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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有一支

由蒙、汉、回、满、达斡尔等民族指战员

组成的骑兵部队，驰骋在辽阔草原和白

山黑水之间。这支英雄部队在战役侦

察、攻占阵地、阻击突围、追击作战和千

里剿匪等任务中，灵活机动、屡立战功，

成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草原铁骑”。

草原诞生红色骑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民族压迫和

战争之苦的内蒙古草原人民同全国各族

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民主、平等和民族

繁荣早日到来。但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独

占抗战胜利果实，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

不顾人民要求，发动全面内战，悍然向解

放区大举进攻。抗战后期一直在河套地

区避战的傅作义部队此时驱兵东进，抢

占了内蒙古大片解放区。

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按照

中共中央“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

族自己的军队”的指示，1945年 11月，八

路军绥蒙军区先后改编了 3 支起义的伪

蒙军和国民党军队，成立了内蒙古人民

自卫军第 1、第 2、第 3 支队。随后，在乌

兰夫、姚喆、苏谦益等人领导下，以内蒙

古人民自卫军 3 个支队和分散活动的几

支游击队为基础，吸收一批翻身农牧民

和青年学生，以绥蒙军区和延安民族学

院派来的两批干部为骨干，组建了 700

多人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

以保卫解放区。

这支隶属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的部队，以八路军为榜样，遵循革命军队

的宗旨，明确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在部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旅、团建立政治机关，连队设立政治指

导员。

草原上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热烈响

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牵着自己的马，

带着自己的枪，义无反顾地加入内蒙古

人民自卫军行列中。

随着形势的发展，1946年 1月 16日，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先后在兴安

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成立了东蒙自治

军骑兵第 1、第 2、第 4 师。4 月 3 日，内蒙

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

府代表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

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数百年分割的历

史，使内蒙古人民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革命之路。会议之后，东蒙自治

军骑兵第 1、第 2、第 4师改编为内蒙古人

民自卫军兴安区骑兵第 1、第 2、第 4师。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自诞生之日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式整军

运动，大大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

部队战斗力。从此，这支红色骑兵在硝

烟 战 火 中 不 断 成 长 壮 大 ，成 为 纵 横 东

北、华北、西北战场的沙场铁骑。

1948 年 1 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

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乌兰夫任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1949 年 5 月又改称中国

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归东北军区领导。

驰骋沙场屡建奇功

1948 年秋，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响

彻中华大地。党中央根据全国解放战

争形势的发展，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

指向东北战场。

辽沈战役前夕，内蒙古人民解放军

骑兵第 1、第 2师按照东北野战军指示，先

后挺进铁岭、沈阳、新民、彰武地区，执行

掩护主力和开辟新区的任务。3 月至 8

月，骑兵第 2师奉命在彰武封锁新民和沈

阳之敌。8月，骑兵第 1师接替第 2师，继

续封锁和围困新民与沈阳之敌。骑兵指

战员发挥快速机动的优势，在广阔的正

面地域，对小股敌人给予沉重打击，胜利

完成任务，保护了新解放区地方干部开

展工作和群众生产，受到东北军区嘉奖。

9 月，辽沈战役打响后，中央军委、

毛主席在关于辽沈决战的指示电文中，

非常重视发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

第 1、第 2 师的作用，要求根据战局的发

展，适时将其调整部署在适合骑兵作战

的地域。当时，蒋介石错误估计形势，

在锦州守敌被歼的情况下，仍命廖耀湘

“西进兵团”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企图

与锦西北援之敌南北夹击，重占锦州，

打开向关内撤退的通道。为巩固和扩

大 战 果 ，中 央 军 委 和 毛 主 席 部 署 了 规

模空前的辽西围歼战，骑兵第 1 师配属

东 北 野 战 军 第 10 纵队，执行战役侦察

和阻击西进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廖耀湘

兵团的任务。整个战役中，内蒙古人民

解放军骑兵师充分发挥快速、勇猛、灵

活、机动的特点，驰骋在柳河以西、大虎

山以东、大新民屯以南、腾鳌堡以北的

辽阔地域，多次与敌交战，确保了主阵

地安全。

胡家窝铺阻击战，是骑兵第 1 师战

史上最壮烈的一次阵地战。10 月 23 日

凌晨 3 时，敌第 207 师第 3 旅在重炮和飞

机掩护下，向骑兵第 1 师第 1 团防御阵

地发起进攻。面对五六倍于己的敌人，

第 1 团指战员依托简陋工事，誓死坚守

阵地，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至进行白

刃战。骑兵第 1 团就这样顽强坚守阵地

7 小时，毙伤敌数百名，有 65 名同志英

勇牺牲，最终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 2 师于 9

月初奉命开赴长春前线，在黑林子镇阻

击 长 春 向 沈 阳 和 辽 西 方 向 逃 窜 之 敌 。

长春解放后，他们又挥师南下，奉命围

歼 在 法 库 以 南 地 区 窜 扰 的 敌 一 骑 兵

旅。之后，骑兵第 2 师在辽河北岸将逃

窜之敌第 196 师运输团一个营歼灭，缴

获其全部武器和辎重，而后奉命继续向

沈阳方向追击。

在辽沈战役 52 天战斗中，内蒙古人

民解放军骑兵第 1、第 2 师始终配合东

北野战军战斗在最前线，胜利完成了任

务。11 月，骑兵第 11、第 16 师参加了平

津战役，配合华北野战军在张家口一线

作战，担负堵击西逃北窜之敌任务，先

后解放了张北、宝昌、商都、化德等 8 个

县，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张家口，为平津

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转战千里剿匪安民

1948 年 12 月初，祖国北疆一派银

装素裹，但草原各族人民的心情像乌云

压顶一样沉重。8 日，中共察哈尔盟工

委代理书记肖诚、盟长苏剑啸等 27 人参

加完会议，返回途中，在锡林郭勒盟阿

巴嘎旗沙布尔台遭到胡图林嘎匪部 200

多人伏击，肖诚、苏剑啸等 18 人壮烈牺

牲。匪患成了内蒙古新生人民政权的

最大威胁。

辽沈战役之后，国民党蒙骑第 1 旅

苏和巴特尔部 3000 余人逃窜到内蒙古，

与当地土匪合股，公然与人民为敌。这

些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先后有数百

名蒙汉各族干部和牧民群众惨遭杀害。

为彻底肃清残匪，巩固解放区和人

民政权，1948 年 12 月，内蒙古人民解放

军副司令员王再天指挥骑兵第 1、第 10

师和警卫团，在锡察盟展开剿匪斗争。

经 过 数 十 次 战 斗 ，匪 徒 遭 受 了 沉 重 打

击。但是，长期活动在锡林郭勒草原的

惯匪胡图林嘎，与被人民解放军追得狼

狈逃窜的另一股土匪合伙，继续为非作

歹。内蒙古军区于 1949 年 5 月 17 日下

达命令：“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消灭胡

图林嘎股匪。”

1949 年 5 月下旬，内蒙古军区骑兵

第 1 师第 2 团和军区警卫团一部从喇嘛

库伦出发，向胡图林嘎经常出没的中蒙

边境追击。他们从抓获的土匪侦察员

和当地牧民口中，得知匪首胡图林嘎及

所部的行踪。6 月 5 日，骑兵指战员在

额木图烈恩地区将土匪包围，经过 4 个

小时激烈战斗，毙伤土匪 20 多人，俘虏

300 多人，生擒胡图林嘎，缴获其所有马

匹、弹药等装备。

在蒙汉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内蒙古

军区剿匪部队经过两年的艰苦作战，共

消灭土匪数千人，缴获战马 3100 多匹，

彻底消除了横行草原的匪患，巩固了解

放区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保护了草原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兴安岭到贺兰

山，从呼伦湖到居延海，千里草原呈现

出一派太平景象，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

乐业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军区骑兵部

队积极保家卫国，有 2 个团编为步兵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为解决志愿军运输

弹药物资骡马不足的问题，骑兵指战员

把自己心爱的战马一批批送上驶往朝

鲜前线的列车，又为朝鲜战场调教、运

送了数千匹适合战场需要的马匹。

人 民 没 有 忘 记 这 支 红 色 英 雄 部

队。1950 年、1953 年和 1954 年，内蒙古

军区骑兵部队先后 3 次骑马进京，光荣

参加国庆阅兵典礼，接受党和人民的检

阅。

如今，随着战争方式的变革和我军

装备建设的跃升，骑兵部队历经几次裁

军 ，逐 渐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 昔 日 战 马 嘶

鸣、喊杀震天的壮阔场景永载史册，骑

兵指战员骁勇善战、征战沙场的大无畏

精神，也将永远被人民铭记。

草原铁骑 沙场建功
■张鑫华

1939 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从

5 月上旬至 6 月下旬，对五台山地区的八

路军部队进行“扫荡”的计划。日军决定

从 5 月 8 日开始，先以一周时间“围歼”台

怀地区的八路军，而后再分别由五台、台

怀一线和原平、代县、砂河一线，合击五

台山以西的八路军部队。

当时，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9 旅正在

晋东北恒山及五台山地区，开展敌后游

击战争，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旅直属

队位于三楼、河浙村、神堂堡、大寨口、大

营 、砂 河 等 地 区 ；第 717 团 主 力 位 于 茶

铺、豆村地区；第 718 团主力位于上寨；

第 719 团主力位于砂河、大营以北。

5 月 9 日，日军第 109 师和独立混成

第 3 旅团各一部共 5000 余人，采取分进

合击战法，北由繁峙、砂河、大营，南自五

台、豆村等据点出动，向台怀镇地区“扫

荡”，企图攻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机关和

在这一带休整的第 359 旅第 717 团。

晋 察 冀 军 区 决 定 指 挥 第 359 旅 主

力、第 2 军分区和地方部队，粉碎日军

“扫荡”。第 120 师第 359 旅旅长王震迅

速率领第 718 团、骑兵大队及旅教导营

进至神堂堡，相机歼击自大营镇出动的

日军独立混成第 3 旅团 1 个大队，同时命

令第 2 军分区第 4 团和第 6 大队向豆村、

台怀镇游击，迟滞日军的进攻。

第 359 旅决心以第 718 团和教导营、

骑兵大队预伏在口泉、青羊口以南；以第

717 团进抵文溪里一带，准备参加围歼

日军的战斗；以第 719 团牵制繁峙和砂

河日军。

10 日拂晓前，八路军第 717 团从豆

村镇出发，经铜钱沟向阻击地域前进。

这时，由五台来袭的日军占领了铜钱沟，

由大营镇进犯的日军也向铜钱沟方向扑

来。第 717 团被挤在狭长的山沟里，两

侧都是高山，前面就是日军，处境十分危

险。

日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对第 717

团坚守的阵地发动了猛攻，并施放了刺

激性毒气。第 717 团指战员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坚持战斗，从上午 10 时鏖战至黄

昏，仍未摆脱险境。团领导决定趁夜暗

向台怀镇方向突围。当晚，夜空漆黑，第

717 团从敌人结合部开始突围，在一位

向导的带领下，官兵绕过台怀镇，于第二

天拂晓登上海拔 3000 多米的五台山北

峰，从而摆脱了日军合击。

此时，王震了解到大营镇的敌军在

铜钱沟合击第 717 团的企图破灭，判断

该敌会沿原路经神堂堡返回，决心集中

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精神，利

用神堂堡一带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这

股敌人。

经侦察，这股敌人约 800 人，是独立

混成第 3 旅团一部。王震当即下令，合

围并消灭这股日军。第 718 团、教导营

和骑兵大队，分别在青羊口、神堂堡一带

选择有利地形，构筑阻击阵地；第 717 团

则开进到上、下细腰涧一带伺机歼敌，并

要求所属部队广泛开展“麻雀战”迷惑敌

人。

正当我军准备迎击来犯之敌时，日

军由盘道村向青羊口、神堂堡方向开进，

进入我军阻击地带。埋伏在各个山头的

游击小组东放一枪，西放一枪，搞得日军

晕头转向，在山沟里打转。

第二天，日军向第 718 团和教导营

防 守 的 主 阵 地 发 起 轮 番 进 攻 ，均 被 击

退。日军从原路返回已无望。王震察觉

后，立即命令第 718 团、教导营和骑兵大

队追击。这时，第 717 团已经进驻上、下

细腰涧一带山谷宿营，等待战机。

5 月 14 日拂晓，第 717 团团部正准

备向预定地域开进时，侦察员跑回来报

告：“山梁那边有股日军正在集合。”当

时，第 2、第 3 营已经出发。团领导一面

命令警卫连和靠近团部的第 1 营立即抢

占制高点，向集合之敌射击；一面派人追

回第 2、第 3 营，到指定地点坚决堵住敌

人。

日军遭到突袭，乱作一团，受惊的军

马 到 处 乱 跑 ，有 几 匹 马 竟 然 跑 到 了 第

717 团阵地上。与此同时，第 2、第 3 营已

经赶回并进入阵地，将这股敌人团团围

住。日军为了突出包围圈，组织兵力、火

力，向第 2 营第 7 连坚守的山垭口轮番猛

攻。激战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十分

惨 烈 。 最 后 ，敌 人 组 织 敢 死 队 冲 上 垭

口。眼看敌人就要突破我军阵地，第 7

连连长谭谦禄抱着一捆手榴弹冲进敌

群，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谭连长与敌人

同归于尽。

15 日 拂 晓 ，王 震 命 令 部 队 发 起 总

攻。第 718 团、教导营和骑兵大队从下

细腰涧西南侧发起攻击，由南往北打；第

717 团从上细腰涧北侧发起攻击，由北

往南压。我军南北夹击，向敌人猛冲猛

打。日军慌忙迎战，乱作一团。王震率

领旅主力，攻占了下细腰涧村附近的高

地，与第 717 团对敌人形成了南北夹击

之势，将日军全部压缩在山沟里。日军

始终没有放弃反击，向我军阵地发起一

次又一次冲锋，造成我军较大伤亡。但

在我军坚决英勇的抗击下，日军始终没

能冲出包围圈。

枪声渐渐地稀疏下来，日军大部被

歼，已失去有组织的抵抗，但还可以听到

一些零星的枪声。大约还有十几名日

军，分散在草丛中，不时打着冷枪。八路

军战士将隐蔽在草丛中的敌人围了起

来，会说几句日语的战士向日军喊话，

“ 放 下 武 器 、停 止 抵 抗 ，八 路 军 优 待 俘

虏。”但是敌人拒不投降，负隅顽抗。随

着几颗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被逼得收

缩成一团，见已没有任何退路，便一个个

放下武器，走出草丛投降。

上 、下 细 腰 涧 战 斗 ，共 毙 伤 日 军

1000 余 人 、生 俘 11 人 ，缴 获 92 式 步 兵

炮 5 门 、轻 重 机 枪 19 挺 、步 枪 400 余 支

及大量军用品。上、下细腰涧战斗，是

第 359 旅 挺 进 敌 后 以 来 打 得 最 好 的 一

次歼灭战。晋察冀军区特召开祝捷庆

功 大 会 ，前 总 和 晋 察 冀 边 区 政 府 分 别

授予第 359 旅“模范党军”“百战百胜的

铁军”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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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8 月 1 日，为庆祝八一建军

节，红一方面军举行了阅兵式和前方军

事比赛大会。红 1 军团第 2 师第 5 团经

过精心准备，在大会设立的军事、政治、

文化、体育等 30 余项比赛中表现优异，

获得竞赛优胜奖旗 20 多面。

中革军委授予红 1 军团第 2 师第 5

团“模范红五团”光荣称号。时任红一

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授旗，并在讲

话中说：“模范红五团是全军的模范，但

你们不能骄傲，要一直当模范。直到把

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你们还要当模

范。”

红 5 团具有光荣的历史，前身可以

追溯到叶挺独立团和朱德领导的军官

教育团，是南昌起义部队之一。在保卫

苏区的战斗中，全团官兵以大无畏的战

斗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忠诚之歌。

1931 年 6 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三次

“围剿”，企图消灭红军主力，摧毁中央

苏区。后因两广军阀起兵进入湘南，蒋

介石被迫决定“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

全线撤退，以抽调兵力“移师赣粤边区

阻止叛军扩张”。为进一步削弱敌有生

力量，红军发动追击作战。9 月 7 日下

午 ，红 1 军 团 第 4 军 第 11 师（红 5 团 前

身）在江西兴国高兴圩与撤退中的敌第

61 师遭遇。敌军抢先占领了高兴圩西

北的部分制高点，红军夺回其中 3 个，但

国民党军依仗火力顽强抵抗，战斗从 7

日下午一直持续到 8 日上午。此战，我

军给予敌军较大打击，但第 4 军第 11 师

师 长 曾 士 峨 在 激 战 中 不 幸 壮 烈 牺 牲 。

之后，红 11 师又参加了奔袭东韶、攻取

漳州、激战乐安等战斗，屡立战功。

1933 年 6 月，该师缩编为红 1 军团

第 2 师第 5 团。9 月，红 5 团投入紧张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先后参

加硝石、浒湾、大雄关等战斗。

长征开始后，在湘江战役中，红 5 团

参加脚山铺阻击战。敌军在猛烈炮火

掩护下，以优势兵力向红 5 团阵地发动

围攻，战斗异常惨烈。弹药用尽后，红 5

团官兵与敌展开最后的白刃战，团政委

易荡平牺牲。红 5 团官兵的浴血奋战，

为掩护中央顺利渡江作出了贡献。在

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中，红 5 团随红

2 师奉命增援。四渡赤水时，红 5 团作

为先头部队成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强

渡大渡河时，红 5 团经越西向大树堡渡

口挺进，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在安顺场

的渡河作战。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中，“模范红五团”全体官兵始终牢

记党的嘱托，以“军旗永远跟党走”的坚

定信念，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模范

红五团”这面凝聚着铁血精神的战旗，

始终高高飘扬。

“模范红五团”战旗——

军旗永远跟党走
■陈 超 蒲 元

战 例

1950

年 ，内 蒙

古军区骑

兵部队骑

马进京参

加国庆阅

兵 典 礼 ，

接受党和

人民的检

阅。

资料图片

第 5413期

军史撷珍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1939年 5月，八路军在上、下细腰涧与日军战斗，毙伤敌千余人，俘敌一部。图

为第 359旅旅长王震（右 2）在对日军俘虏阐明我军政策。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