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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
下，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
战，志愿军空军于同年 12 月也赴朝作
战。

边打边建，走上空战舞台

中国人民志愿军地面部队入朝作
战初期，完全没有制空权。严峻的战争
形势，要求志愿军空军必须迅速开赴前
线，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连同海军舰载
机在内，美国空中兵力共有 14个联(大)
队，各型作战飞机 1100余架。而刚组建
不到 1年的人民空军，此时仅有新组建
的 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机团、1
个强击机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
200架。虽然双方空中兵力对比悬殊，
但并没有动摇我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
的决心。

人民空军是在陆军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指战员虽有丰富的陆军作战经
验，但空中作战对他们来说还是全新的
课题。1950 年 10 月底，空军召开党委
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组织志愿军空
军赴朝作战的问题，认为不能等到练好
再打，只能是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
斗中锻炼成长。

那时，年轻的人民空军既要担负国
内防空任务，又要组成志愿军空军赴朝
作战，依靠现有的几支航空兵部队根本
不够。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力支
持下，空军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以最大
努力加速组建新部队。从 1950年 11月
下旬至 1953年 3月，在首批组建的基础
上，空军又分 4 批组建了 24 个航空兵
师、56个航空兵团。

1950 年 12 月，志愿军空军开始以
大队为单位进驻前沿机场进行实战练
习。12月 21日，志愿军空军第 4师第 10

团 28大队首先从驻地辽阳开赴安东浪
头机场。

1951年 1月 21日，该大队 5名年轻
飞行员在大队长李汉率领下，击伤美机
1架。这是志愿军空军历史上的第一次
空战。8天后，李汉再次率领 8架飞机
飞向战区，在战友的配合和掩护下，李
汉击落、击伤美机各 1架。这是志愿军
空军首次击落美国空军的飞机。这次
空战胜利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军事意
义，李汉和战友们用实践证明，美国空
军同美国陆军一样，在战场上是可以被
打败的。

随后，志愿军空军第 4 师第 10 团
29、30大队和第 12团的各个大队，也先
后进驻安东浪头机场进行实战练习。
至 3月 2日，第 4师完成了实战练习任
务。在整个实战练习中，全师共战斗出
动战机 28批 145架次，其中 4批 24架次
与美国空军进行了空战，击落美机 1架，
击伤美机 2架。

轮番上阵，接受战火洗礼

为粉碎美空军“绞杀战”计划，按照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志愿军空军
从 1951 年 9月起，采取轮番进入，由少
到多、以老带新、老新结合，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的办法，以师为单位陆续参
战。

1951年 9月 12日，经过实战练习的
第 4师再次开赴安东前线，拉开了志愿
军空军轮番作战的序幕。10 月 20 日，
在第 4师奉命休整的同一天，第 3师开
赴安东前线，担任掩护泰川一带新建机
场和平壤至安东一线交通运输的任
务。11月，志愿军空军轰炸机部队第 8、
10 师在歼击机第 2、3师的侦察照相支
持和空中掩护下，对大、小和岛进行轰
炸，配合志愿军第 50 军所属部队攻占
大、小和岛及其附近的椴岛、炭岛。这
是志愿军空军轰炸机部队第一次执行
战斗任务，勇士们不仅圆满完成了轰炸
任务，还在空战中开创了以图-2型“活
塞式”轰炸机击落 F-86喷气式战斗机、

以拉-11型“活塞式”战斗机击落、击伤
F-86喷气式战斗机的奇迹。

1951 年 11 月间，空军决定由已经
参战的第 3、4师带领新部队作战。自
11 月 16 日开始，第 14、6、15、12、17、18
师也陆续转到一、二线机场参战或准
备参战。截至 1952 年 5 月底，志愿军
空军已有 9个师 18个团的歼击机部队
和 2个轰炸师的部分部队参战，参战飞
行员 447 名，其中有轰炸机空勤组 28
个。战斗出动 680 批、1.11 万架次，空
战 85 批、1602 架次，击落美机 123 架、
击伤 43架。

轮番进驻的各部队稳扎稳打，摸索
前进，逐步积累作战经验，不断提高部
队战斗力。各部队通常先在没有敌情
顾虑的情况下飞战区航线，熟悉战区地
形；再在敌情不很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战
斗飞行；逐步过渡到在敌情比较严重的
情况下进行战斗飞行。空战中，各部队
先在老部队带领下作战，后独立作战；
先打战斗轰炸机小机群，后打 F-86 小
机群，再参加打大机群。

1952 年 4至 5月间，美方仍在遣返
战俘问题上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
极力拖延停战谈判，并企图再次发动进
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要求志愿
军空军歼击机部队进行第二番作战，当
时称之为“加打一番”作战。这一阶段
的作战，从 1952 年 6月开始，直到抗美
援朝战争结束。

在此期间，指挥机构亦进行了轮战
锻炼。从 1952年 9月开始，华东军区空
军的指挥机构接替了志愿军空军的指
挥任务，并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
智担任志愿军空军代司令员，接替志愿
军空军司令员刘震。

志愿军空军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
里，共有歼击航空兵 10个师 21个团，轰
炸航空兵 2个师 3个大队，784名飞行人
员、59733名地面人员得到了实战锤炼。

英雄辈出，敢于长空亮剑

在朝鲜空战场上，美国飞行员大部

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我志愿
军飞行员飞行时间平均只有几十个小
时。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相比，无论
在战术技术上，还是装备数量上都有很
大差距。

这群被美国对手称为“娃娃空军”
的天空勇士，叫响“来者不拒，碰到就
打，一定要消灭它”的英雄誓言，用地面
战场上的拼刺刀精神，打响了世界空战
史上首次喷气式飞机大空战。

1951 年 9月 25日，志愿军空军第 4
师第 12 团出动 16 架米格-15 歼击机，
在朝鲜安州地区第一次参加了与美国
空军 5批 112 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飞
行员刘涌新首创击落美空军最新式 F-
86佩刀式飞机的纪录；1大队大队长李
永泰勇敢机智地与美机格斗，战机中弹
30余发、负伤 56处，仍驾机安全返回基
地，被誉为“空中坦克”；10月 10 日，该
团 2大队大队长华龙毅在当天战斗中
先后击落美机 2架，6天后，他在飞机被
击中、座舱盖被打穿、手臂中弹的情况
下仍坚持战斗，又击落击伤美机各 1
架。

年轻的空军越战越勇，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光辉的战绩。1951 年 11 月 18
日，志愿军空军发现美机 9批 184架，一
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至安
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轰炸扫射。
第 3师第 9团副团长林虎率领 16 架米
格-15歼击机起飞迎战。1大队大队长
王海和他的僚机焦景文，在五六百米的
距离内，瞄准美机开炮，各击落美机 2
架。4号机孙生禄发扬“刺刀见红”的精
神，抵近美机开火，把一架美机打得凌
空开花。1大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
顽强、机动灵活，空战 80多次，击落、击
伤美机 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
“英雄的王海大队”。

1952 年 2 月 10 日上午，第 4 师第
12 团 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在空战中紧
追一架 F-86 飞机到 600 米的距离，三
炮齐发将其击中，随后又将一架美机
打得凌空解体。前后不到 1 分钟，张
积慧在僚机单志玉的紧密配合下，击
落美机 2 架。空战结束后，当地的志
愿军地面部队从美机残骸中找到了美
空军第 4 联队第 334 中队中队长、“空
中英雄”乔治·阿·戴维斯少校的不锈
钢证章。

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志愿军空军
共击落美军战机 330 架，击伤 95 架。
212 名志愿军飞行员击落或击伤过敌
机，涌现出特等功臣 16名、一等功臣 68
名等一大批英模人物。

年轻雄鹰飞出胜利航迹
■熊华明 郭海洋

这是全军唯一一个以城市名命名的
建制单位，也是全军最早被授予荣誉称
号的师旅级单位。这就是被誉为“陆军
窗口”的部队——“光荣的临汾旅”。
“临汾旅”光荣称号的由来与 70多

年前那场历时 2个多月的临汾攻坚战是
分不开的。当时的临汾城是同蒲铁路枢
纽，是汾河下游物资集散中心和晋南战
略要地，拥有坚固的城防体系和设施，是
国民党军在晋南固守的重要战略据点。

1947年运城解放后，临汾已成为晋
南的一座孤城。为攻取临汾，全部解放
晋南，中央军委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第
一副司令员徐向前任司令员组织前方指
挥所，率部解放临汾。

国民党守军构筑起由外围警戒阵
地、护城阵地、外壕和城墙主阵地以及城
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组成的 4 道防
线，打算凭借工事固守，负隅顽抗。

1948 年 3 月 7 日，临汾战役正式打
响。面对守城的 2.5万多名敌军，以及固
若金汤的防线，我军在战斗初期的进展
并不顺利。徐向前司令员横下一条心：
不拿下临汾，誓不回兵。随后，他向参战
部队宣布：“哪个旅率先破城，就授予哪
个旅‘临汾旅’荣誉称号。”

4月 1日，前方指挥部决定集中主要
兵力兵器先打临汾城东关。受领任务
后，“临汾旅”的前身——晋冀鲁豫军区
第 8纵队第 23旅在首任旅长黄定基的带
领下，向东关东北发起进攻。由于城防
坚固，我军缺乏强有力的炮火支援，人力
物力消耗很大。通过了解部队作战情
况，徐向前认为：“坑道是对付敌人的最
好手段……我们要用‘土行孙’的办法攻
打临汾。”战士们用手指代替锹镐，用膝
盖代替脚板，用弹药箱代替小平车，无声
无息地进行坑道作业。经过 10天顽强
战斗，该旅与友邻部队挖掘的 4条坑道
有 3条同时爆破成功，突击队趁烟雾弥
漫迅速登城，并乘胜迅猛向纵深发展。

东关攻破后，第 23旅进行了第二次
土工作业。守敌针锋相对，双方展开了
以挖对挖、以炸对炸的拉锯战。经过 27
天激烈斗争，我军终于成功地把两条长
110 多米的破城坑道挖至城墙，炸药装
填完毕，随着山崩地裂一声轰响，临汾
城墙被炸开两个大缺口。由第 23旅第
68团和第 69团组成的两支登城突击队
迅速登上城墙，向城墙两侧和纵深突
击。经过激烈巷战，我军全歼守敌，战

役结束。
临汾战役历时 72天，共毙伤俘国民

党军 2.5万人，俘第 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
晋南总指挥梁培璜。

在临汾攻坚战中，第 8纵队第 23旅
战功卓著，中央军委授予其“临汾旅”光
荣称号。毛泽东称赞临汾战役是“开创
了城市攻坚作战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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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下的清凉山光彩夺目，从远处
望过去，清凉山仿佛是一艘巨轮，从历史
的大潮中缓缓驶来，带着沧桑和厚重，让
人心潮澎湃。

1937 年至 1947 年党中央在延安时
期，清凉山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
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众多新闻出版
部门所在地。这里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
摇篮。

见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

的绝对领导

1931 年 1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六届
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改选后
成立的中央政治局于 1月 27 日通过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其
中一项决议为：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
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

193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以
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
领导机构中仍设领导党报的机构，名称
稍有变化，称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
由张闻天兼任。

1934 年 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
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在党
中央领导机构中设中央党报委员会，主
任仍由张闻天兼任。

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党报委员会
这一机构就消失了。直到 1937年 1月，
中共中央从保安（现志丹县）迁到延安。
为了适应西安事变后形成的统一战线的
新形势，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党中
央把《红色中华》易名《新中华报》，红色
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
华社），同时决定由张闻天、凯丰、秦邦
宪、周恩来等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

中央党报委员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

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理论刊物
《解放》周刊。因此，延安时期的中央党
报委员会仅仅是个对内称呼，对外通称
“解放社”。

随着新闻出版业务的不断发展，中
央党报委员会下辖的新中华报社、新华
社、中央印刷厂蓬勃发展。

“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

的革命斗争”

回溯新华社的历史可以发现，1937
年 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
名为新华通讯社。社长秦邦宪，主要工
作人员有廖承志、李柱南、向仲华等人。
1939 年初，由于业务发展，新华社成为
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仲华为社长。

新华社担负着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
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具体有两
个方面的业务：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
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些电讯是新华

社国际消息的主要来源，经过翻译、缩
编，然后再发给各地报纸刊用，使根据地
人民能及时了解到国际重大政治、军事
斗争的动向。另一项业务是编写广播新
闻稿件。根据抄收到的中外电讯，综合
编写广播新闻稿件送电台播发，每日
2000至 3000字不等。

为了突破国民党对我的新闻封锁，
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 3月，
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 10千瓦
的苏制广播发射机。于是，中共中央决
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
任，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
社负责人向仲华等。

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
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两孔石窑
和五孔土窑，盖了十几间土坯石板房，
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
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
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
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还
把三根树干捆成“Y”字形栽在山坡上

支撑天线。
1940年 12月 30日晚 7时，延安的窑

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
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
始播音。”按照规定，中国无线电台呼号
的第一字母是 X，作为新华社的一个下
属机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英文缩写
是NCR。

1946 年 6月，驾驶飞机起义的国民
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就是听了延安新华
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了
解，才愤然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
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
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
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电台首次进行日语
广播的播音员原清志是一名日本人，她
的丈夫是一名日本共产党员。来到了
中国后，原清志参加了八路军，并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延安新华广
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她播送的日语广
播起到了瓦解日军的作用，一些日军士

兵受到广播感召后，主动投降。为此，
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
行干扰。

1949年 12月 5日，历经两次更名的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北京更名为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

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
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
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
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

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1941年 5月 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
延安合并、改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
闻》，创办一张党的机关报——《解放日
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名，并
撰写发刊词。第一任社长是秦邦宪，第
一任总编辑为杨松（原名吴绍镒），社址
设在延安的清凉山。

1942年 3月 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
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
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
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
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
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
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
不强，不过为别人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
传员而已。”《通知》要求，“根据毛泽东同
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
纸。”

第二天，秦邦宪在编辑部全体人员
大会上主动检讨了办报 10个月来的主
要缺点，同时提出了今后的办报方针和
初步的改版方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
彻底扭转了原先重国际轻边区的报道倾
向，大大扩充了报道陕甘宁边区和各根
据地的篇幅。

报纸的头版头条刊发了秦邦宪起
草的社论《致读者》。社论提出：“我们
认为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
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

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
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
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
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
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8月 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继续对《解放日报》提出批评意
见：“《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
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
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说话，个
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
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
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
作很大的努力。”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如此之高的
政治要求，秦邦宪与陆定一多次召开编
委会，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讨论
如何增强党性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如
何更好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一直到 1944 年 2 月 16 日发表社论
《本报创刊一千期》止，在 1年零 10个月
的时间里，《解放日报》在改版工作中确
立的一系列党报工作的原则和由此产生
的一整套方法，奠定了党报工作的理论
基础，对党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1947 年 3 月 27 日，《解放日报》停
刊，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没有
再办机关报，而是加强了新华社的工作。

延安时期，这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与管理的红色新闻山，为党的新闻事业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历
史传统。这些传统代代相传，绵延至今，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成为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
为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党新
闻事业前进的道路。

清凉山，红色的新闻山
■李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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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延安
时期，中央印刷

厂工人加班加点

印制新闻产品。

图②：延安时期
编印的《新中华

报》和《今日新

闻》《参考消息》

以 及 业 务 刊 物

《通讯》。图③：
修建在清凉山下

的延安新闻纪念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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