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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雨中。海河轻曼蜿蜒，从天津城中温柔流过。
站在金汤桥头举目望去——东岸，是复古的老津

门，旧时“十里洋场”的异域建筑在雨雾中愈显沧桑；西
岸，是广厦万间的新天津，因降雨而略显空旷的街道
上，一辆辆闪亮的小汽车鱼贯而过，尽显现代都市的繁
华之美。

在这座由河流贯穿的城市中，桥，连接起不同地方
的人们，承载着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在古老而现代的天津城，横跨海河的众多桥梁中，

金汤桥显得尤为厚重。
72年前，解放军攻破津门守敌的坚固防线，东西两

路大军会师金汤桥，将红旗牢牢插在桥头。
这一战，成为解放天津的关键历史节点，标志着国

民党守军防御体系的全面溃败。屹立百年的金汤桥，
亲历了一座城市的浴火新生。

桥上的行人，见证着城市的变化；桥下的河水，流
动着历史的光影。踏上金汤桥，解放军将士一往无前、
奋勇冲锋的场景犹在眼前。

在 72 年前那场战斗
中，“金汤桥”的命运却和
名字恰恰相反

水波荡漾，游船在长鸣声中，缓缓穿

过这座通体黝黑的钢结构桥梁。

一个多世纪前，巨大坚实的金汤桥

建成于海河之上，其名取自“固若金汤”。

七一前夕，记者走上重修后的金汤

桥 。 桥 身 全 长 约 76 米 ，记 者 从 桥 面 走

过，全程不过 2 分钟。倘若两人自东西

相向而行，只需 1 分钟就能碰面。

72年前，为走过这短短1分钟的距离，

解放军将士跨昼夜连续激战了19个小时。

如今，一座“会师金汤”雕塑立在桥

头 。 司 号 手 高 昂 起 头 ，吹 响 进 攻 的 号

角。顺着军号的角度仰望天际，激越的

冲锋号仿佛就在耳畔响起。

当年，攻打天津这样一座拥有 200

多万人口和众多工厂、商店、银行的大城

市，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难度是空前的。

战前，距离金汤桥约 20 公里外的前

线指挥部内，一张详细的城防图铺在解

放军天津战役总指挥刘亚楼办公桌上。

天津地形复杂，市内被河流切成若干

地区，周围又是沿海洼地，易守难攻。一条

40余公里的护城河环绕天津。寒冬腊月，

每天都有守军前去凿冰破河。护城河旁的

城楼上设电网，每隔20至30米就有一处碉

堡。城池内外，有大小碉堡1000余座。

刘亚楼的对手，是长他 18 岁的福建

老乡陈长捷。凭借复杂地形、坚固工事

和 13 万兵力，陈长捷自夸天津城防系统

“固若金汤”，有固守的“绝对把握”。

战前，一首歌谣广为传唱——“攻打

天津，天津修得好呀，城外有战壕啊，城内

有碉堡啊……攻打天津，战士热情高啊，

你写战书啊，我把决心表啊……”据考证，

这首歌原曲是解放军进驻东北后创作

的。随着东北野战军南下攻打天津的步

伐，被改编为现在的《攻城战歌》。

将士们的决心和斗志，在高昂的歌声

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夺取天津，将是

一场极其艰巨的攻坚战。上级限定 3 天

攻下天津，刘亚楼的表态却出人意料：“30

个小时内保证把陈长捷吹嘘的‘大天津堡

垒化’打个稀巴烂！”

站在杨柳青镇药王庙东大街旁的停

车场上，记者一行驻足四顾，寻找着“平

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的

踪影。谁也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指挥

部竟藏在如此偏僻之处。

踏入一处极具年代感的四合院民居，

历史就在眼前。房间内，刘亚楼下达总攻

命令的仿真雕像，还原了历史一刻——

1949 年 1 月 14 日清晨，天津上空浓

雾弥漫。趁着浓雾的掩护，攻城部队进

入阵地。指挥部内，刘亚楼右手拿着已

接通各纵队指挥所的电话，双眼紧盯着

左腕上的手表。

10 点 整 ，刘 亚 楼 下 令 ：“ 总 攻 击 开

始！”随着 3 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顷

刻间，大炮齐声怒吼。

由于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解放

军前线指挥部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

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

伴随炮火轰击，攻城部队搭桥渡水

壕，冲过冰冷的护城河，在坚固的城墙防

御体系上打开一个个缺口。英勇的解放

军逐街争夺、巷战推进，两路突击队伍一

步步向金汤桥挺进。

在 72 年前那场战斗中，“金汤桥”的

命运却和名字恰恰相反。15 日凌晨，解

放军完成“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既定

战略，会师金汤桥上。

恰逢隆冬，海河被厚厚冰层覆盖。金

汤桥桥面上、桥下的冰面上，数万指战员

或举枪欢呼，或相拥而泣，或跳跃大笑。

战斗仍未结束，会师的官兵来不及

享 受 胜 利 的 喜 悦 ，又 要 赶 赴 各 自 的 战

场。10 个小时后，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

业城市宣告胜利解放。

“解放战争拖不得”是毛泽东当年做

出的著名论断。今天，我们回顾这场 29

小时的速胜，再次对那些有勇有谋、不畏

牺牲的解放军将士钦佩不已——

34万攻城部队伤亡 2万人，伤亡率仅

6%，相比太原、济南等经过大规模城市攻坚

战才获胜的战役，创下了伤亡率最低纪录。

天津解放，大大推动了北平和谈的

进程。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

的诞生翘首可盼。

她身后那面砖墙上，
是用皑皑白雪拍打出来的
四个大字——“迎接光明”

暗红色的旗面上，“杀开民权门”五

个大字威严凝重。在平津战役纪念馆

内，馆长王培军为记者讲述了这面旗帜

和小战士钟银根的故事。

民权门，是人民解放军攻打天津的

一个重要突破口。战役打响后，钟银根

所在的尖刀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

用 3 分钟就突破了民权门。

旗手钟银根冲上城头，将战前首长

授予该连的“杀开民权门”大旗插在了城

墙上。这面火一般耀眼的红旗刺痛了敌

人，他们不甘心失败，集中所有的火力向

解放军射击，企图与我军争夺阵地。

红旗被淹没在硝烟迷雾之中。“保卫

红旗！”钟银根第二次冲了上去，牢牢地

抓住旗杆。

这时，一枚炮弹落了下来，钟银根的

双腿一阵麻木，昏了过去。当他从短暂

的 昏 迷 中 醒 过 来 ，一 阵 巨 大 的 疼 痛 袭

来。身下淌满了鲜血，他强忍疼痛想要

站起来，才发现自己已失去双腿。

然而，捍卫红旗的信念支撑着钟银

根。慢慢地，他移动着被炸断双腿的躯

体，抓住旗杆，凭借着一块大石头，再次

把红旗竖了起来。

炮火下，红旗数次倒下，钟银根又数

次将红旗竖起。他忍着巨大的疼痛，一

点一点向前挪动，将身子重重地靠在一

个斜坡上……钟银根半躺在那里，咬着

牙，用肩膀拼命地抵着旗杆。远远看去，

他与旗杆融为一体，他的身体就是旗杆！

枪炮声还在响着，战斗还在继续……

“我是旗手，不能倒下，要让红旗为

战友们引路！”这是奄奄一息的钟银根留

下的最后一句话。他倾尽所有力气，两

肘撑地，用面颊顶着，把红旗高高举起。

不倒的红旗重新飘扬在民权门上

空！年仅 16 岁的钟银根，却在战友们的

冲锋喊杀声中，慢慢闭上了眼睛。

看着纪念馆里那面穿越炮火硝烟、

浸染着鲜血的旗帜，在场的参观者们无

不动容。

红旗永远不倒！在解放天津战役

中，众多像钟银根一样的官兵舍生忘死、

奋勇冲锋，将红旗插上敌人的城墙、碉

堡，插在金汤桥头。

“部队走在进军的路上，在海河边我

们把你安葬。像种子撇开了土壤，让勇

敢之花在春天里怒放。”

临终前，“特等坦克功臣”张云亭念

念不忘“打到金汤桥去”。战友们将他埋

葬在海河边上。第二年清明，不知是谁

送来的花圈，一个、两个、三个……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沿

着海河，记者从古旧建筑丛聚的街区，走

向清新秀丽的休闲公园。看着路上游人

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我们恍然明白：是一

种怎样深厚的伟力，在支撑着那面永远

不倒的旗帜！

当年解放军攻入天津城，在赶往会

师地的路途中，遇到特地赶来支持的南

开大学学生。得知部队要去金汤桥，他

们急切上前：“解放军同志，金汤桥我认

识，我带你们走。”

那时的南开大学，有许多心系国家命

运的爱国学生，女地下党员曾常宁就是其

中之一。天津之战中，她借助其父亲的特

殊身份，设法掌握国民党军政要员、军事

部署、城防设施等方面的情报，及时提供

给党组织，为天津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津战役纪念馆里，记者凝视曾常宁

当年的一张照片——白色围巾，利落的学

生头，望向镜头的青春眼眸里满含笑意。

她身后那面砖墙上，是用皑皑白雪拍打出

来的四个大字——“迎接光明”。

那个冬天，新生的天津城，红日映照

白雪，红旗迎风飘扬。和曾常宁一样，天

津城内数百万人民翘首期待春来。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一位92岁老兵轮椅上
的庄严敬礼，昭示“为党
牺牲，无比光荣”

当一座桥的名字与一支部队相连，

这座桥就具备了更广阔的生命。

2021 年 6 月 29 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金色大厅，战斗英雄、杰出共产党员王

占山被授予“七一勋章”。

轮椅上，这位 92 岁的“金汤桥连”老

兵挺起身姿，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共产党员就要作战勇敢，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为党牺牲，无比光荣。”王

占山永远也忘不了入党介绍人、老指导

员马占海对他说过的话。

72 年前，王占山所在的第四十五军

一三五师四○四团七连，参加了解放天津

的战斗。在指导员马占海的带领下，入党

才 3个月的王占山和战友英勇投入战斗。

在攻向金汤桥的途中，指导员马占

海不幸中弹，向战友留下一句“代我指

挥”，便闭上了双眼。七连官兵拼死冲

锋，多次击退敌人反扑，完全占领金汤

桥，为攻克天津打开一条通道。

战斗结束时，战地摄影师给被授予

“金汤桥连”荣誉称号的七连官兵照相，

原本 100 多人的连队打得只剩 24 人。望

着牺牲的战友，20 岁的王占山落泪了。

踏访金汤桥归来，记者拨通了“金汤

桥连”现任指导员于恒的电话。

“血战金汤桥后，那张还剩 24 人的

合 影 ，现 在 就 挂 在 我 们 连 队 的 荣 誉 室

里。”于恒说，“队伍里举旗的人就是老

英雄王占山。”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边境自卫

反击战……从金汤桥出发，“金汤桥连”

官兵不断书写着新的胜利。2019 年 10

月 1 日，官兵擎着“金汤桥连”战旗走过

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今年，我们连每人写了两封信，一

封写给先辈，一封写给未来。”于恒告诉

记者，金汤桥之战始终是连队最光辉的

那面战旗，激励着官兵们苦练杀敌本领，

为人民而战，为胜利而战。

巍巍金汤桥，连通今与昔。在桥上

战斗过的官兵，留给这座铁桥永不磨灭

的红色印记；在桥畔生长生活的人们，铭

记这段光辉历史，奋进在追梦的新征程。

6 月毕业季，青春飞扬。从金汤桥

向南 5 公里，南开大学校园中，2021 年毕

业典礼正在举行。

“今天，我们即将奔赴未来，我选择

在新疆戍守平安……”铿锵有力的致辞，

来自毕业生代表阿斯哈尔·努尔太。

2017年，习主席给 8名南开大学新入

伍的学生回信，称他们“把爱国之心化为

报国之行，为广大有志青年树立了新的榜

样”，阿斯哈尔就是这8名学生之一。

两年军旅历练，阿斯哈尔入了党，献

身军营的信念更加坚定。如今，完成学业

的他通过选拔招录，即将重回部队。

“当年，我军在金汤桥取得的胜利来

之不易；今天，我们也要将这种精神一代

代传承下去！”阿斯哈尔说。

会师金汤桥会师金汤桥：：一座城市的浴火新生一座城市的浴火新生
沙场回访

记者：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曾说过：“敢不敢

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

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

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决策上的重

大问题。”您怎么理解天津战役胜利的意义？

专家：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

洼地形条件下，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施的大规

模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炮兵、坦克

兵、工兵等特种力量参战最多的一次战役。

战前，我军对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的协同

动作进行反复研究，制定周密计划并组织演练，确

保了总攻后 10 个突破口中有 8 个被一举突破。天

津战役的作战经验，对诸兵种协同进行大城市攻

坚战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作用。

记者：解放战争中，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

三种方式各有什么特点？

专家：1949 年 3 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对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提出了三种基

本方式——

“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这是比

较彻底的方式。

“北平方式”，就是兵临城下、以打促谈，迫使

敌 人 接 受 和 平 ，按 照 人 民 解 放 军 的 制 度 进 行 改

编。这种方式，较“天津方式”彻底性要差一些，但

是可以减少人员伤亡和对城市的破坏。

“绥远方式”，就是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予以

争取或改编。这种方式，较“北平方式”更宽松一

些，但有利于集中力量先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

的主要部分。

三种方式的综合运用，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

战争胜利的进程。

记者：采访归来，我们有一个突出的感受：解

放天津是武力的对决，也是智慧的比拼。您认为

未来战场对指战员素质有着怎样的要求？

专家：战争形态不论如何演变，战争胜负的决

定因素始终是人。随着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

领域，武器装备的作用确实越来越重要，对各级指

战员的要求，不是变低了，而是更高了。

未来战争也意味更多的未知，必须努力适应

时代之变、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勤于思考、善于总

结，把岗位练兵、实战化训练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

未来战争规律性的把握。

记者：天津战役打响前，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

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战前动员官兵的

重要内容。各部队广泛开展战前鼓动，号召创造

“打得好、纪律好、团结好”的“三好”连队。这一做

法有什么现实意义？

专家：天津城防坚固且有重兵驻守，同时也是

华北第二大城市，有着众多工商业设施和 200 万人

口。既要解放天津，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这座

大都市，这就要求攻城部队既要能打善打，又要遵

守党的城市政策纪律。

在总攻天津的作战中，各部队英勇顽强、团

结 协 同 ，以 较 短 时 间 、较 少 伤 亡 取 得 了 胜 利 ，工

厂、学校、主要建筑物和租界区均未遭到大的破

坏 。 在 执 行 城 市 政 策 纪 律 方 面 ，解 放 军 做 到 了

“缴 获 归 公 ”“秋 毫 无 犯 ”，赢 得 了 广 大 市 民 的 普

遍赞扬。

将 革 命 进 行 到 底

青年记者对话党史专家

“会师金汤”雕塑

踏访天津金汤桥归来，记者与军
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
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徐飞进行
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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