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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曾办过抗日
军政大学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军政人
才。其中有一所军校，现代化程度最高，
培养了一批航空、摩托、装甲、炮兵、骑兵
和机要等方面的人才，却鲜为人知。这
就是 1937年 5月，由陈云、滕代远在新疆
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主办的西路军入
疆部队“新兵营”。

就地施训

为援救红军西路军，中共中央派出在
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
田五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帮助
下，前往新疆援接西路军左支队，1937年
4月 23日到达迪化。这时的新疆军阀盛
世才，奉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
建设”六大政策，同意援接西路军。陈云
与盛世才商妥了接应西路军的具体事
宜。“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陈云、滕代远
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率车队到达
星星峡，与西路军左支队会合。西路军左
支队入疆后整编为总队（后称总支队），对
外改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

如何安排“新兵营”的出路？这是陈
云考虑得最多的问题。起初，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计划挑300多人赴苏学习，
但却久无下文。陈云一边组织大家就地
学习文化，开展军政训练，一边按照中共
中央的意见向共产国际报告和催问。

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意思批示：
“最好让他们在新疆学习。我们可以给
予部分教员和资金方面的援助，盛世才
督办也应给予他们部分帮助。”

10月 23日，陈云同滕代远致电毛泽
东、张闻天，汇报西路军入疆部队的学习
情况。25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陈云、
滕代远，表示同意将西路军人员分配到
迪化各学校去学习新技术。

红军将士多系穷苦家庭出身，几乎
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多是文盲或半文
盲。入疆之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就有意
识地为左支队安排了文化补习，当时师
资很缺乏，陈云、滕代远都亲自教文化
课。苏联为“新兵营”送来许多医药和教
学器材，还派来莱翁杰夫、马捷洛夫、马
钦诺夫等优秀的空军、坦克、炮兵、通信
等方面的军事专家。

实际操作课用的教练车是从盛世才
督办公署借来的两辆苏式汽车。经过一
个阶段的艰苦学习，大家在考试中都取

得了较好成绩。考试合格后，邓发又挑
选了 20多人到盛世才的汽车修配厂学
修理。学完驾驶的学员很快被总支队选
调了50多人去学习驾驶和掌握装甲车。

除了学汽车、坦克，约60名学员学炮
兵技术，编为特科大队。1938年秋，从苏
联回国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20来位同志，
编入特科大队学炮兵。经过两年多的学
习，他们回到延安不久即分赴抗日前线。

1937年 11月上中旬，陈云回延安之
前动员一部分人学医，经与盛世才协商，
决定从“新兵营”中选调五人到新疆军医
学校学习，六人到新疆（军办）兽医学校
学习。在这两所学校学习的“新兵营”学
员都名列前茅。
“新兵营”前后举办了两期无线电训

练班。毕业后一部分被派回延安，另一
部分被派往新疆各地和国际交通沿线，
做电信联系和情报收集工作。其中，阎
宝航被派到嘉峪关，为国防交通线的安
全畅通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此外，“新兵营”还办了俄文班，派
30余人到莫斯科学习情报工作。

借机生“蛋”

1937 年 11 月 29 日，陈云奉中央指

示，与一同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康生等
同机离开迪化，抵达延安。陈云回延安
后，邓发接替他的工作，继续领导“新兵
营”的工作。

邓发按照陈云的原定部署，继续抓
紧“新兵营”各大队的专业学习，在“新兵
营”里挑选出 25名体格健壮、政治素质
好、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干部去学习航
空技术。

鉴于这将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
批空军骨干，为照顾原红一、红二、红四三
个方面军中都能有人参加，陈云向中共中
央建议从原红一、红二方面军也挑选 20
余人前往新疆航空队学习。中央同意后，
这批干部于 1938年 2月 28日抵达迪化，
与西路军总支队挑选出的25人先后进入
新疆航空队，合编为飞行班和机械班。

1938 年 3 月 3 日，航空队在迪化举
办了开学典礼。负责教学工作的总顾问
和飞行顾问分别是古米佐夫和谢米诺
夫。由于邓发事先与苏联顾问谈过“新
兵营”学员文化水平低，因此苏联顾问在
讲授课程或实际操作中，都非常耐心，手
把手地教学。

学员们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航空理
论，经过四个多月的勤学苦练，理论考核
全部在 80分以上。三中队 25人，除王东

汉停飞外，24人都以优良成绩单飞完成
了初教 Y-2机所有的训练课目。中共
第一批飞行员在新疆顺利飞上蓝天，使
盛世才和他的军官们为之一震。

机械班毕业考试时，学员考试成绩都
在80分以上。盛世才在毕业典礼大会上
给学员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并授予严振刚

中尉军衔，其余全部授予少尉军衔。机械
班于 1939年冬毕业，飞行班于 1942年 4
月毕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
量中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师。

对“新兵营”航空队的成绩，军委副主
席周恩来十分满意。1939年 9月和 1940
年 2月，他两次去苏联疗伤，经迪化看望
“新兵营”时，曾鼓励大家：“你们是我军较
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人员，是种
子，是骨干，学不好可不行。”同时表扬道：
“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
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新兵营”学员学成后，分几批先后

回到了延安。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都
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支“新兵营”队伍
中，还走出了28名开国将军。

西路军入疆部队“新兵营”传奇
■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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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新兵营”旧址。 刘 波摄

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
“进去出不来”，该沙漠位于新疆南疆的
塔里木盆地中心，东西长约 1000 公里，
南北宽约 400公里，面积达 33万平方公
里，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
大流动沙漠。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
沙漠，在荒凉和美丽之中蕴含着无处不
在的威胁：沙漠属于干燥气候带，昼夜
温差大，夏季酷热，温度最高可达 60摄
氏度；冬季严寒，温度最低可达零下 30
摄氏度。雨量极少，平均年降水不超
过 100 毫米，最低只有四五毫米，而平
均蒸发量却高达 2500-3400 毫米；沙
漠风多而大，特别是风口地带，狂风到
来，飞沙走石。

1949 年 9 月底,新疆和平
解放，但是在和田地区仍有一
小撮反革命分子试图叛乱，上
级命令刚刚到达阿克苏的解
放军第 1野战军第 1兵团第 2

军第 5师第 15 团尽快进入和田解放人
民。时间紧急，部队选择史无前例的行
军——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12 月 5
日，第 15团的 1580名官兵，奉命从阿克
苏出发南行，历经 15 个昼夜的艰苦行
程，用双脚征服了被西方探险家称作“死
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滚滚黄沙
之中走出了一条胜利之路，为和田解放
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当时，摆在第15团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条是沿公路经喀什、莎车到和田；另一
条是过巴楚，顺叶尔羌河到莎车，再转走
和田；第三条道路则是沿着和田河，横穿
塔克拉玛干沙漠直奔和田。大部队没有
汽车，只能徒步行军。走前两条路，都是
通衢大道，沿途有人有水，行军自然方
便，但是要绕五六百里路，多走五六天。
走第三条路，意味着第 15团的官兵要在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穿行，一场沙尘暴
随时可能埋没整支队伍。而部队这么多
人步行通过它，从古至今还是头一次。

时间，时间，最要紧的就是时间！
为了争取时间，早日粉碎敌人的阴

谋，解放和田人民，部队大胆做出前人想
都不敢想的决定：选择第三条道路——
直线前进，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同时决定，由团长蒋玉和、政治处主
任刘月率领一支小分队乘车沿公路先行
到和田开展工作。

和田位于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西南，是古“丝绸之路”南
路必经之地，内连阿克苏、喀
什地区，外与印度、巴基斯坦
接壤。解放前，由于封建地主

阶级的压榨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
暗统治，人民生活困苦万分，是天山以
南最闭塞的穷乡僻壤。纵然茫茫大
漠，滚滚流沙，随时可能吞噬人们的生
命，但一想到要去解放水深火热之中
的和田人民，解放军官兵都斗志昂扬，
二营机枪连战士郭光贵表示：“哪怕两
条腿杆子走断了，我爬也要爬到和田
去！”

部队要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消
息传出后，阿克苏地区的各族人民都
不遗余力地支援部队。各族群众给部
队准备了许多大米、白面和马料以及
100多顶帐篷、300多峰骆驼和 200多匹
马、驴。有经验的老猎人和商贩，也都
争相报名要给部队当向导。各族人民
群众的大力支援和鼓励，极大激发了
第 15团官兵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必
胜信心。

12 月 5 日清晨，天气晴朗，一轮红
日刚爬过高高的白杨树梢，广场上、街
道旁，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敲锣打鼓，
跳着舞、唱着歌，欢送部队出征。一声
军号响起，第 15团官兵雄赳赳气昂昂，
以无比高昂的革命英雄气概高喊着“穿
过大戈壁，长征见高低”的口号开进了
茫茫大漠。

在沙漠中行军，许多困难
都是难以想象的。

官兵们全副武装，每个人
都背负着 1支枪、1把刺刀、40

发子弹、4颗手榴弹，还有几斤干粮、一
个行李卷。机枪连官兵的负重就更多
了，在平地上走路都很吃力，何况是在沙
地急行军，有些地方流沙没过脚脖子，简
直是走两步退一步，几里路下来，浑身大
汗。

一旦夜晚宿营，又奇寒无比，汗水
霎时化作了薄冰，冻得人瑟瑟发抖。
加之夜晚宿营帐篷不够，为了和严寒
作斗争，官兵就创造了一些新办法：用
柴火把沙地烧热，然后灭掉火，扒去炭
灰一偎，就是一夜。还有一种办法是，
在中间架起一堆火，由哨兵负责加柴，
大家便一个挨着一个躺在火堆四周休
息。

沙漠行军最容易坏鞋子，加之当时
胶底鞋做得不结实，穿不了几天就大开
口，有些战士索性忍痛光着脚走过了大
沙漠。

迷路，是最常见的。在这茫茫大沙
漠里，既没有道路，又分不出东南西北，
稍不小心就会丢失人马。特别是夜间行
军，弄不好就会把部队带错方向、遇到危
险。团里就想了个办法：由走在前面的
侦察连负责点燃篝火，隔一段一堆，队伍
便朝着篝火的火光行进。

进入沙漠后，越深入，越难走。和
田河是条季节河，夏天有水，冬天就成
了干河，只有一些低洼处还残存一些
水，也都结成了冰。部队沿着和田河进
军，全靠低洼处残存的冰块解决吃水问
题，常常只能喝苦水，有时根本找不到
水。部队行军走了 7天的时候，一直缺
水，已经是两天没有喝上水了。第 8天，
部队凌晨 3点多钟就出发了，到下午还
是没有找到水。部队一直在抵抗干渴
中前进，官兵一个个嘴唇干裂。下午的
太阳火辣辣的，有些战士身上奇怪地长
出了一些小红点子，还有几个战士因缺
水已经开始虚脱，只能用担架抬着走。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死水潭，尝了一口，
是腥臭的苦水，只能继续找。直到天快
黑时，才终于找到可饮用的淡水，官兵
高兴得在沙漠上蹦了起来，相互拥抱在
一起。这一天，部队在沙漠里竟走出了
180多里。

沙漠中行军最可怕的就是风暴。部
队行军的第 10天上午，天空便开始弥漫
着沙尘，风扬起沙粒吹打在人脸上隐隐
作痛，只有戴上防风镜才能勉强地往前
挪动。不一会儿便狂风大作，顿时黄沙
滚滚，遮天蔽日，睁不开眼，站不稳脚，辨
不清方向。骆驼卧地发出了恐惧的哀
吼，不少马驴被狂风卷走，战士们手挽手
以免被风刮走。风速在逐渐加大，官兵
只能背朝风向原地蹲下。不知过了多
久，风小了，太阳出来了，蹲立在沙海中
的官兵像一座座沙雕。

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全团官兵团结
一致,互相帮助。黄沙蔽日，无路可循，
他们就借着指北针的指引摸索着向前
走；喉咙冒火，没水解渴，他们就含上一

口马尿，润一润嘴唇，接着向前走；马垮
了，他们扛起小炮、背起电台，还是照旧
向前走；脚烂了，他们裹一块破布，咬一
咬牙，你搀着我，我扶上你，还是一股劲
地向前走。一口水，他们要端给最渴的
同志去喝；一粒仁丹，他们要塞给最弱的
那个同志……

刘来宝，个头不高，肩上挑着个磨得
精亮的扁担，行军起来精神抖擞。每到
宿营地，他总是边做饭边给大家来一段
陕西秦腔，连队战士都喜欢他。部队凌
晨 3点出发，刘来宝每天都比大家早起 1
个多小时做饭。

战士郭海不仅是一个舍己为人的好
战士，还是个出色的鼓动员。一次，部队
行军两天没喝上水，官兵在沙漠里走着，
只觉得喉咙里冒火，嘴唇干得生疼。郭
海为了激发官兵的行军热情，鼓励部队
赶快走，跑到队伍前面说起了快板儿：
“同志们，快加油！要喝开水别发愁，我
这没有前边有，咱们还是快点走！”过了
一会儿，他又出现在队伍中间，敲着他的
洋瓷碗吆喝起来：“你往这里看哪！你往
这里瞧！这就是咱们五连不掉队，帮别
人、背双枪的杨三保……”大家不禁按住
干裂的嘴唇笑开了。

只可惜，一营二连排长李明，却没能
走出这次沙尘暴，永远留在了沙漠……李
明患有严重的胃病，从阿克苏出发时，本
来决定让他跟着团长坐汽车走，但是他怎
么也不愿意，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不能叫我丢下自
己的战士。”行军前几天，他强忍着胃痛，
整天有说有笑，帮助战士背枪，给大家讲
长征故事、讲南泥湾生产……晚上，胃痛
得睡不着觉，他便轻轻爬起来，给火堆加

柴，为战士的水壶添水，帮助战士把穿
破的鞋子补好……就在部队遭遇大风暴
的这一天清晨，李明还依然忍痛跟队行
军，后来风沙越来越大，他的胃痛得越来
越厉害，没过多久腰就直不起来了。很
快，虚弱的他被漫漫黄沙埋没，再也没有
起来……

蒋玉和与刘月所率领的
先遣分队，经过 4天的乘车行
军，于 12月 6日到达和田。一
些反动分子表面上拥护起义、
欢迎解放军，暗地里则刺探我

方情况，企图对先遣队下毒手，以实现他
们叛乱、割据的目的。果然，几天后的一
个晚上，一名群众悄悄跑来向先遣队报
告了敌人的阴谋。蒋玉和与刘月当即决
定派人给大部队送信联系，同时机智地
与反动分子展开周旋。

当时, 大部队连续跋涉了 12天，已
经走出了沙漠的中心地带，到了一个叫
阔什拉什（肖尔库勒）的村子，这里有水
也有人家，大家都很高兴，原想可以在这
里休整一天。就在大家准备吃饭的时
候，接到了团长蒋玉和送来的信。得知
情况紧急，官兵来不及吃饭，就着手继续
向和田进军。

团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群众支
援部队的马匹集中起来，组织一个骑兵
队，由参谋高焕昌率领，以最快速度赶到
和田，粉碎敌人的阴谋。当骑兵队 12月
19日晚接近和田城后，高焕昌参谋带领
骑兵队，绕城奔跑了好几圈，制造声势，
迷惑震慑敌人。

同时，大部队为了增援和田，不顾长
途行军的辛苦和劳累连夜开拔，两天时
间强行军400多里。

12月 20日，大部队抵达距离和田不
到 20公里的英艾日克。根据上级命令，
大部队原地休整待命，观察和田动静。
如果敌人胆敢进行暴乱，火速进入和田
坚决回击。

第 15 团官兵用昂扬的斗
志，同风暴、流沙、干渴、严寒
拼搏，历经千难万苦，连续 15
个昼夜在沙漠行军 1500多里，
终于到达和田。

12 月 22 日，部队举行了威武雄壮
的入城式。这一天，古老的和田城沸腾
了，两万多名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热烈
欢迎第 15团官兵浩浩荡荡开进和田古
城。12 月 25 日，在和田城边的大广场
上，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和田庆
祝大会。从此，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部
的这一片沙漠绿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历史时期。

为了表彰第 15团进军和田的胜利，
12月 25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
政治委员习仲勋特向第 15团发来褒奖
电报。电报称：“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
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
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
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

而后，这支部队执行上级首长的命
令，迅速派出一个连队开往祖国边防线，
从国民党军手中接过了喀喇昆仑山边卡
的保卫任务。接着，又抽调出 100 多名
干部参加地方工作，改造反动政权，建立
地方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权。1954年，
新疆成立生产建设兵团，这支英雄部队
的千余名官兵就地转业，在亘古荒原中
建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14师第 47
团，开始了边疆生产建设。

70年前，为解放新疆和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1兵团第2军第5师第15团官兵—

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张 虎 许必成 范进军

⒈

⒉

⒊

⒋

1949年12月5日，第15团官兵开始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 资料照片

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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