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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党史

1951 年 5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

解放。图为第 18军先遣部队经过康定市区。

文字整理：周强/图片来源：《解放军画报》资料室

向全国胜利大进军
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命令，实施战略追

击，于 1949年 4月 21日开始渡江作战，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政权覆灭。随后

各路大军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各省挺进，迅速消灭残敌，解放了广大国土。

1949年 9月，新疆和平解放。图为人民解放军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时，

受到各族人民的夹道欢迎。

1950年 4月至 5月，第四野战军第 15兵团实施大规模强行登岛和岛上追击

作战，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解放海南岛。图为战前，我军官兵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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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瞭望

4间低矮土砖房，室内只有3张桌子、2张

地图和 1部电话，面积不到 35平方米。如果

没有标志牌上的说明，人们很难想象，事关中

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就是从这里发起的。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中央军委作战

室。当年，毛主席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

挥部里，指挥了一场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

放战争，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

史上的奇迹，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高瞻远瞩，科学决策
“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

“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

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

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

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又不敢打……”

“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

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十天攻取锦州。”

这是辽沈战役中，毛主席接连发给东

北野战军总部的电报。电报的右上角，写

着“AAAA”字样。讲解员安源告诉记者，

“AAAA”代表“十万火急”。

当时，到底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

统帅部与前线指挥员存在争议。毛主席

胸怀全局，力排干扰，一锤定音，指挥东北

野战军激战 31 小时攻克锦州，使东北战场

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最终一举夺得整个

战役的胜利。

西柏坡纪念馆党委书记金立兴告诉记

者，纵观整个解放战争，像这样的经典战例

还有很多，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战略决战思

想的无比正确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从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到抗日战争

中的持久战，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

队迎来了新的作战样式的考验。毛主席

审时度势，总结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把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

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和全部

消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大

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紧密地

结合 起 来 ，把 军 事 打 击 和 政 治 争 取 结 合

起 来 ……在各大战役中，针对不同战场的

不同特点，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制订了不同的

作战方针。无论是辽沈战役的“关门打狗”，

平津战役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瓮中捉

鳖”，还是苏中七战七捷，乃至解放海南岛的

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都是“十大军事原则”

在战争实践中的成功全面运用。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

也。”毛主席曾说：“共产党打仗，没有什

么老样。”

听从指挥，团结一致
敢让离炮火最近的人作决策

西柏坡纪念馆二楼的走廊墙壁上，雕

刻着密密麻麻的电文。据统计，解放战争

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西柏坡向全国各

个战场发出了 197 封电报。

记者驻足电报墙前，当年“嘀嘀嗒嗒”

的发报声仿佛犹在耳畔。在电报的一来

一往中，中央军委的战略运筹和决策，成

为前线指挥员定下决心的重要依据；而前

线指挥员的意见建议，又成为中央军委修

改完善预定计划、实行正确战略指导的重

要补充。

1948 年 1 月 22 日，时任华东野战军副

司令员的粟裕经过慎重考虑，向中央军委

发了一封题为《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的电报，表达了暂不渡江南进，而是集中

兵力打几个大规模歼灭战，以改变中原战

局的战略构想。

安源指着一幅“淮海战役要图”介绍

说，粟裕的意见与当时中央军委的决策部

署完全相反。接到电报后，中央军委经过

认真研究给粟裕复电，再次命令他按原计

划率领 3 个纵队渡江南进。粟裕一边遵

令作部队渡江准备，一边继续深入思考渡

江的利弊。后来，经过反复考虑，粟裕再

次向中央军委发出一封长电报，深入阐明

打大规模歼灭战的理由。中共中央经过

仔细研究，最终采纳粟裕的建议——暂缓

渡江。这一决策，为以后淮海战役战略决

战决策的形成作了充分准备。

细细阅读，电报字里行间透露着党中

央、毛主席对前线指挥员的关心与信任，

“甚念”是对战况的询问，“甚慰”是对前文

请示的回复，文字虽短，人民军队听党指

挥、团结一致的恢宏气象却跃然纸上，由

此成就了一个个经典之战。

反观蒋介石，刚愎自用，对属下极不

信任，各种“手谕”满天飞，经常亲临督战，

折射出国民党将帅失和、军心涣散。

“敢让离炮火最近的人作决策，不仅

体现了毛主席博大的胸襟和过人的胆识，

更彰显出老一辈革命家们对真理的坚持

和追求。”金立兴说。

上下同心，士气高涨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

一辆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运军粮的

独轮车，停放在西柏坡纪念馆第七展厅。

据 统 计 ，淮 海 战 役 出 动 民 工 543 万 ，

而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为 140 万。显而易

见 ，在 决 定 国 家 和 民 族 前 途 命 运 的 关 键

时刻，人民群众用心把自己神圣的一票，

义 无 反 顾 地 投 给 了 共 产 党 、投 给 了 解 放

军！

安源说，岂止淮海战役的胜利，辽沈

战 役 、平 津 战 役 、渡 江 战 役 的 胜 利 ，乃 至

人 民 军 队 从 诞 生 以 来 取 得 的 一 切 胜 利 ，

无不是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诚如

毛 主 席 所 言 ，“ 真 正 的 铜 墙 铁 壁 是 什 么？

是 群 众 ，是 千 百 万 真 心 实 意 地 拥 护 革 命

的群众。”

早 在 1946 年 7 月 20 日 ，即 全 面 内 战

刚 刚 爆 发 之 际 ，毛 主 席 就 在《以 自 卫 战

争 粉 碎 蒋 介 石 的 进 攻》这 份 党 内 指 示 中

明 确 指 出 ：“ 蒋 介 石 虽 有 美 国 援 助 ，但 是

人 心 不 顺 ，士 气 不 高 ，经 济 困 难 。 我 们

虽 无 外 国 援 助 ，但 是 人 心 归 向 ，士 气 高

涨 ，经 济 亦 有 办 法 。 因 此 ，我 们 是 能 够

战 胜 蒋 介 石 的 。 全 党 对 此 应 当 有 充 分

的信心。”

除了民心所向，在金立兴看来，中国

共产党有一个国民党不可比拟的优势，就

是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

他的手头有三份影印的文件，一份是

1947 年 10 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

发布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的训令》，一份是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

出的《关于在全党全军中进行执行请示报

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一份是 1948 年 11

月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检查与整顿全军

纪 律 的 指 示》。“ 加 强 纪 律 性 ，革 命 无 不

胜。”金立兴说，在与敌人决战决胜的生死

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广泛开展

了加强纪律教育运动，这对统一全党全军

意志和行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

彻执行和夺取全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西柏坡纪念馆广场，毛泽东、朱德、刘

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雕塑格外

引人注目。1949 年 3 月 23 日上午，毛主席

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临行前的话意味深长：“今天是进京赶考

的日子。”在此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他豪迈坚定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

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今日如昔。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远

未结束，新时代的长征路已经启程。

决战决胜：打出一个新中国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岳雨彤 王凌硕

永恒丰碑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保存着一辆外

表已被磨得锃亮的小推车。

73 年前，淮海战役打响，543 万父老乡

亲推着像这样的小推车，英勇无畏地奔赴

战场、支援前线。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

东亲笔题词称赞，这是“人民的胜利”。陈

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

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不仅是淮海战役的胜利，在中国共产

党走过的百年征途上，人民群众始终是最

坚实最强大的依靠力量。正如习主席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的：“历史

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从长征路上的挑担人，到解放战争的

支前队；从小岗村村民的红手印，到“最成

功的脱贫故事”，人民的力量一旦被激发

出 来 ，就 有 着 改 天 换 地 的 伟 力 。 回 首 来

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几十个人的

小党发展为一个百年大党，之所以创造了

世所罕见的奇迹，之所以在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定力与活

力 ，就 在 于 始 终 扎 根 人 民 、紧 紧 依 靠 人

民。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

党 能 从 一 艘“ 小 小 红 船 ”壮 大 为“ 巍 巍 巨

轮”的根本所在。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军队

自成立之始，就把服务人民写在自己的旗

帜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定拥护、大力

支持和无私帮助，从而得以战胜一个又一

个敌人。

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

从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到实行

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原则，从深刻揭示“兵

民是胜利之本”的战争法则，到广泛开展

“双拥”和军民共建活动，党所建立的新型

军政军民关系，总是在紧急关头、关键时

刻凝聚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大意志

和力量，彰显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

下谁能敌”的真理光芒。

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一支军队的胜

败荣辱，最终都取决于民心向背。然而，

民 心 的 赢 得 ，积 之 在 平 日 ，失 之 在 俄 顷 。

远离了战火硝烟，党群之间、军民之间生

死相依的鱼水关系，有时不像战时表现得

那样直接和明显。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

陕西老乡的小米、沂蒙红嫂的乳汁，淡忘

了如林的担架、如流的推车。周恩来同志

曾经告诫：“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

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

能忘本。”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今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走上新征程，人

民 军 队 正 聚 焦 实 现 建 军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

走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的第

一 步 。 无 论 国 内 外 形 势 怎 么 变 ，无 论 使

命任务如何拓展，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取

得多辉煌的成就，我们都不能忘记“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能忘记“人

民 战 争 的 伟 力 ，来 源 于 人 民 的 伟 大 力

量”。

“ 打 天 下 ，坐 江 山 ，一 心 为 了 老 百 姓

的 苦 乐 酸 甜；谋 幸 福 ，送 温 暖 ，日 夜 不 忘

老 百 姓 康 宁 团 圆 。 老 百 姓 是 地 ，老 百 姓

是 天 ，老 百 姓 是 共 产 党 永 远 的 挂 念 ；老

百 姓 是 山 ，老 百 姓 是 海 ，老 百 姓 是 共 产

党 生 命 的 源 泉 。”一 首《江 山》唱 出 了 党

和 人 民 的 血 肉 深 情 ，也 道 出 了 我 们 美 好

的 祝 愿 ：百 年 大 党 风 华 正 茂 ，人 民 江 山

永固长青。

人 民 的 胜 利
■徐宝登

众所周知，为巩固新中国政权，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起了抗美援朝、土

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但很多

人没认识到，每一个运动都与剿匪斗争的

开展密不可分。

为什么要剿匪？过程如何？结果怎

样？有什么意义？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

访了《灰霾 1950——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

案》的作者江永红。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南、东南、中南

等地区土匪活动猖獗，给生产恢复和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他援引权

威资料介绍，仅 1950 年春节前后，在匪患

严重的西南、广西等地，区、乡政权有三分

之一以上被匪特掌握。据不完全统计，半

年之内，我被杀害的干部、部队官兵和群

众中的积极分子达 4 万余人。

“一般意义上，土匪是以谋取经济利

益为目的的非法武装集团。但到新中国

成立前后，纯粹的经济土匪已几乎归零，

都是政治土匪。”江永红说，当时大多数土

匪武装都有国民党的背景，或者直接为其

特务掌握，有些甚至是美帝国主义直接训

练和掌控的。

“ 不 剿 灭 土 匪 ，一 切 都 无 从 谈 起 。”

1950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

布 了《剿 灭 土 匪 ，建 立 革 命 新 秩 序》指

示。指示中说，“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

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

阶段，是建立和恢复各级人民政权，以及

开 展 其 他 一 切 的 必 要 前 提 ，是 彻 底 消 灭

国 民 党 在 大 陆 的 残 余 武 装 ，迅 速 恢 复 革

命新秩序的保证。”对此，江永红解读道，

这说明剿匪斗争已不是一般的维持社会

治 安 问 题 ，而 是 与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较 量 的

一 个 重 要 部 分 ，是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一 个 重

要 步 骤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新 中 国 百 废 待

兴 之 时 ，毛 泽 东 关 于 剿 匪 和 与 剿 匪 有 关

的 批 示 、电 报 文 稿 ，1950 年 有 30 多 篇 ，

1951 年 有 100 多 篇 ，可 见 当 时 匪 患 之 猖

獗，可见党中央的重视程度。

“别看剿匪斗争大多是由战斗，包括

一些小战役组成，不像解放战争中的大兵

团作战那样万炮齐鸣，但同样残酷激烈。”

江永红说，人民解放军投入 150 多万兵力，

辅以地方武装和民兵，经过 4 年的艰苦作

战，最终才将 260 余万土匪剿灭。但同时，

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一

组数据可以窥见一二，“据第 19 军兼陕南

军区统计，所属 3 万将士，歼匪 2 万余名，

牺牲官兵 2200 余人（不含伤）。”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伟

大斗争。”对于剿匪斗争，江永红有自己的

理解：它既是解放战争的继续之战，是新

民主主义革命军事上的最后一战，又是新

中国的固本之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清场

之战。

“纵观中国古今，只有中国共产党消

灭 了 匪 患 ，这 段 历 史 不 应 该 也 不 能 被 淡

忘。”江永红说。

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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