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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6 月 10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

在安阳附近的石林村召开各纵队指挥员

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

于战略进攻的指示精神，并具体讨论和

部署实施南下外线出击的各项准备工

作。会议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1、第

2、第 3、第 6 纵队等部共 12.4 万余人南下

外线出击作战。

30 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

豫野战军 4 个纵队强渡黄河，发起鲁西

南战役，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不

久，刘伯承、邓小平接到中央军委电示：

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

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个县。

这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一个战略

决策。在不要后方的情况下实施长途远

征，必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险，但

刘伯承、邓小平二话没说，当即作出千里

跃进大别山的决定。

千里跃进 汝河受阻

8 月 7 日黄昏，刘伯承、邓小平率晋

冀 鲁 豫 野 战 军 主 力 部 队 12 万 余 人 ，在

华东野战军野战兵团部分兵力佯动掩

护 下 ，乘 各 路 国 民 党 军 合 围 将 拢 未 拢

之际，分左、中、右三路，从鲁西南的巨

野、郓城地区出发，开始了千里跃进大

别山的壮举。蒋介石发现我军战略意

图 后 ，迅 即 调 集 优 势 兵 力 围 追 堵 截 。

我军将士克服敌众我寡、外线作战、后

勤不继等种种困难，与敌人斗智斗勇，

强 渡 汝 河 堪 称 其 中 最 惊 险 、激 烈 的 关

键一战。

汝河位于河南省中部，属淮河支流，

平均宽约 60 米，水流虽不算大，但河槽

深陷，河堤陡峭，根本无法徒涉。汝河一

带为浅丘陵地区，地势平坦，唯有南岸汝

南埠地势较高，是绝好的制高点。

根据蒋介石部署，国民党军整编第

85 师等部赶到汝河南岸，占领渡口，毁

掉民船，企图阻止刘邓大军南渡；罗广

文兵团经郾城、汝南向正阳方向追击；

张淦纵队经柘城、项城，向新蔡方向追

击。三路敌军共同对刘邓大军形成南

北夹击之势。

针对国民党军部署的变化，刘伯承、

邓小平立即作出新的部署，并向全体部

队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响亮地

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

23 日 ，刘 伯 承 、邓 小 平 率 领 中 原

局、野战军指挥部随中路第 2、第 6 纵队

抵 达 汝 河 北 岸 黄 刘 营 附 近 ，发 现 国 民

党 军 已 先 我 到 达 汝 河 南 岸 ，控 制 了 汝

河南岸渡口及大雷岗、小雷岗，并在飞

机 的 配 合 下 ，企 图 截 断 我 军 的 前 进 道

路。这时，尾追的国民党军 3 个整编师

距离刘邓大军已不足 30 公里。用时任

参 谋 长 李 达 的 话 讲 ：“ 目 前 的 情 况 ，正

是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可说是千钧一

发，十分险恶。”

兵贵神速 先敌抢渡

23 日拂晓，第 6 纵队的先遣部队第

18 旅抵达汝河北岸，发现形势危急后当

机立断，决心不待后续部队抵达，立即使

用一切办法抢渡汝河。第 18 旅把渡河

的任务交给了第 52 团第 1 营。第 1 营战

士寻找到 1 条小船，一次能搭载约 1 个

班，又用木头和高粱秆捆扎了一批简易

筏子。

当日中午，第 52 团集中全团火力掩

护第 1 营渡河，团指挥员亲自到河边组

织指挥战斗。国民党军发觉第 18 旅意

图后，集中火力疯狂阻击，并出动飞机实

施俯冲轰炸。第 1 营官兵奋不顾身，冒

死突击前进，有的战士甚至抱着一个木

头，泅水向对岸游去。大约 10 分钟后，

首批官兵抵达对岸，激烈战斗后占领了

关键阵地大雷岗村。国民党军立即集中

优势兵力反扑，但都被我军官兵击退。

同时 ，第 16 旅和第 18 旅工兵连官

兵 冒 着 国 民 党 军 炮 火 ，紧 急 架 设 浮

桥。他们利用木头、门板等材料，从河

道 较 窄 、与 大 雷 岗 村 对 望 的 杨 湾 村 出

发，逐步向对岸延伸。15 时许，浮桥架

成 ，两 军 又 围 绕 浮 桥 展 开 生 死 争 夺 。

在 此 前 后 ，大 批 国 民 党 军 从 四 面 八 方

源源不断涌至汝河。刘邓大军面临的

形 势 愈 发 严 峻 ，能 否 在 几 个 小 时 内 渡

过 汝 河 ，成 为 关 系 到 整 个 跃 进 大 别 山

行动成败的重要因素。

当晚，刘伯承和邓小平亲临第 18 旅

指挥部，第 6 纵队和第 16 旅的首长也先

后赶到。刘伯承以罕见的严肃口吻下达

命令：“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

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行动计划，而且

会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我们要采取进

攻手段，从这里打开一条通路，不管敌人

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一定要前进，一定

要实现毛主席的战略计划，要懂得狭路

相逢勇者胜嘛。要勇，要猛，明白吗？”邓

小平也强调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

外，没有别的出路……我们要不惜一切

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针对战场形势，第 6 纵队明确了战

斗具体部署：以第 18 旅继续攻击前进，

从国民党军中间杀开一条血路；第 16 旅

紧跟前进接防，坚决钉进大、小雷岗村，

抗击国民党军反扑；旅长、政委亲自带队

往前冲，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冲锋在前，

发挥模范作用。

狭路相逢 勇者必胜

25 日凌晨 2 时许，第 18 旅开始从大

雷岗村攻击前进。该旅第 52 团、第 53 团

为第一梯队，第 52 团在左，第 53 团在右，

每团按照第 1 至第 9 连的顺序，排成 4 路

纵队攻击前进，每支步枪都上刺刀，每颗

手榴弹都揭开了盖。一路上，战士们遇

到敌人就打，所过之处不留一个据点，不

留一个敌人。

经过连续血战，第 52 团连续打垮左

翼泥楼、大杨庄的国民党军，向汝南埠派

出警戒；第 53 团占领了右翼陈庄、彭庄，

向油坊店派出警戒。面对国民党军的疯

狂反扑，第 52、第 53 团顽强抗击，并以小

分队主动出击，确保了一条长约 5 公里、

宽约 3 公里的通道。

第 18 旅以第 54 团为第二梯队，冒着

枪林弹雨，保护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原

局、野战军指挥部从刚刚打开的通道中

一路穿插，迅速南下。

第 16 旅在第 18 旅之后紧随跟进，并

以 第 47、第 48 团 于 凌 晨 3 时 分 别 接 替

大、小雷岗村阵地的坚守防御任务。经

过紧急判断，该旅指战员决心把小雷岗

村作为防御重点。果不其然，国民党军

很快向小雷岗发起反扑，但被我军击退。

拂晓后，国民党军以飞机和大炮火

力为主，向大、小雷岗村和浮桥进行猛烈

轰击，并兵分三路向小雷岗村猛扑。第

48 团官兵沉着冷静，以灵活的战术实施

坚固防御。但由于力量相差过于悬殊，

国民党军一度突破小雷岗村外围阵地，

攻进了村子。第 16 旅当即投入预备队，

趁敌立足未稳、阵型火力混乱之际发起

勇猛反击，一举将其逐出村外。

10 时后，国民党军又以 4 个连的兵

力向大雷岗村发起攻击。在大雷岗村外

开阔地坚守的第 47 团第 1 营尖刀连，首

先以步枪、手榴弹等武器英勇抗击，继而

与优势敌人展开白刃战，官兵遭遇重大

伤亡仍坚持作战。第 16 旅适时组织火

力支援，并以预备队从侧翼发起反击，再

次将国民党军击退。

在正面激战的同时，第 6 纵队第 17

旅从岳城渡过汝河，以主力进到汝南埠

东 南 位 置 ，直 接 威 胁 汝 南 埠 守 敌 侧 后

方。国民党军第 85 师惧怕被歼，未敢再

轻举妄动。

在反复的激战中，渡河浮桥一度被

国民党军的猛烈炮火打断。第 16 旅工

兵连干部带头跳下河抢修，及时修好了

浮桥。16 时左右，刘邓大军 4 万人马全

部渡过汝河，继续向南前进。

大军到达彭店后，刘邓首长接见了

前线指挥员。刘伯承对此战给予高度肯

定：“这一仗打得好！我们这次能够突出

敌人的重围，主要靠我们向敌人采取了

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

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

的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

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堪称最惊险、激烈的关键一战—

强渡汝河
■徐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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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宁都起义纪念馆展厅里，

陈展着一条浸满岁月痕迹的毛毯。这

条毛毯不仅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更凝

结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厚的革

命友情。

毛毯最早是由宁都起义领导人之

一的董振堂使用。1931 年 12 月 14 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董振堂与赵博

生、季振同、黄中岳等率国民党军第 26

路军 1.7 万余人在宁都起义，正式宣布

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按照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命令，宁都起义部队被改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团，编入红一方面

军建制。

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

的部队，于起义后的第三天（16 日）亲

自从瑞金赶到石城地区，欢迎由宁都开

到这里的第 26 路军起义部队，并看望

起义部队的伤病员，再三叮嘱他们要安

心治病，还指示医生要采用一些民间草

药，尽快给这些伤病员治好病。

时任红 5 军团副总指挥兼第 13 军

军长的董振堂对朱德是久慕其名，所以

早早出了营院迎接。两人相见，董振堂

发现朱德非常平易近人，好像多年不见

的老大哥。朱德先是来到营连，同官兵

讲话，听着他用朴实语言讲出的革命道

理，起义官兵不仅叹服，更真切地感受

到共产党军队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

随后，朱德又召集第 13 军的主要干部

开会，就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做好下次

反“围剿”准备等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董振堂执意

请朱德在军部留宿。朱德说：“振堂，不

行啊，明天早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

开，我得赶回去。”董振堂见挽留不住，

只好送朱德出门。出门后他们发现，天

上已经飘起片片雪花。董振堂这时才

注意到朱德衣着单薄，他一边让朱德稍

候，一边急忙叫警卫员回屋取东西。等

包裹拿来，董振堂立即捧给朱德。

朱德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条毛毯，

他连连推辞。董振堂真诚地说：“这条

毛毯是我用干净的钱买的，可不是发的

洋财，如不嫌旧的话就请您一定收下。”

朱德感动地接了过来。董振堂站在风

雪里，目送朱德等人远去，一直站了很

久。

1934 年 10 月 ，中 央 红 军 开 始 长

征。董振堂相送的这条毛毯，伴随着朱

德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长征的日日

夜夜。

长征到达陕北后，朱德见周恩来日

理万机，经常工作到深夜，就将这条毛

毯送给他御寒，并向周恩来讲述了这条

毛毯的来历。

1935 年 6 月初，红四方面军与中央

红军会师。7 月 21 日，红一方面军原第

1、第 3、第 5、第 9 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

1、第 3、第 5、第 32 军，董振堂任第 5 军

军长。1936 年 10 月，董振堂率部西渡

黄河，指挥所部参加攻占山丹、临泽、高

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 年 1 月 12 日，

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 10 倍

于我的敌人浴血苦战，弹尽粮绝，于 20

日壮烈牺牲。

噩耗传到延安，广大指战员无不为

之悲痛。周恩来更是睹物思人，一边轻

轻抚摸这条枣红色的毛毯，一边对身边

工作人员说：“同志们，革命不易啊！等

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烈士的

遗物陈列起来，供子孙后代好好瞻仰。”

1937 年春，周恩来携带这条毛毯

乘卡车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因为路

途颠簸，便把毛毯垫在背后。谁知，当

途经甘泉县劳山时，遭到潜伏在此的国

民党部队的袭击，密集的子弹从后面的

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射出。周恩来

从所乘卡车上跳下来，率部一边还击，

一边转移，并叮嘱警卫员千万不要遗失

了那条毛毯。脱险后，周恩来才发现毛

毯已“受伤”十余处。到西安后，周恩来

立即派人进行修补，并交代一定要找城

里最好的织补店把它织补好。

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25 日，中

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

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

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

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在

朱德赴前线的前夕，周恩来把这条补好

的毛毯也带来了。周恩来说：“朱老总，

你要到前线去了，我把这条毛毯送还给

你。振堂同志的毛毯可是宝贝啊，平常

可以保暖，危险时候还能防身……”朱

德欣然收下。

1938 年春，负责后勤的同志为了

让朱德能休息得舒服些，将火炕烧得很

热。不料想，毛毯被烧了一个洞。经房

东老大娘的精心缝补，几乎看不出是补

过的。1939 年，毛毯多处磨损断线，它

又 被 送 到 八 路 军 后 勤 部 的 被 服 厂 缝

补。随后，朱德带着它南征北战，直到

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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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毛毯，现陈列于宁都起义纪念馆。 资料图片

1948 年 3 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

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并掩护晋冀鲁豫

野战军主力休整，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

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统一指挥华东野

战军第 3、第 8 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4、第 9 纵队及太岳军区第 5 军分区共 28

个团的兵力发起洛阳战役。

3 月 9 日，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包围洛阳。负责洛阳城防的为国民党青

年军第 206 师，洛阳以西、潼关以东 200

余公里铁路沿线只有非正规军防备。但

洛阳城高壕深，经敌长期经营，已构筑了

坚固的防御体系：以东门为例，门外 100

多米的空地上设置了铁丝网、壕沟等 15

道防御工事，城门外加筑瓮城一道，此外

还有大量地堡和梅花堡，并以地下坑道

相连，各阵地之间地雷遍布。国民党青

年军第 206 师师长邱行湘宣称，洛阳城

“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面对此种态势，我军决定采取攻城与

打援并重的战术：由第 3 纵队和第 4 纵队

分别由东、北和西、南方向攻城。另有两

个纵队阻击可能从东西方向来的援敌。

第 3 纵队第 8 师第 23 团第 1 营担负

了突破洛阳城东门的重要任务。战前，

营长张明反复侦察地形、敌情，并组织召

开“提困难，想办法”民主生活会，确定了

由第 3 连爆破东门外防御工事、第 2 连攻

打瓮城、第 1 连突破东门的战术，以保证

对东门复杂工事突击力量的连续性。

3 月 11 日，我军炮兵向东门楼、城垣

碉堡、地堡等处敌阵地发动猛烈轰击，洛

阳城顿时笼罩在一片硝烟中。第 3 连率

先开始行动，战士马景春扛着铡刀跃出

战壕快速突进，接连在敌电网上砍开 3

个缺口；爆破手刘焕之将 35 公斤的炸药

包安在梅花堡上。在机枪掩护下，第 3

连 10 余名爆破手仅用时 30 分钟，便摧毁

了敌外围 12 道防御工事，爆破人员无一

伤亡。

部队突至瓮城附近后发现，敌人以

装满沙子的汽油桶排成的 5 米高、5 米厚

的桶阵将瓮城城门完全堵塞。第 2 连的

爆破手经过反复冲锋，最终炸开一个缺

口。经 1 小时激战，我军夺取了控制整

个瓮城的方形大碉堡。

担负夺占洛阳城东门任务的是第 1

营第 1 连，这支连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

溯到平江起义。面对守军密集的枪弹和

蔓延的大火，第 1 连爆破手强行炸开城

门。官兵奋不顾身地向前突击，一举占

领城门，随即又在跟进的营特务连配合

下，连续打退敌军几十次反扑，牢牢控制

住这个通向洛阳城内的关键点。

东门失守，洛阳城眼看不保，敌军几

乎集中了全部的火炮，向东门突破口附

近猛轰。在第 1 营的前导下，第 3 纵队指

战员不顾一切、顽强战斗，主力部队不断

入城，其他几处城门也逐渐被突破。经

过激烈巷战，至 14 日，洛阳解放。是役，

人民解放军歼国民党青年军第 206 师和

国防部直属炮兵、汽车分队等共计 2 万

余人，俘敌师长邱行湘。

1948 年 7 月 ，华 东 野 战 军 授 予 第 3

纵队第 8 师第 23 团第 1 营“洛阳营”荣誉

称号，以表彰该营在洛阳攻坚战中首先

打破敌防御体系，为主力部队入城奠定

重要基础的突出战绩。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洛阳营”随军

进驻浙江舟山。70 多年来，一代代官兵

以岛为家，始终传承和发扬“善攻坚，打

头阵，攻必克，战必胜”的营队精神，铸就

了坚不可摧的海上长城、千岛要塞。

“洛阳营”战旗——

攻必克 战必胜
■陈亮亮

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麓。 资料图片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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