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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 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

相继胜利结束。在平津地区，我军已将

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并连克

新保安、张家口。此时，歼灭天津守敌、

阻敌东逃，增强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可

能性，成为我军当务之急。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守

敌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的 10 个

师及地方部队，共 13 万人。守敌经过长

期设防，筑有 380 余座大型钢筋水泥碉

堡及各种防御设施，组成了若干个既能

独立坚守、又能以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

要点。陈长捷企图凭借堡垒化防御体

系，固守天津。

负责指挥天津战役的东北野战军

前指，根据天津地形和守敌部署特点，

确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

后围歼的作战方针。其中，第 38 军负责

从津西方向和平门、小西营门一带实施

突破。第 114 师炮兵营第 2 连的任务是

彻底摧毁敌第 48 号地堡群，为步兵扫清

攻城障碍。

第 48 号地堡群由 8 个大小地堡组

成，配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火器，守军

为 1 个加强连。在此之前，天津城外的

多数碉堡群已被我军炮火肃清，第 48 号

地堡群是敌军所剩为数不多的坚固据点

之一。

为了取得对第 48 号地堡群更精准

的打击效果，1 月 13 日夜，第 2 连连长黄

宝寿带领战士将火炮分解，向距敌几百

米远的一处破砖窑转运。尽管有夜色掩

护，第 2 连官兵仍遭到敌重机枪和炮火

的攻击。最终，全部火炮均分解运抵并

重新组装，为抵近开火准确打击奠定了

基础。

14 日 10 时，对天津发起总攻，我军

500 多门大炮声震津门。其中，第 2 连的

炮火直击敌第 48 号地堡群。激战中，敌

军的炮弹在第 2 连阵地附近接连爆炸，

一些战士耳膜被震出了血，但全连官兵

坚守战位、无一后退。

炮火准备结束后，我步兵像飞箭一

般冲出阵地。不料，敌阵地上突然又冒

出火舌，我攻击部队顿时被压制于一片

开阔地上。连长黄宝寿率炮 1 班将火炮

迅速推出阵地，架在冰地上向敌射击，暗

堡的枪声沉寂下去。至此，第 2 连以 47

发 44 中的战绩，彻底摧毁敌地堡群。

15 日 15 时，我军全歼天津守敌，俘

虏陈长捷，为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

态势。

战后 ，第 114 师炮兵营第 2 连因作

战英勇、战绩突出，被第 38 军授予“打得

好 纪律好 团结好”战旗。之后，该连

继续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战

绩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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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河子镇，隶属于辽宁省沈阳市

法 库 县 ，是 个 仅 有 500 余 户 人 家 的 村

镇。秀水河子，南通新民、沈阳，北接康

平，东至开原，西邻彰武，四通八达，地居

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6 年 2 月上旬，国民党军集中新 6

军 一 部 及 第 52、第 13 军 共 6 个 师 的 兵

力，分三路向沈阳方向开进。其中，北路

第 13 军第 89 师分由阜新、彰武地区出

动，向法库方向攻击前进。2 月 11 日，第

89 师一个加强团孤兵冒进，远离主力，

进占秀水河子。东北民主联军抓住这一

有利时机，在秀水河子打了出关以来第

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当时，在秀水河子一带活动的是东

北民主联军第 1 师和第 3 师第 7 旅。由

于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东北民主联军总

部当即决定，以第 1 师第 2 团和第 7 旅第

19 团担任主攻，分别由北向南、由西南

向东北攻击；第 1 师第 1 团和第 7 旅第 21

团担任辅攻，由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对

进；第 1 师第 3 团为预备队；第 7 旅第 20

团和 1 个保安团负责打援。

战斗命令下达后，官兵情绪高涨，决

心奋勇杀敌。各连队之间的挑战书和应

战书，战士们的决心书，还有营与营、团

与团之间的竞赛书，纷纷送到连部、营

部、团部和师部。人民群众也动员起来

了，一些熟悉秀水河子地理情况的村民，

主动担任部队的向导，这更激起了我军

消灭敌人的勇气。

13 日黄昏，东北民主联军第 1 师首

先发起攻击。第 2 团第 8 连连长张文祥

率领部队向秀水河子东北制高点发起冲

击。登上山岭，见敌人的机枪正在猛烈

地射击，张文祥一跃而起打倒机枪手，猛

地夺过机枪。正当他带领部队继续前进

的时候，不幸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战

士们见连长倒下了，怒火中烧。他们喊

着“为连长报仇”的口号，杀向敌阵。敌

人见势不妙，发射燃烧弹，在阵地前沿筑

起一道火网。冲上去的战士变成了“火

人”，有的扑倒不动了，有的在雪地上翻

滚着。

第 1 师的攻击方向受阻，第 7 旅的阵

地却异常平静。原来，这是事先的战术

安排。第 7 旅第 19 团故意晚 20 分钟发

起攻击，以迷惑敌人，使敌人将兵力和火

器投注到第 1 师方向。时机成熟后，第 7

旅迅速发起猛烈攻击，出其不意攻打敌

人。这时，第 1 师第 2 团迅速突破敌阵

地。与此同时，其余方向的攻击部队一

齐开火，我军官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突入村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激战至下半夜，敌第 52 军一个团前

来增援，在距秀水河子 5 公里远的地方，

被我军打援部队阻击。经过一夜苦战，

第 1 师和第 7 旅于次日拂晓进至敌指挥

所前。一部分敌人突围西逃，被我军预

备队全部俘获。

秀水河子战斗，共歼敌 1600 余人，

其中俘虏副团军官以下 900 余人，缴获

各种火炮 30 余门、机枪 100 余挺、步枪

800 余支、汽车 32 辆及大量弹药和电台

等。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来电嘉奖：

“在秀水河子歼灭敌五个营甚喜。在顽

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

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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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兵 ，素 来 享 有“ 天 堑 神 兵 ”的 美

誉。行军途中，他们是开路先锋，勘察

地形、搭桥铺路、排雷清障 ；攻城克坚

时，他们是钢铁勇士，挖坑道、埋炸药，

轰开坚固的城墙。作为军事技术兵种，

工 兵 在 战 争 中 发 挥 着 无 可 替 代 的 作

用。那么，人民军队的工兵在成长壮大

初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工兵人

才又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

一

人民军队中的工兵最早可以追溯

到人民军队创建初期。在南昌起义、秋

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都有工兵活动的

身影。南昌起义中，第 11 军第 24 师和

第 4 军第 25 师所属工兵营参加了战斗，

并 在 南 下 广 东 途 中 担 负 架 桥 、道 路 抢

修、构筑阵地工事等工程保障任务。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中的工兵队伍，由来自

安源路矿的 20 多名爆破工人和其他有

专业特长的年轻矿工近 60 人组成，编为

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2 团爆破队，

由杨明担任队长，王耀南担任副队长。

广州起义中，国民革命军第 4 军教导团

工兵连参加了攻打广州政府机关等战

斗任务。这些工兵是人民军队行列里

最早的工兵，也成为后来人民工兵队伍

逐步发展壮大的火种。

随着作战形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

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工兵在战争中的作

用。1930年 10月，中共中央在正式向全

国各苏区红军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编

制草案》中明确规定，师设工兵队，并规

定了具体的编配员额。这是首次把工兵

这一技术兵种正式列入红军编制。

1930 年 10 月 7 日，红 1 军团在江西

吉安组建工兵队（后称工兵连）。在成

立大会上，毛泽东、朱德亲临现场并发

表讲话。毛泽东勉励工兵指战员，干革

命要吃苦、要坚决。朱德指出，工兵的

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炸碉堡和

挖防空洞。这支工兵连下设 2 个排，人

员主要由原安源路矿工人组成，是红军

时期成立的第一个正规工兵连。

二

1931 年 10 月 14 日，红一方面军总

部 针 对 部 队 在 作 战 中 暴 露 的 问 题 ，发

布训令：“以前打土围子攻炮楼都是用

步兵的冲锋，用炮兵威吓，实在不够得

很，死伤很多，土围子炮楼还是没有打

开，总不晓得用工兵的效力去挖地洞、

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他的围墙，再

冲 进 去 ，或 是 用 多 量 火 药 完 全 给 他 炸

个干净。”因此，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

各 部 队 普 遍 推 广 坑 道 爆 破 技 术 ，注 意

收集爆破数据，总结坑道作业经验，以

便 整 理 工 兵 教 材 训 练 部 队 。 但 是 ，工

兵人才匮乏仍是制约人民军队工兵建

设发展的突出问题。

为了培养工兵专业技术人员，红军

通过抽调、选拔、培训等多种形式来培

养工兵干部。其中，通过红军学校专门

开设工兵科来培养工兵人才，是主要渠

道。1931 年冬，中革军委决定将闽西彭

杨军事政治学校、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

和红 3 军团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

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萧劲光、何

长 工（代）、刘 伯 承 、叶 剑 英 先 后 任 校

长。1932 年春，该校改称中国工农红军

学校（简称红校）。红校是培养连、排基

层干部的综合性学校，从开办至 1933 年

秋，共开办 6 期，培养了 1 万余名军政干

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红校设有特科，下编工兵连（排），

专门培养工兵连、排干部。工兵训练内

容分为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其中工

兵军事训练内容较为复杂，专业技术性

强，因此学习时间相对较长。如红校第

4 期工兵排学习时间为 6 个月，训练课

目有土工、爆破、坑道、架桥、渡河、操舟

作业等。

工兵训练教材，既有因袭国民党军

队方面的，也有红军学校自己编印的。

特别是刘伯承担任校长期间，亲自组织

编写了一批军事教材。在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就珍藏着一本中国工农红军

学校编印的工兵教程《架桥》。这本教

材共分为 4 章，其中第 3 章“桥梁”是全

书重点。该章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

了桥梁各部分名称、架桥材料、架桥作

业等内容。整本教材内容丰富，细节翔

实，并绘制了大量平面图方便学员理解

记忆。

1933 年 10 月，中革军委下达《关于

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以工兵营、炮兵

连、重机枪连、防空连和装甲车连合编

为红军特科学校。学校下设工兵营，专

门为部队培养工兵技术人才。1934 年 7

月，中革军委发布特科学校工兵第 4 期

招生命令，拟续招生 150 人，要求各部挑

选政治坚定、年龄在 18 至 30 岁之间的

工 农 分 子 或 优 秀 战 士 ，特 别 要 挑 选 泥

工、木工、船工、铁工等工人来学习工兵

技术。

红军学校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工兵

干 部 。 1933 年 6 月 ，朱 德 发 布 训 令 指

出，工农红军学校工兵科毕业学员，各

军团一律安置在工兵连并担任连、排、

班各级干部，使我军技术兵种迅速建立

起来。工兵学员回到各自部队后，成为

组建工兵连的骨干。在战场上，训练有

素的工兵很快发挥出巨大威力。

三

1934 年 6 月，中革军委在江西瑞金

武阳镇组建了直属工兵营。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

长征。10 月 11 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

要求部队在出发前两个小时应派出工

兵连作为道路侦察队。12 日至 16 日，

中革军委工兵营、干部团工兵连和红 1、

红 3 军团工兵连在于都南门、龙门山等

处开设了 7 个渡场，架设 5 座浮桥，保障

中央红军顺利通过贡水。长征途中，工

兵编入先遣队，在于都、湘江、赤水河、

金 沙 江 和 大 渡 河 上 架 设 浮 桥 ，操 渡 飞

舟，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通路，被红军指

战员亲切地称赞为“开路先锋”。

全面抗战爆发后，工兵越来越受到

重视。特别是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的发

展壮大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各军区、

军分区相继组建了工兵连（排）。抗日

军政大学、炮校及抗大分校、新四军教

导总队都开办了工兵科（队），注重工兵

人才的培养。

在广泛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中，工

兵在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中发挥了

技术骨干作用。百团大战中，工兵用爆

破法在华北敌后战场上破坏了大量的

铁路和沿线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重

要目标，有力地配合了战役的实施，打

击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夺取

抗战胜利的信心。

解放战争时期是工兵迅速发展的

阶段。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遵照党

中央“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

炮兵和工兵，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

重技术人才的训练”的指示，各战略区

先 后 扩 编 了 工 兵 分 队 。 1946 年 3 月 1

日，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在吉林省通

化县成立，这是人民军队中建立的第一

所工兵专科学校。在 4 年多的时间内，

该校连续开办 5 期，培养工兵干部 1874

人，并深入部队巡回开展爆破训练，先

后训练出 600 多名爆破手。

1947 年 1 月，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

发出《关于加强工兵建设的指示》，提出

为补救炮弹缺乏，增加攻坚夺城条件，

必须加强工兵建设。要求野战总队、旅

（师）均须成立工兵连，各野战集团或大

军区参谋处中加设工兵科（3 至 5 人），

主要收集工兵爆破经验，开办连、排、班

干部短期轮训班。在中央军委的指示

下，全军野战军旅以上部队先后组建了

工兵连。1947 年 3 月，人民军队历史上

第一个工兵团——华东野战军特种兵

纵 队 工 兵 团 正 式 成 立 。 至 1949 年 10

月，全军已建立了 18 个工兵团、2 所工

兵学校和大量的工兵营、连、排，这为全

国胜利后全军建设现代化的工兵部队

打下了坚实基础。

“天堑神兵”的成长足迹
■刘小花

1951 年 11 月的朝鲜战场上，在志

愿军连续 5 次战役的打击下，以美国为

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以谈判来寻求停

战。由于敌人不配合谈判，中朝军队针

锋相对，以打促谈，志愿军总部决定把

敌人“打”回谈判桌上来。志愿军第 63

军第 189 师第 566 团奉命在开城以东地

区组织阵地防御，并以积极手段将阵地

向前推进。

敌人为阻止志愿军的行动，在阵地

前沿布设了大量地雷，有方形雷、圆形

雷、爆炸雷、照明雷等。第 566 团多次派

小分队去侦察地形，许多战士被 159 高

地前敌人埋设的地雷炸死、炸伤。一时

间，如何对付这些地雷成了非常棘手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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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第 8 班班长姚显儒带领 4 名战士奉命

到敌前沿侦察敌情。临行前，连长特意

嘱咐他们，要小心敌人的地雷。为了更

好地伪装，姚显儒和战友们反穿棉衣露

出白底，头上裹着白毛巾，深一脚浅一

脚地向前摸去。正走着，姚显儒忽然觉

得右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警觉

地收脚低头察看，原来有一根细铁丝横

拉在右脚前面。姚显儒用手轻轻拨开

雪 土 ，看 见 细 铁 丝 连 接 着 一 个 绿 色 铁

盒。他转身对战友们轻声说：“可能发

现了敌人的地雷，往后退！”然后，他蹲

下身观察起来。只见铁盒上有个凸起

的小圆柱，约 2 寸长，好像是雷管引信，

从圆柱上拉出 3 根细铁丝，分别系在不

同方向的 3 棵小树上。他确信，这就是

地雷。

姚显儒盯着地雷，心里快速盘算着

解决办法。很快，他下定决心——用牙

咬 。 接 着 ，他 紧 紧 咬 住 铁 丝 ，用 力 一

拽。铁丝断了，可是他的一颗牙也掉了

一半。姚显儒顾不上这些，小心翼翼地

用手抠开冻土，把地雷起了出来。他向

战友们摆摆手：“你们向后退，监视敌

人，我要摆弄摆弄这个怪物。如果成功

了，咱们就学会了排雷，也就等于拔掉

了敌人的蝎子尾巴。如果我牺牲了，留

个经验，以后好继续研究。”

姚显儒把地雷放在一处废弃的交通

壕里，握住凸起的小圆柱用力向右一拧，

没有拧动。他擦了擦头上的汗，暗暗运

足一口气，左手托住雷体，又用劲往右一

拧。只听“咔嗒”一声轻响，圆柱动了！

他轻轻旋转着，把圆柱拧下来，取出黄铜

色的雷管，雷体终于分离开了。

姚显儒兴奋地对战友们说：“你们

在这里掩护，咱们趁热打铁，我再去抱

回来几个。”过了一会儿，他竟然抱回 10

个平台雷和 3 个照明雷。很快，姚显儒

就教会了几名战士起雷。就这样，敌人

漂洋过海运来的现代化“法宝”，被勇敢

的志愿军战士制服了。

经过细心琢磨，姚显儒起雷的本领

越来越高，不但能对付普通地雷，还能

对付地雷阵、连环雷。几个月间，他共

起回敌埋设的地雷 227 个、破坏 300 多

个，并把 400 多个地雷重新埋到敌军必

经之路，炸死 20 余名敌军。姚显儒被作

家魏巍在长篇小说《东方》中作为英雄

原型给予生动描写，他的起雷经验被编

入排雷教材，载入抗美援朝战争史册。

姚显儒以勇敢和智慧创造出排雷

方法，带动志愿军战士破除敌人的地雷

阵，为反击部队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

碍。为此，第 19 兵团给他记一等功，志

愿军总部授予他“二级起雷英雄”称号，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二级战士”荣誉

勋章。

“起雷英雄”姚显儒
■周治龙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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