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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广大军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在革命、

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的延安双拥运动 80

周年。80年来，双拥光荣传统历岁月沧桑

而不变，经时代变革而弥坚，始终保持着

蓬勃的生命力，并将一路创造新的辉煌。

双拥运动兴起

双拥运动早在大革命时期便已萌

芽 。 1937 年 ，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成 立 ，

毛 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

务》一文，首次提出“军民一致”原则，随

后将其确定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

则之一。同年，边区政府颁布《抗日军人

优待条例》《关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

议》等文件，双拥工作由此日渐制度化、

体系化。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为进一步密

切军政、军民关系，夺取对敌斗争的胜

利，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和陕甘宁边区

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别在军队和

地方开展一次“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

“拥护军队”的运动。1943 年 1 月 15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

定》，确定 1 月 25 日至 2 月 25 日为全边区

拥军运动月。25 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

团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作出《关于拥护

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同日，八路军后

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又发出《关于拥政爱

民运动月的工作指令》，规定 2 月 5 日至

3 月 4 日 为 全 边 区 部 队 拥 政 爱 民 运 动

月。2 月 1 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公布

《拥政爱民公约》十条，这也是人民军队

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在军地双方相互

推动和配合下，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

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拥军优属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各

级政府及人民群众对当地驻军及部队

中的伤病员、残疾人员、抗日军人家属

普遍进行了走访慰问，送去春联、粮食

等物品及部分现金，并与驻军举行多种

形式的联欢活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同志，率领慰问团

到南泥湾慰问第 359 旅的指战员。一些

地方干部还进行了拥军工作的反省和

自我批评。

在拥政爱民运动中，八路军留守兵

团等驻陕甘宁边区部队，采取召开干部

会议和军人大会的形式，在全体指战员

中进行拥政爱民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尊

重政府和爱护人民的意识。同时，广泛

开展登记旧案工作，发现有损害政府和

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赔偿、退还、

道歉。通过举行多种联欢活动，增进了

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双拥运动极大地密切了军政军民关

系，使边区军民达到空前的团结，有效保

障了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的胜利。1943

年 5 月 8 日，《解放日报》发表《拥军运动

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社论，充分肯定

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双拥运动的重大

成绩和成功经验，号召敌后各抗日根据

地学习借鉴。10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

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根据地党委和

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

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

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

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自此，双

拥运动在各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并成

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赓续双拥传统

解放战争时期，双拥运动进一步发

扬光大，展示出巨大威力。1947 年 10 月

10 日，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颁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使全军有了

统一的纪律和行为规范。此后，各部队

先后进行政策纪律教育，许多单位还推

出遵纪爱民公约，个人制订了遵纪爱民

计划，并将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的情况列入立功运动，定期进行检查，开

展表扬和批评。这些举措极大增强了干

部战士的群众观念和政策纪律观念，提

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密切了军政、军

民关系。

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援解放战

争，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入

伍的动人场面。上党战役打响后，太岳

地区人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紧急动

员青壮年参军入伍”的号召，掀起解放战

争的第一次大规模参军热潮。在辽沈、

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工就达

886 万人，出动担架 36 万余副，大小车

100 余万辆，牲畜 200 余万头，输送粮食

64 万吨。从抗日战争“陷敌于灭顶之灾

的汪洋大海”，到解放战争“潮涌般的小

推车和担架队”，双拥工作都深刻揭示出

“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争法则。

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1 月 27 日，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成立，其中优抚司

主 管 拥 军 优 属 工 作 。 1950 年 12 月 22

日，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

部联合发出《关于新旧年关开展拥政爱

民和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之后的每年

元旦、春节期间，全国军地主管部门都要

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根据中共中

央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全国开展抗美援

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全国人民以实际行

动热情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

动，其中包括：各族人民、社会各界募集

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组织各种慰

问团赴朝鲜战场前线阵地慰问志愿军。

各级人民政府和全社会优待军烈属。全

国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大批铁

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志愿到炮

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担负战地勤务和运输

工作。全国各地分批将饼干及肉、蛋、蔬

菜等制成品送往前方……抗美援朝战争

的胜利，离不开军民团结的巨大力量，巩

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为新中国赢

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批部队官

兵解甲归田，转战生产建设战场。他们

在广袤的新疆戈壁滩、黑龙江北大荒、华

南深山野林，披荆斩棘、屯垦戍边，书写

着人民军队为共和国建设作出的奉献。

“两弹一星”科研实验中，地方民兵大力

支援国防建设。这一时期，还相继涌现

出“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集体和以雷

锋为代表的爱民模范，以实际行动为人

民造福兴利。

谱写双拥新篇

改 革 开 放 后 ，双 拥 运 动 迈 上 新 台

阶。197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布《发扬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

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1991 年 1

月，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建省福州市

召开，首次命名表彰河北省保定市等 10

个市（县）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会

后，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创建双拥

模范城（县）热潮。

进入新时代，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军地奋力承担起新时代双拥工作使

命任务，双拥工作应和着新时代的脉搏，

呈现出令人振奋的新变化。军人依法优

先、光荣之家的标识彰显军人荣誉；军地

多领域联动，在促进战斗力生成、改善民

生福祉、协同创新等方面合作不断深入；

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迸发

出时代最强音。

“军队是扛枪的老百姓，老百姓是不

穿军装的八路军。”从延安发源，80 载时

光荏苒，双拥优良传统代代传承、薪火不

息。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新时代

双拥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

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的新征程上，必

将以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汇聚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强军梦

的宏伟力量。

纪念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

让双拥之花更加绚烂
■孙善康 印 祺

身高，是征兵体检的一条硬杠杠。

即便在古代，身高也是能不能“当兵”的

一个重要指标。

《六韬·犬韬·武骑士》中就有以身

高标准选拔士兵的描述，“选骑士之法，

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壮健

捷疾，超绝伦等”。按照战国时期的计

量单位换算，骑士身高需在 173 厘米以

上，在当时这个标准还是挺高的。

每个朝代选拔士兵对身高的要求也

不一样。汉朝规定，当兵的最低身高是

六尺二寸，以当时一尺合 24.5 厘米换算，

相当于 152 厘米。唐朝的“尺”分为大尺

和小尺，测量身高一般用小尺，小尺一尺

合 30 厘米左右。唐玄宗时期，招募骑兵

要求身高在五尺至五尺七寸以上，相当

于 150 厘米至 171 厘米以上。

到了宋朝，征兵对身高的要求又有

变化。宋太祖赵匡胤在征募兵员时，专

门 从 军 中 挑 选 高 大 精 壮 的 人 作 为“ 兵

样”，分送各地作为招募士兵标准。后

来，宋朝改用“木梃”代替“兵样”测量士

兵身高，被称为“招简等杖”。等杖标准

并非一成不变，宋真宗祥符年间，等杖长

度改为“自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按照

宋元时期一尺合 31.2 厘米计算，就是要

求士兵身高在 171 厘米至 181 厘米之间。

有趣的是，到了宋仁宗时期，等杖

不仅复定，士兵的军饷也与身高挂钩。

《宋史·兵七》有载：“自上四军至武肃、

忠 靖 皆 五 尺 以 上 ，差 以 寸 分 而 视 其 奉

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寸为三

等。奉钱七百者，以五尺七寸、六寸、五

寸为三等……”就是说，身高五尺八寸

以上，月薪一千文；五尺七寸以上，月薪

七百文，以下依次递减。“不给奉钱者，

以五尺二寸或下五寸七指、八指为等。”

如果个子太矮，还可能拿不到军饷。当

然，以上记载的上四军（即捧日军、天武

军、龙卫军、神卫军）属于殿前军，即禁

卫军，说明皇帝身边的军队自然要求更

高一些。

当然，征兵也不以身高作为唯一标

准。《嘉泰会稽志》“军营条”记载，北宋招

兵体检程序为：“先度人才，次阅驰跃，次

试瞻视。”即在量完身高后，还要考查被

募者奔跑和跳跃的成绩，并检查他们的

视力。

晚清时期，身高仍然是征兵一个重

要的指标。1902 年，袁世凯拟定了北洋

新 军 的 兵 役 制 度 ，其 中 就 包 含 募 兵 条

件。其募兵条件规定：年龄在 20 至 25

岁，体力能举百斤以上，身高官尺四尺

八寸，速度每小时行 20 里以上，“曾吸洋

烟 者 不 收 ；素 不 安 分 、犯 有 事 条 者 不

收”。这些不仅借鉴了近代西方军队的

规定，还结合了中国人当时的身高、体

力状况等，体现了对士兵体力和素质的

双重要求。

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有

一座“红军桥”，当年红军征兵处就设在

这里。其前桥 4 根廊柱上至今仍留有当

年参加红军丈量身高的标线。这些标线

就是汉阳当时生产的步枪枪身与刺刀的

高度。人只有超过这个高度，背上枪走

路，枪托才不会碰脚跟。也就是说，人比

枪高才可以参加红军。苏区时期，中复

村一带的热血青年曾从那条线走过，参

加红军、奔赴战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

战场上壮烈牺牲，再也没有回来。后人

便给廊柱上的这些标线起了一个悲壮的

名字——“生命等高线”。

新的时代条件下，根据任务需求、工

作环境等因素，我军对征兵身高要求越

来越规范、越来越精准。现行《应征公民

体格检查标准》中明确：男性身高 160 厘

米以上，女性身高 158 厘米以上，合格。

其中，坦克乘员身高 160 至 178 厘米；水

面舰艇、潜艇人员，男性身高 160 至 182

厘米，女性身高 158 至 182 厘米；潜水员

身高 168 至 185 厘米；空降兵身高 168 厘

米以上，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现行征兵体检标准

中，身高和体重息息相关，除身高须符

合标准外，体重也得符合要求。那些看

起来“身体壮硕”的人，不一定符合体检

标准。现行征兵身高体重标准明确，男

性：17.5≤BMI＜30，其中：17.5≤男性身

体条件兵 BMI＜27；女性：17≤BMI＜24

（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

方）。 大 家 可 以 算 一 算 ，您 的 身 高（体

重）符合应征条件吗？

征征兵季里话兵季里话““身高身高””
■王少亭

阏与之战是公元前 269 年赵国名

将赵奢率军在阏与（今山西省和顺县

境内）击败秦军的一次战役。此役，赵

奢采取示怯惑敌、奇兵突袭的战术破秦

解围，在取得战役胜利的同时，延缓了

秦军东进的步伐。

秦赵争雄

随着战国诸强相争日益激烈，各国

实力也此消彼长，整体格局不断变化。

至公元前 3 世纪 70 年代，秦国已成为七

雄中最强大的国家。而在山东诸国中，

赵国最为强大。赵国的强盛源于中国军

事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胡服骑射。

战国初期，赵国实力相对弱小，在

与魏、中山等国及北方游牧部族的战争

中常常失利。赵武灵王为富国强兵，决

心效法匈奴、东胡等游牧部族，发展骑

兵。于是，赵武灵王下令改变传统的宽

袍大袖穿衣习惯，效法胡人穿紧身衣

裤，以方便骑马射箭。“胡服骑射”为赵

国打造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使之一

举灭掉中山，还打败了林胡等游牧部

族，夺取北方大片土地，“攘地北至燕、

代，西至云中、九原”，赵国由此成为除

秦国外最强盛的国家。

“胡服骑射”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

大意义，它标志着骑兵开始成为中原各

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各国军

队主要由战车和步兵构成。战车尽管速

度快、威力强，但在灵活性和机动性上明

显受限，尤其是在与北方游牧部族骑兵

交战时，这一劣势更加明显。与之相比，

骑兵具有良好的机动性，适于发动突袭，

同时骑兵相对于步兵也具有较强的威

力。此后，战车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骑

兵开始在军队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

公元前 269 年，秦国以赵国不履行

交换城邑的协议为由，以中更胡阳为主

将，率军越过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省

和顺县以南、沁河以东地区），向赵国险

要地区阏与进攻。阏与扼守太行山东

西交通要道，一旦失守，秦国将打开进

军邯郸的西大门，并可以此为基地进攻

赵国河东地区。赵惠文王急召名将廉

颇、乐乘等，询问是否可救。但廉颇和

乐乘皆认为阏与“道远险狭，难救”，唯

有赵奢认为这犹如“两鼠斗于穴中，将

勇者胜”。于是，赵惠文王任命赵奢为

主将，率军救援阏与。

示怯惑敌

秦国在围攻阏与的同时，还派出一

部兵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

西侧，摆出进攻武安的态势。赵奢则率

军在离邯郸 30 里的地方驻扎，并传令：

“有以军事谏者死。”此时，在武安的秦

军鼓噪进军。赵军中有人建议赵奢立

即救援武安，赵奢立刻下令将此人斩

首。赵军驻屯 28 天未动，不断加固该

地的防御工事，制造出赵军怯弱，唯保

邯郸的假象。秦国派奸细前来探听虚

实，赵奢也给予款待并放他回去。秦国

将领得知这一情况，非常高兴，认为阏

与即可攻取，放松了对赵军的戒备。赵

奢见秦军已被麻痹，率军以两天一夜的

急行军赶到距离阏与 50 里的地方，并

令善射者严阵以待。

赵奢在这 28天按兵不动的目的，一

是为摸清秦军的战略意图，二是示怯以

迷惑秦军。在武安的秦军本为疑兵，进

行佯攻的目的是发挥牵制作用。但赵奢

需要明确这一点，以防止秦军声东击西

趁机攻打邯郸，于是在距离邯郸不远处

驻扎一段时间以掌握秦军动态。赵奢在

确定武安的秦军仅为疑兵后，便故意表

现出畏敌不前的姿态，并利用秦国奸细

实施反间计，使秦军放松警惕，希望打秦

军一个措手不及。然而，赵奢的这一切

谋划都只能秘密进行，一旦泄露，所有

目标均无从实现，反而会让自身陷入被

动。《孙子兵法》认为，一个优秀的将军

应该“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

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

识”，即不让士兵对军事行动有所知晓，

要能临时改变作战计划而无人识破其

用意。这便是赵奢下令“有以军事谏者

死”的原因。果然，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赵奢急行军赶到阏与，准备与秦军决战，

达到《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

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

雷震”的用兵状态。

阏与大捷

《孙子兵法》指出：“先处战地而待

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经过两

天一夜急行军的赵军无疑处于“劳”的

状态，秦军则为“佚”。因此，赵奢并未

直接对秦军展开攻击。武安的秦军听

说赵奢前赴阏与，也迅速赶来。赵奢采

纳军士许历建议，发兵万人率先抢占北

山 高 地 。 后 到 的 秦 军 对 北 山 发 动 进

攻。赵军居高临下，猛击秦军。阏与守

军也出城配合。秦军不支，死伤逃散过

半，大败而归，阏与之围遂解。赵奢也

因此战之功被封为马服君。

在阏与一战中，抢占北山制高点是

赵军得以取胜的关键，从这里也可以看

出地形对战争的重要影响。《孙子兵法》

将地形分为通、挂、支、隘、险、远 6 种。

类 似 北 山 这 种 制 高 点 属 于“ 险 ”的 类

别。控制制高点不仅有利于观察敌军

一举一动，还可以借助居高临下的优

势，增加攻击的威力。因此，孙子认为

如果抢占“险”地，就应该“居高阳以待

敌”；而如果此地被敌军首先占据，我方

则应放弃进攻，由此可见“险”地的重要

性及易守难攻的特点。

事实上，抢占制高点在古今中外战

史中常常发挥奇效。东汉末年，刘备军

中大将黄忠在定军山，通过突然袭击斩

杀曹军大将夏侯渊。宋金之际，南宋名

将吴玠抢占和尚原（今陕西省宝鸡市西

南）高地，大败金军，使金军遭受了破宋

以来首次惨败。但抢占高地的同时，也

需提防被敌方围困，一旦断水断粮，军

队将不战自溃，这便是马谡失街亭的

教训。《孙子兵法》指出：“夫地形者，兵

之助也。”因此，优秀的将领应该“料敌

制胜，计险厄远近”，只有“知此而用战

者”，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阏
与
之
战

■
于
涌
泉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声东击西为军事战术的一种，意

为表面上假装攻打东边，实际却攻打

西边，通过故意制造假象迷惑敌方，

隐瞒我方真正的攻击目标，从而一击

制胜。声东击西也是“三十六计”之

一。历史上声东击西的著名军事战

例有很多。楚汉相争时，韩信表面

佯装在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市）强渡

黄河，暗地里将主力转移至夏阳（今

陕西省韩城市）木罂渡河，一举俘虏

魏王豹。唐安史之乱后，吐蕃一度

占领长安，唐将郭子仪佯装进攻蓝田

（今陕西省蓝田县）城东面，吸引吐蕃

的防守，并趁机对西面发动进攻，击

溃了吐蕃军队并收复长安。

声东击西

相关链接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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