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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祖国西北大漠深处的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长眠着

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开国中将，他就是

曾率领 17 名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我国导

弹试验靶场首任司令员孙继先。

9 岁拜师习武，20 岁参加红军，从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孙继先南征北战，戎马

一生。作为东风基地的开创者及首任

司令员，虽然在东风基地工作不到 4 年

时间，可他把“青山头”作为了自己永久

的宿营地。

1957年 10月下旬的一天，志愿军司

令员杨勇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通知

孙继先立即回国，到总政治部副主任萧

华那里接受紧急任务。孙继先回到北京

才知，这个紧急任务是去“搞导弹靶场”。

萧华对孙继先说：目前，为了打破

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我

们必须尽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原子

弹。军委已决定抽调部队筹建导弹试

验靶场，并决定由你负责筹建。

此时，擅长带兵打仗的孙继先对导

弹一无所知，更不清楚导弹试验基地应

该建成什么样。中共中央领导原子能

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聂荣臻向孙继先

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并语重

心长地叮嘱道，我们现在要走科技发展

的长征之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

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

国家未来前途的大事……是要下一番

苦功才能攀登上去的，这个重要任务，

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

能够完成好！

1958 年 1 月，孙继先跟随由炮兵司

令员陈锡联、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以

及苏联专家组成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

队，分别对陆上、海上靶场场址进行了空

中和地面勘察，经多方论证确定了靶场

场址。10 月，孙继先带领由从朝鲜战场

回国的志愿军第 20 兵团机关、部分直属

部队改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训练基

地开赴了新的战场。1959 年 2 月 18 日，

孙继先被任命为第 20训练基地司令员。

在寸草不生的浩瀚戈壁上建设我

国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国防工

程，难度超乎想象。为鼓舞大家扎根戈

壁，完成国家交给的神圣任务，孙继先

提出一个口号：“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

头”。在基地党委常委会上，孙继先说：

“这个口号是我提出来的，但不是我发

明的。当年刘伯承元帅受命组建南京

军事学院，提出‘死在南京，埋在紫金

山’的口号，以示要建好军事学院的决

心。我是效仿刘帅，提出这个口号，也

表示我们建好基地的决心。”

基地创建初期，孙继先号召基地上

下节约粮食，减轻国家负担。

一次，孙继先去中南海向中央首长

汇报工作，偶然得知自己每月工资加补

助竟然超过了毛主席的工资，这让他心

里很不安。

孙 继 先 回 到 基 地 ，专 门 召 开 常 委

会，议题就一个：减薪。他说：“理由有

两个，一是国家困难，二是我的工资不

能高过主席。”在他的提议和带动下，从

基地常委到基层干部都不拿地区补贴，

只拿基本工资 ，收入普遍下调。为这

事，许多同志对孙继先是有意见的。

发展导弹事业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要长久地干事业，就得在戈壁滩扎下根，

开荒种粮、发展农副业生产。在水库工

地上，孙继先常常与基地官兵一起肩扛

铁锹、挥舞镐头，硬是在戈壁大漠中建起

一 座 面 积 9.25 平 方 公 里 、蓄 水 容 量 达

1700 万立方米的水库。他从山东老家

带来的甜瓜种子，也在戈壁滩成功种植。

为建设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

基地，孙继先带领中国导弹发射事业的

先驱者们，发扬革命军人不怕流血、不

怕牺牲，勇于吃大苦、耐大劳的光荣传

统，在戈壁荒滩上舞起了向国防现代化

进军的强劲“东风”！

当年，苏联专家预计基地建设需要

15 年时间，结果只用了不到 3 年，基础

设施建设就已完成。就在苏联专家撤

走后的第 17 天，中国在自己新建成的

基地，由自己的技术人员独立操作，成

功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导弹。

其实，这种甘当开路先锋的果敢无

畏早已融入孙继先的血脉里，在红军长

征途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向大渡河挺进，处境非常

险恶。在安顺场 ，先遣队司令员刘伯

承、政委聂荣臻向突击营营长孙继先交

代渡河任务。受领任务后，孙继先带领

17 名勇士，在当地船工和老百姓的帮助

下，冒着枪林弹雨，成功渡过天险大渡

河，夺取并控制了对岸渡口阵地，为中

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条件。

1962 年 3 月，中央军委任命孙继先

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离开东

风基地之前，孙继先来到刚刚落成的东

风革命烈士陵园。得知在 3 年多的时

间里，已有 300 多位英灵永远安息在这

里，他对身边战友李福泽说：“虽然我将

调离东风基地 ，但我会告诉我的孩子

们，我死后老骨头就埋在这里，永远和

创建基地的烈士们在一起。”

1990 年 4 月 13 日 ，孙 继 先 因 病 逝

世，享年 79 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们

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向大渡河，另一部

分安葬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永远陪伴

着那些初创靶场的战友们，也默默注视

着中华民族的飞天事业。

“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这句

口号是孙继先提出来的，也是他一生的

最后一个交代。

“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奉青玲 孙东宁 安普忠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着一本红军时期的党证，它的主人是红

军总司令——朱德。这本党证为苏区时

统一印制，封面上部印有弧形字体“全世

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正中竖印“中国

共产党党证”，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红色印章，下部为党证编号。党

证里填有朱德的姓名、籍贯、年龄、性别、

职 业 、社 会 出 身 、入 党 年 月 、备 考 等 栏

目。其中“社会出身”一栏，朱德写道：

“当学生 8 年、教育 1 年、陆军学员 3 年、

革命运动 11 年”。“入党年月”填写的时

间为“1922 年 11 月”。党证后面印有中

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封底为五星和镰刀、

斧头的党徽图案。这本党证由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直属队于 1933 年 7 月签发，

编号第 001128 号。

党证是党员的身份证明，对每个党

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本饱经炮火硝

烟洗礼的党证，对朱德来说有什么特殊

的意义？朱德经历了怎样的入党过程？

立志求索

1886 年 12 月 1 日，朱德出生在四川

省仪陇县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从幼年

起，朱德便跟随在母亲身边帮忙干活，目

睹地主对家人的无情压迫。童年的艰

辛，让朱德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

生活习惯，也启发了他反抗压迫、追求光

明的思想。受私塾先生席聘三影响，朱

德不仅熟读古籍，还广泛阅读新书，开阔

了眼界，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开

始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1906 年

秋，朱德在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求学，这是

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

端。他曾作诗《顺庆府中学堂留别》表达

自己的远大志向，诗中写道：“骊歌一曲

思无穷，今古存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

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

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

冲天壮志付飞鹏。”

1909 年，朱德怀揣着强烈的爱国救

民思想，决定投笔从戎，报考云南陆军讲

武堂。为什么要投考这所学堂呢？朱德

曾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因为受

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

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

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

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

的斗争。”几经周折，朱德终于如愿考入

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

军事学校生活，接受系统而严格的近代

军事教育。他刻苦好学，无论是学科、术

科还是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成绩。指挥

队伍时，朱德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

音洪亮，为全校之榜样。每当遇到外国

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

从学生中挑选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

挥，二人因而被同学称为“模范二朱”。

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

朱德在校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在辛亥革

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以

及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中，朱德驰

骋疆场，战功卓著，成为滇军名将。可

是，朱德并没有就此志高意满，反而陷入

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军阀连年混

战，国家陷入“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

黯鬼神愁”的悲惨境地，朱德看到一种与

他革命初心相背离的局面，那就是“（仗）

打来打去，却没有出路，很多从前革命的

分子、同盟会的同志们都升官发财，革命

没有人来搞了，实际革命也并没成功”。

从现实斗争中，朱德认识到资产阶级领

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救中国。在极

度苦闷与彷徨中，朱德重新审视自己的

人生道路，摸索着革命的真正出路。

万里找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的成功，也引起朱德的注意。他通过

把自身经历同苏俄的现实相比较，朦胧

地感觉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

理 论 和 革 命 方 法 ，来 从 头 进 行 革 命 ”。

1922年，朱德毅然抛弃高官厚禄，斩断过

去的旧生活，踏上寻找新革命的道路。7

月，朱德从重庆经上海辗转来到北京，见

到好友孙炳文。孙炳文是四川南溪人，

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曾受朱德之

聘在泸州担任第 13 旅部咨谋。二人志

同道合，经常一起探讨革命问题。孙炳

文陪同朱德游览了北京城，还一起去归

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张家

口和大同等地参观，到宣化县鸡鸣山煤

矿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从孙炳

文口中，朱德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

息，他希望在北京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

可是都不在。听说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在上海后，朱德再次折回上海，和孙炳

文、金汉鼎首先见到了孙中山。对于这

次会面，朱德曾回忆道：“孙给我的印象

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

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

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

国研究军事科学。”就这样，朱德婉言谢

绝了孙中山。几天后，朱德在上海闸北

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陈独秀，并提出入

党的请求。陈独秀没有同意。他对朱德

说，要加入共产党，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

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

对于当过旧军官的人来说，需要经过长

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当时已

经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自己唯一的出

路，便决定远涉重洋，前往革命发源地欧

洲留学，去寻找革命真理。

9 月初，朱德随同孙炳文、章伯钧等

10 余人登上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

上海吴淞口启程，历时 40 多天的航行，

终于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在巴黎停

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听说周恩来在中

国留法学生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法组

织，便决定寻找周恩来。经多方打听，朱

德二人终于在德国见到周恩来。朱德向

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和寻找中国共产

党的经过，讲述了自己从贫苦少年到讲

武堂军事学员、从滇军少将旅长到与军

阀决裂的曲折经历，表达了他不顾一切

加入中国共产党，寻求自己新生和革命

道路的强烈愿望。周恩来仔细倾听了朱

德的人生经历，被他坚强的意志和执着

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感动。他同意了朱德

和孙炳文二人的入党申请，替他们办理

加入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并告知二人

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

前，暂作候补党员。1922 年 11 月，经中

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

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革命特殊需

要，党组织要求朱德暂不公开共产党员

身份，对外公开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

党员。“秘密党员”这一特殊身份，为日后

朱德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帮助。自此，

朱德费尽周折、历经艰辛，终于加入中国

共产党，实现了人生夙愿，从此走上为党

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伟大道路。

我是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

兵 ”，这 是 朱 德 为 南 昌 起 义 写 下 的 诗

篇。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

人民军队的起点，也是朱德彰显共产党

员 信 仰 本 色 的 重 要 篇 章 。 1927 年 7 月

21 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秘密

赶回南昌，利用他在南昌驻军中的人脉

关 系 开 展 起 义 前 的 准 备 工 作 。 早 在

1927 年初，朱德就曾在驻南昌的国民革

命军第 3 军中创办军官教育团，并于 4

月至 6 月间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对

南昌各方情况十分熟悉。他利用与第 3

军 上 层 军 官 的 旧 情 ，探 明 敌 方 兵 力 部

署；为起义部队寻找驻地；安顿初来乍

到的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周恩来从

武汉秘密来到南昌，当晚就住在朱德家

中的厅堂里。7 月 31 日晚，朱德又奉命

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利用和滇军的

关系，在佳宾楼宴请两个团的团长和副

团长，巧妙地牵制敌军，为南昌起义胜

利打响做出重要贡献。周恩来曾高度

评价说：“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

好的参谋和向导。”

然而，这仅仅是序幕。作为人民军

队缔造者之一，朱德的作用和地位在起

义军遭遇失利后愈加凸显出来。

8 月 3 日上午，根据中共中央计划，

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经过

1 个多月的行军转战，终于到达广东省

大埔县。在三河坝，起义军开始第一次

分兵，朱德率第 11 军第 25 师和第 9 军教

育团共约 4000 人留守三河坝。随后，起

义军主力叶挺、贺龙部队一路南下潮汕，

在汤坑、揭阳一带遭遇严重军事失利。

为掩护主力部队，留守三河坝的朱德率

部与 3 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为

了保留革命火种，朱德决定率部主动撤

出战斗，开始在湘粤赣边界艰苦转战。

当时，这支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敌

军压境，部队四面受敌，孤立无援。更

可怕的是，战士们思想混乱，许多经不

起考验的人纷纷脱离部队。关键时刻，

朱德挺身而出。他与陈毅等在广东饶

平县茂芝的全德学校及时召开干部会

议。在会上，朱德毅然决然地说：“我是

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

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

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

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

革命干到底！”这一番铿锵有力、掷地有

声的话语，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

部队指明前进方向，稳住了整个队伍的

军心，也彰显了朱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困难面前毫不动摇的坚定信仰和敢

于担当的政治品格。会议否决了少数

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确定部队的

行动方针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

奔湘南。”随后，朱德又适时对部队进行

了“赣南三整”，即天心圩整顿、大余整

编、上堡整训。经过整顿后的起义军，

犹如革命大浪淘沙中留下的精华，成为

革命的火种。1928 年 4 月 24 日前后，这

支历经艰辛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壮大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点燃了

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

红军的总司令

1930 年 8 月，朱德担任红一方面军

总司令。1933 年 5 月 8 日，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 41

次常委会决定，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

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

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

一方面军总司令。随后，红军第一方面

军政治部发布《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

关于红军中党员发党证的通知》，决定

对 红 军 中 的 正 式 党 员 一 律 发 放 党 证 。

朱德的这本党证正是在这一时期统一

发放的。在此前后，身为红军总司令的

朱德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

治军经验，参与领导创建巩固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斗争。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

同志指挥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对中

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等重大军

事行动。在如此紧张繁忙的战争岁月

里，朱德恪守党性原则，不仅以一个普

通党员的身份主动参加党小组的组织

生 活 会 ，而 且 严 格 履 行 党 员 责 任 和 义

务。这本党证的内页，就有朱德在 1933

年至 1934 年间交纳党费的记录，上面还

留有党小组长陈友才、孔石苏、罗舜初

等人签收党费的印章。

1934 年 4 月，《中央组织局关于保护

党证的决定》中指出：“每个正式党员都

发给有党证，表示他已得到伟大的党的

党员的标号。党证对每个党员有同他入

党一样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都应完全

负责保存他自己的党证。”朱德将这本来

之不易的党证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

妥善保存，直到 1959 年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筹备期间，朱德才将悉心珍藏

26 年之久的党证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

无 论 是 在 戎 马 倥 偬 的 战 争 岁 月 ，

还 是 在 和 平 建 设 年 代 ，朱 德 都 十 分 珍

视“ 共 产 党 员 ”的 称 号 ，始 终 保 持 着 对

党 的 高 度 忠 诚 与 热 情 ，把 全 部 精 力 和

才 能 毫 无 保 留 地 奉 献 给 共 产 主 义 事

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这本珍

贵的党证，是朱德追求真理、一心向党

的 历 史 见 证 ，是 他 坚 强 党 性 和 崇 高 政

治风范的生动写照。

红军总司令的党证
■刘小花 赵 理

1948年 9月 12日，东北野战军拉开了

辽沈战役的序幕，战役首先在北宁线打响。

9月16日，东北野战军一部包围了锦

州西北方向的义县，致使义县守军无法向

锦州收缩。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派出第93军暂编

第 22师主力向北增援，以解救义县守军。

敌暂编第 22师进至薛家屯、葛文碑一带与

我军遭遇后，便畏缩不前，转为就地防守。

我军决定围歼该师。9月 24日起，东

北野战军第 9 纵队各部开始自义县南下

向锦州靠近。其中，第 25 师第 74 团第 1

营 1连冒雨行军，巧妙穿越“山山有碉堡、

村村有敌人”的敌防御纵深，于次日凌晨

4 时穿插到位于锦州与薛家屯之间的白

老虎屯。该屯以西公路为锦州与义县之

间的主要交通线，是暂编第 22 师撤回锦

州和锦州之敌前来救援的必经之路。

25 日 7 时，驻扎在附近的敌第 18 师

第 3 团一部发现白老虎屯被我军占领，

立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

动攻击。激战中，指导员田广文提醒战

士们“瞄准了打，打戴大檐帽儿的，打机

枪手”。不久，敌军飞机开始轰炸，给 1

连造成很大伤亡，工事大部被毁。面对

如潮水般涌来的敌人，1 连官兵与敌展

开惨烈的白刃战。

鏖战至中午时分，全连 183 人仅剩

约 40 人。为避免被敌各个击破，1 连主

动收缩至白老虎屯西北角的一所大院

里。该院距村西公路只有 50 米，中间是

一片开阔地，1 连将这里作为控制公路

的堡垒。敌火力猛烈，院内两间正房先

后被打塌，官兵撤到靠西的房间中做最

后坚守。至黄昏时分，全连仅剩 1 挺机

枪和少量子弹，最危急的时刻到了。连

长陈学良将望远镜拆掉扔进炕洞，指导

员田广文将文件和战士们的入党申请书

全部销毁，通信员将联络旗烧掉……官

兵抱定必死的信念，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当 1 连在白老虎屯苦战时，东北野

战军其他部队对敌暂编第 22 师发动了

攻势。至当晚 20 时左右，敌暂编第 22 师

被全歼。前来增援 1 连的兄弟部队终于

赶到，敌军仓皇撤走。

为表彰 1 连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

东北野战军第 9 纵队授予该连（现第 78

集团军某合成旅装步 1 连）“白老虎连”

光荣称号。解放战争中，该连后续参加

了平津、衡宝等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

该连涌现出一等功臣岳洪发、二等功臣

沈大奎等一批英模人物。和平年代，连

队始终传承发扬“铁心向党，死打硬拼，

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连”精

神，先后 4 次被授予荣誉称号、14 次荣立

集体二等功、26 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白老虎连”战旗——

死打硬拼 铁心向党
■丁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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