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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10月 25日至 1951年 6月 10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进行 5次战役，
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
八线”附近，稳定了朝鲜战局，迫使敌军
接受停战谈判。在此期间，志愿军通信
官兵发扬光荣传统，战胜通信装备落后、
技术人员奇缺以及敌机狂轰滥炸等重重
困难，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独特的通信
方法，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

报话机打起了哑谜

1950 年 10 月 25 日，志愿军第 40 军
第 120 师、第 118 师在云山东侧的玉女
峰、两水洞及温井进行的战斗，揭开了抗
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第一次战役，我军主要趁敌分兵冒
进之际，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制
止敌进攻。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
令员彭德怀得知我第 39军已经包围了
进占云山的美骑兵第 1 师第 5、第 8 团
时，立即决定以第 39军为主，歼灭美骑
兵第 1师为这次战役的主要任务。彭德
怀认为，要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我其他
军务必更加猛烈地攻击自己当面之敌，
能歼灭的要坚决歼灭，歼灭不了的，也要
紧紧地咬住敌人，使之不得增援云山。
彭德怀向参谋长解方交代了他的意图，
并令其迅速下达命令。

解方受命后，立即起草电报，但只写
了几个字就搁笔了。战机稍纵即逝，这

样紧急的命令，用无线电报下达已经来
不及了，而有线电话又不通，解方决定亲
自用短波报话机与各军指挥员通话。他
对着话筒说：“我讲老吴他们的事，你们
明白吗？”对方都回答说：“明白，请讲。”
解参谋长接着说：“他们的工作是主要
的。你们务必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完成
的要坚决完成，完不成的也不能放手，决
不能给‘胖子’添麻烦。明白吗？”对方都
回答：“明白，请放心！”完全用暗语说不
明白，用明语又怕泄密，解方采用这种
“打哑谜”的办法，用隐蔽的语言下达了
彭德怀的命令。通信内容涉及部队番号
时，就用“老吴”“老李”“胖子”等指挥员
的姓名或“雅号”来代替，涉及地名时就
用“离‘老吴’东面或者西面多少里”来代
替，达到了番号及地名保密的目的。

命令下达完只用了几分钟。各军坚
决执行这一命令，迅速发起猛攻，打了出
师朝鲜的第一个大胜仗。

“隐身”直插 暗语传令

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通信官兵
认识到无线电通信要提高时效及加强
保密，必须充分完善无线电暗语通
信。于是编制了新的暗语和代号，使
密语内容由原来 20 多条增加到 200 多
条。为了加强保密，在战术范围使用
地名代号，在战役范围则采用地图坐
标加密的办法，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无

线电信号通信。
1950 年 11 月 27 日，第二次战役的

西线反击作战中，在德川、宁远之战获胜
后，为乘势而上，尽快形成合围之势，彭
德怀紧急电令第 38军以主力向军隅里
方向进攻，以一部向军隅里以南的三所
里进攻，迂回堵击军隅里、价川逃敌。

从德川到三所里至少140华里，受领
任务的第113师虽已人困马乏，却依旧急
速前行。敌机频繁临空侦察，若按惯例走
走藏藏或是昼伏夜出，便无法按时到达三
所里。第 113师决定利用部队深入敌纵
深后方、敌机不易辨别敌我的条件，丢掉
伪装，轻装前行。同时，为防止被美军无
线电技术监听、暴露行军意图，遭到敌人
围攻和轰炸，第 113师关闭了电台，实施
无线电通信静默。第113师日夜兼程，终
于在 28日晨赶到三所里地区，顺利完成
了直插任务。

该师到达三所里地区后，立即架起
无线电报话机与志愿军司令部电台联
络。一接通，他们就向志愿军司令部发
了 3条暗语：“我师已进至三所里”“敌
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请示我师任
务”。彭德怀看到后，断定截断敌退路
是这次战役获胜的关键，于是采取了越
级指挥的果断措施，使用无线电通信向
第 113 师下达命令：“要你部坚决截断
敌退路”，整个联络过程不到 5 分钟。
与该师联络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即与
第 38军军部沟通联络，通报了第 113师

的情况，并要求军主力迅速向该师靠
拢，通信联络也只用了几分钟。彭德怀
对这次战役中通信联络保障很满意。
解方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时说：“这次
战役的胜利，从指挥意义上讲，无线电
信号通信（又叫无线电暗语通信）起了
重要作用。”

疾驰的“救火车”

在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中，有一种通
信保障方式被形象地比作“救火车”式通
信。所谓“救火车”式工作方法，即工作过
程如同救火车在大街上奔跑，全线开绿
灯，谁也不能阻拦。

1951年 1月 25日开始，敌人趁我军
休整及补给困难之际，再次向中朝军队
发起全线进攻。我军组成东西两线战役
集团，东线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于1951
年 2月 11日开始实施战役反击。发起反
击当天，彭德怀定下决心：拟令东线战役
集团先打横城之敌，后打砥平里之敌。
他要征求邓华的意见，而此时，志愿军司
令部对下有线电话不通，无线电话因战
役反击未打响不能使用，电报又长又急，
按正常程序拍发来不及。于是，志愿军
司令部通信处根据解方指示采用了“救
火车”式工作方法来解决。从彭德怀发
电，到邓华“同意彭总决心”的回电，整个
过程未超过 30分钟，保证了战役命令的
及时下达。

埋地天线发出神奇电波

战略相持阶段，坑道发挥了巨大作
用。当表面阵地被敌人占领，我军退守
坑道时，通信联络主要靠步谈机，其最
大困难是天线的架设问题。志愿军通
信官兵创造了埋地天线，成功解决了这
一问题。

1952 年 6 月中旬，当敌人攻占我
190.8高地阵地时，我第39军一个班的战
斗人员被围困在坑道内，后面部队以为
坑道内没有我们的人，不准备夺取该阵
地。退守坑道的这个班有1部步谈机，正
当大家情绪低落，丧失突围的信心时，步
谈机员徐福才沉着冷静地说：“大家不要
急，我想办法与上面联络！”经过多次尝
试，他将天线埋入地下，与外界恢复了联
络。后面部队立即反击，依托坑道与敌
反复争夺 8昼夜，最终夺回阵地，救出被

困人员。
这是志愿军通信兵首创的经验：即

在我表面阵地被敌占领后，步谈机天线
不出坑道口，依然能与上级指挥机关保
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志愿军司令部通
信处得知此情况后，专门召开座谈会，写
出专题总结发给各军遵照执行。

至于为什么在坑道内天线埋地还能
沟通联络，不但通信处的同志不理解，就
连北京的技术专家也不敢相信。坑道通
信的经验在前线全面推广后，专家们又
经过反复研究探讨，才从科学理论上找
到了答案。

1952 年春，彭德怀在志愿军总部
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朝鲜打仗，一是
打后勤，一是打通信。”彭德怀的评价
使全体通信官兵受到很大的鼓舞。抗
美援朝战争中，通信官兵机智果敢，群
策群力，确保了作战指挥的顺畅联络，
也积累了十分宝贵的通信工作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通信保障
■白雪岩

南充是一片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
色土地，这里英杰辈出，人才荟萃。开国
元勋朱德、民主革命家张澜、共和国大将
罗瑞卿、“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
德均出生在这里。南充是川陕革命根据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先后有 5万多名儿
女参加红军，3.8万多名英烈血洒疆场。

鲜为人知的中共川北支部

随着五四运动影响的深入和新文化
新思想在南充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也逐
渐在南充传播开来。1921 年 9月，四川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王右木，嘱咐应
聘到南充县立中学教学的张秀熟、袁诗
荛等人开始建立川北据点。他们在张澜
的支持下，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
读书会，组织师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
指导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成
为马克思主义在南充的早期传播者。

1922 年秋，中国革命家、教育家、
“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应张澜邀请，
到南充宣传全川自治联合会的纲领、宗
旨时，还先后到南充几所学校以“中国青
年的曙光”为题，向师生介绍苏俄革命，
宣讲列宁的主张，并举办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讲座，鼓励师生努力学习新思
想，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从此以后，在法
国勤工俭学的杨伯恺、石琼、任卓宣、刘
剑南等，也经常给营山、顺庆、阆中的同
学和亲友寄回旅欧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

组织办的《少年》《赤光》刊物和《唯物史
观》等马列书刊。南充各地进步师生积
极阅读《新青年》《中国青年》《新潮》《向
导》《蜀报》《共产党问答》等报刊，还利用
节假日以印小报、出壁报、贴标语、发传
单等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并到茶楼、
街头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向群众传播
革命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南充的广泛传播，影
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对人生信仰的选
择，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从而为中共
南充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创建
准备了条件。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南充在法
国勤工俭学的学生纷纷回到国内，投身
大革命洪流。杨伯恺、柏载鹍、吴季蟠、
黄知风等在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
参与了上海的工运、学运，亲身体验了国
内火热的革命斗争。1925 年秋，吴季
蟠、黄知风接受组织的安排，回到南充、
营山发展党组织，同时承担筹建国民党
（左派）县党部、发展左派力量的任务。

1926 年，吴季蟠、黄知风被驻防南
充的川军第 5师师长何光烈聘为师部咨
议官后，在驻军中秘密发展国民党左派
力量，筹建国民党（左派）组织，先后将第
9旅旅长秦汉三、第 10旅旅长杜伯乾及
一批中下层军官发展为国民党（左派）党
员。与此同时，还在工人、学生、市民中
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经过吴
季蟠、黄知风等共产党人的辛勤工作，中
共川北支部于 10 月前正式成立，吴季
蟠、黄知风为支部负责人，直属中共重庆
地委领导。

中共川北支部的建立，使南充人民
有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明确了奋
斗目标和革命方向。从此，揭开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南充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
史新篇章。

顺泸起义和升钟寺起义

在南充市顺庆区西山风景区内，有
一座“顺泸起义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记
录了 1926年 12月 1日，为配合北伐战争
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
委员会在四川的泸州、顺庆（今南充）地
区独立领导和策动部分四川军阀部队举
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史称“打响
巴蜀革命第一枪”的顺泸起义。

1926 年 7 月，共产党人杨闇公、朱
德、刘伯承、吴玉章等，准备在四川策动
驻顺庆（南充）和泸州、合川的部分川军
起义，打算以顺庆为根据地，集中三城起
义军后，东向攻打绥定（今达县市）军阀
刘承厚，控制川东，以配合国民革命军北
伐，保障北伐军的侧翼安全。

1926年 9月 28日，重庆地委书记杨
闇公在重庆秘密召集黄慕颜、秦汉三和
倾向国民革命的师、旅长代表 12人召开
军事会议，着重商议了“响应北伐，会师
武汉”事宜。会后，单独留下顺庆、合川、
泸州的 5位代表，布置起义行动方案，成
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
承、黄慕颜分任正副总指挥。

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
在重庆浮图关下六店子刘伯承家召开紧
急会议，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人
组成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兼任军
委书记。

12月 3日，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
三、杜伯乾旅打响了顺庆起义第一枪，把
何光烈包围在师部。守敌惊惶失措，纵
火焚烧了 4条街，何光烈在混乱中化装
潜逃。同日，黄慕颜在合川起义后将部
队开往顺庆，刘伯承随军到达，起义军黄
慕颜部及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部三路
在南充会师。

顺泸起义震惊了四川军阀，邓锡侯、
刘文辉等调遣军队于 12月 13日分三路
围攻顺庆。通过激烈战斗，因力量悬殊，
加之泸州方面起义军未执行到顺庆会师
的命令，顺庆起义军便在刘伯承总指挥
带领下向北突围，撤离顺庆，顺泸起义宣
告失败。

顺泸起义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
这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重庆地
方执委有计划、有组织发动的一次英勇
的军事行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人组织武装起义的一次重要尝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军阀割
据日益严重。1931年冬，中共升钟区委
成立升钟区农民协会，并在升钟寺、保城
庙、皂角垭、观音场等地建立起乡、村农
民协会，会员达5000人左右。

1932年 8月，党组织在升钟、保城建
立游击队伍。11月中旬，原中共南充中
心县委决定，立即组织南部游击战，实行
土地革命。因升钟寺土豪劣绅联名告
密，以及党组织在升钟民团的支部活动
被敌人察觉，11月 15日，敌人以“催粮”
为名增派一个保安中队进驻升钟，并企
图借升钟地区团总何义普 25日娶儿媳
的机会，把共产党员请来做客，然后乘机
一网打尽。

党组织获得消息后，决定将计就计，
发动升钟寺起义。11月 25日夜，升钟寺
周围集结 5个游击分队 3000余名游击队
员，以及 6000 余名农协会员、赤卫队员
和群众。总指挥部起义信号灯在二更时
分亮起，顿时枪声大作，埋伏在升钟寺周
围的游击队员猛攻敌营房，攻占区公所，
夺了军械库枪支弹药，焚烧粮劵、派丁册
等。11月 26日拂晓，起义队伍成立总指
挥部，正式打出“川北工农红军”的旗号，
并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分粮条例》，开展
土地革命。

升钟寺农民武装起义使国民党南部
县政府极为惊恐，派出保安团和各处民
团设防堵截。正陷于军阀混战的田颂尧
也慌忙电令阆中、南部、剑阁、盐亭等县
驻军和保安团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
殊，武器弹药缺乏，经过几场恶战后，部
队伤亡严重，多地相继失守，各路游击分
队失散，升钟寺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在
敌人疯狂报复和屠杀面前，300多名共产
党员、红军游击队员和农协会员宁折不
弯，被敌人杀害。

震动全川的升钟寺农民武装起义，
为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奠定了群众基
础，在配合红四方面军巩固和扩大川陕
苏区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

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
根据地转战至川陕边境，成立了川陕省
委和苏维埃政府。1933 年 6月，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南充，先后取得
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的
胜利，建立南充苏维埃政权，下辖 9个县
级苏维埃政权，使川陕根据地向南扩展
50余公里，面积达到 4万多平方公里，其
中南充境内就有 8840 平方公里。南充
成为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沿阵
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驻扎地。

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在历时 10个
月的反围攻作战中，有计划地收紧阵
地，适时实施反击，共毙伤俘国民党军 8
万余人，缴获枪 3万余支，炮 100 余门，
击落飞机一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川
陕苏区。

1935 年 1 月 22 日，党中央、中央军
委电令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

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
标，宜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
向”。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电示，召开紧
急会议，决定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实
施西渡嘉陵江的计划。

3月 28日晚，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
打响。第 30 军第 88 师第 268 团从南充
苍溪县塔子山神速渡江，建立了滩头阵
地。29日拂晓，第 88师后续两个团渡江
投入战斗，攻占制高点。第 31军从苍溪
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险
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一个旅。第 9军
与第 30军各一部从涧溪口顺利渡过嘉
陵江。其余部队在嘉陵江北起红岩寺南
至青牛庙 50余公里的沿江渡口，实施了
多路突破。

红军过江后，夺回被敌人抢走的大
批船只，并在虎跳驿至涧溪口的江面架
起数座浮桥，使红军大部队得以迅速过
江。4月 2日，阆中解放。至此，红军控
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充南部县约 200
公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历时 24天的强
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打开了与中央
红军会师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从南
充境内的苍溪、阆中、仪陇、营山、蓬安等
地集结，向西挺进。

南充不仅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主要

出发地，还是红四方面军兵员的主要来
源地。到 1934年年底，红四方面军由最
初的 4个师、1.5万余人发展到 5个军、15
个师、8万多人，为红军员额补充发展壮
大，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
巨大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充光荣的
革命斗争史启示我们，坚守革命的理想
信念，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是开创
革命新局面的精神支柱；坚持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是党和军队的根本制度和政治
纪律，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战胜一切困
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光荣
的南充革命史必将激励后来的人们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始终保
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
有为的进取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南充：英烈鲜血浇灌的红色热土
■张志森 文 斌 梁冬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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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市红军烈士纪念园中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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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通信兵在一次反击战中，用报话机为炮兵指

示射击目标。 本版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