规定，禁止窝藏鸽子，否则

将受到严肃处理。

现存的军事档案里有很多战报记

载了莫斯科保卫战期间信鸽的使用情

况。这些经过驯教的信鸽经常被司令部

随时放出与前线分队进行通信联络，它

们在莫斯科近郊地区 7条主方向和其他

辅助方向上定期飞翔，传送至关重要的

情报信息。

1942 年夏天，加里宁方面军的侦察

小组在纳粹德军的浅近后方频繁活动，

信鸽站的鸽子连续不断地保障了至关

重要的通信联络。此外，信鸽“通信兵”

在苏军横渡第聂伯河行动过程中也立

下汗马功劳。在游击队里，信鸽更是获

取和传递秘密情报最为可靠的手段。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第 2 波罗的海

沿岸方面军第一突击集团军第 12 近卫

步兵军曾经配属过一个信鸽通信连，信

鸽与侦察兵的密切协作，有效保障了步

兵军司令部与各师（团）司令部之间的

双边通信联络。80 名通信连士兵拥有

90 个便携式鸽子篮，他们训练的近 500

羽信鸽可以在 20 个方向上飞翔工作，

并在半年时间内传递了 4000 多份紧急

情报。它们牺牲巨大，有的被纳粹德国

狙击手猎杀，有的死于其他原因。

据统计，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军用

信鸽共发送信鸽电报 15 万份，30 名驯

鸽战士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荣获战斗

勋章和奖章。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信鸽
■李子实

明 朝 始 终 非 常 重 视 北 部 边 疆 建

设 ，却 一 直 没 有 找 到 一 条 万 全 之 策 。

自朱元璋以降，明朝对北方游牧民族

从进攻到僵持，再到转入防守，最终完

全防不住——从明朝北部边疆攻守转

换的过程中，尤可看出其北疆战略的

得与失。

外患加剧

明 朝 一 直 以 蒙 古 人 为 头 号 假 想

敌，努力针对其构筑防御体系。然而，

塞外并非只有这一支游牧民族。万历

年间，女真族势力逐渐壮大，对明朝北

疆的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也打破了

北 方 地 区 明 、蒙 双 方 长 期 对 抗 的 格

局。其时，女真族人口总数为 100 万左

右，其综合实力与明朝相差悬殊，但由

于明朝北疆防御体系的瓦解，加上女

真族势力日益扩张，导致攻守态势发

生彻底转变。当时明朝将领都知道女

真兵“满万不可敌”，故始终努力使其

“分”，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则致力于

“合”。在后金初步统一后，明朝在东

北已现颓势，因此才有萨尔浒之战的

失败。

在女真族崛起的同时，明朝正步

履沉重地迈入全面衰退期，已呈积重

难返之势。由于皇帝昏庸、宦官专权，

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

出 现 严 重 危 机 。 武 昌 、云 南 、苏 州 等

地，相继出现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辽

东地区甚至出现兵变。这表明明朝社

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官与民

之间的矛盾正日益突出。动辄万人以

上的起义规模，不仅反映出社会危机

的日渐加深，同时也宣告明政权正逐

渐失去对帝国的统治力。

在军事上，明朝也同样呈现出颓

败之势。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后金

展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多尔衮

更是大举入塞，加快了推翻明政权的

步伐。

边防日衰

明正统年间，瓦剌迅速崛起，明朝

北疆的安全已产生严重危机。《明史》

记 载 ，“ 景 帝 即 位 ，十 余 年 间 ，边 患 日

多”，反映出当时边务日渐衰败的实际

情况。

俗话说，攻难守易，但攻与防的关

系并非绝对。如果防守方摸不准对手

的进攻方向，则极易处于被动。正如

孙 子 所 说“ 无 所 不 备 ，则 无 所 不 寡 ”。

明朝对北方游牧民族主要采取防御之

策，但北部边界线漫长，实现有效防守

并非易事。

到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明朝已

出现明显的边饷危机，而且逐渐演变

成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这也加速了王

朝的衰亡。有学者总结过这种结构性

问 题 的 突 出 表 现 ，认 为“ 边 镇 防 线 过

长 ，内 地 补 给 有 限 ，粮 食 运 转 路 途 遥

远，困难过大，成本太高”。到明朝后

期，随着政治腐败和经济下滑，前方补

给变得更加困难，原有的边疆战略失

去 继 续 贯 彻 执 行 的 基 础 。 明 初 设 计

“九镇”虽然发挥过一定实效，但其中

的弊端，如巨大的物资损耗等，此时也

变得日益突出。面对困境，督师蓟辽

的 朝 臣 孙 承 宗 多 次 呼 吁 裁 减 军 队 员

额 ，上 书“ 简 汰 官 兵 ”，以 争 取 节 约 开

支，维持前线士卒的基本补给。依据

当时双方角力的实际情形，明军其实

应 当 通 过 增 兵 来 增 加 防 线 的 坚 固 程

度 ，但 是 由 于 补 给 不 足 而 无 法 实 现 。

孙承宗提出这种饮鸩止渴的策略，实

属无奈。

战力瓦解

万 历 年 间 ，明 朝 连 续 对 外 用 兵 。

万历中期的“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

役、播州之役和援朝抗倭之役，给财政

带来沉重负担，边防问题由此日益严

重。朝廷被迫四处筹措军饷，“一年而

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二千万以输

边 ”，给 各 地 百 姓 带 来 沉 重 压 力 。 此

外，十三边镇防线过长，官军人马也明

显不足。

明朝中期，由于世袭制的军队完

全丧失战斗力，明朝被迫改用募兵制

补充兵员。这种改变一度在抗击倭寇

的战争中起到积极作用，但到了后期，

已挽救不了整个明军军政的败坏。政

治 腐 败 不 可 避 免 地 构 成 对 军 队 的 侵

蚀 ，并 很 快 形 成 层 层 盘 剥 式 的 贪 腐 。

下级军官捉襟见肘，底层士卒更是无

法糊口。即便如此，他们还要承受各

种 盘 剥 ，最 终 只 能 走 上 哗 变 的 道 路 。

崇祯初年，处于辽东最前线的宁远率

先出现士兵哗变，此后山西等地也相

继发生勤王兵哗变事件。军队战斗力

丧失，甚至“一望虏兵，即思逃遁”。保

卫 帝 国 的 长 城 ，已 呈 轰 然 坍 塌 之 势 。

明 朝 统 治 者 精 心 构 筑 的 北 疆 防 御 体

系，也就此宣告瓦解。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心中最大

的外患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蒙

古。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最终给予

明朝毁灭性打击的，正是北方的游牧

民族。起于女真族的后金，最终给了

明军以致命一击。

明
末
北
疆
防
线
的
瓦
解

■
熊
剑
平

左 图 ：

擅 长 骑 射 的

女真族人

下 图 ：

《 出 警 入 跸

图》（明）中的

明朝军士
二战期间二战期间，，传递情报的军用信鸽传递情报的军用信鸽

1952年，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前线进行慰问演出

1950 年 10 月，为了保卫
和 平 、反 抗 侵 略 ，中 国 党 和
政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英雄
的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高 举 正
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
一道，舍生忘死、浴血奋战，
赢 得 了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伟 大
胜利，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
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面对
敌我双方军队武器装备对比
悬殊的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作
用，带领部队正确开展游击
战、伏击战、阻击战、运动战、
阵地战、防御战等，以坚定的
意志、旺盛的斗志、团结的作
风、灵活的战术确保抗美援朝
战争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