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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0 年下半年海军青岛基地成

立开始，青岛陆续组建了新中国海军第

一支快艇部队、第一支驱逐舰（时称雷

击舰）部队和第一支潜艇（时称潜水艇）

部队。到 1957 年，军港设施逐步完善，

流亭机场业已修建完工。据此，中央军

委决定，1957 年“八一”建军节期间在青

岛举行海上阅兵，请中央领导检阅驻青

岛海军部队，并将此列为建军 30 周年纪

念活动的重要内容。

这是海军组建以来首次举行的大规

模海上阅兵，海军上下非常重视。海军司

令员萧劲光亲自确定了阅兵规模、参阅部

队，并对安全警戒等问题做了周密部署。

1957年 7月 12日上午，毛主席来到青岛，

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萧劲光也专程

从北京赶赴青岛，向毛主席汇报青岛基

地的建设和海上阅兵的准备情况。他

说，海军经过 8 年的建设和训练，舰艇装

备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官兵军事技能也

有了很大提高。这次举行的海上阅兵，

空、潜、快等当时海军主要兵种都要出

动。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当即爽快地

表示：“很好，我要去看看海军。”

“毛主席要来检阅海军了！”听到萧

劲光传达的这一喜讯，青岛基地政委卢

仁灿、担任此次阅兵总指挥的副司令员

马忠全等都无比激动，同时也不免有些

紧张。这是人民海军成立后第一次海

上阅兵，大家都没有经历过，必须周密

规划，抓紧准备。萧劲光亲自主持，与

阅兵指挥部领导一起完善方案、深入动

员，组织部队反复演练。受阅各部队官

兵也都以高昂的战斗姿态，按照指挥部

的部署要求紧张有序地训练着，准备接

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检阅。

经反复研究调整，海上受阅兵力最

后定为：青岛基地驱逐舰、潜艇、猎潜艇

（时 称 驱 潜 舰）、快 艇 、练 习 舰 等 各 支

（大）队，分别派出驱逐舰 4 艘、中型潜艇

4 艘、猎潜艇 3 艘、远航和近航鱼雷快艇

15 艘、登陆舰 2 艘；青岛水警区派出高

速炮艇 4 艘；海军航空兵独立大队派出

水上飞机 2 架；2 个航空师共派出轰炸

机 27 架、侦察机 1 架、歼击机 14 架；在青

岛海区训练的东海舰队派出猎潜艇 3

艘。总计舰艇 35 艘、飞机 44 架。为保

证阅兵顺利进行，另有 13 艘舰艇、6 架

飞机担负安全警戒任务。

码头受阅部队主要由青岛基地机

关 的 军 官 组 成 ，共 306 人 ，编 为 3 个 方

队。此外，还有由防空兵部队战士组成

的水兵方队，以及由海军院校组成的学

员方队。

为使毛主席和军委领导能够看到

海军所有重要型号的舰艇，东海舰队司

令员陶勇还受命亲率我国自行改装建

造的昆明号护卫舰，从上海专程赶赴青

岛参加阅兵。

检阅定于 8 月 4 日在胶州湾进行。

为圆满完成受阅任务，各部队在按照预

定科目分别训练的基础上，先后进行了

两次预演。8 月 2 日，阅兵准备工作基

本就绪。就在这时，萧劲光向阅兵指挥

部 传 达 了 军 委 的 通 知 ：毛 主 席 到 青 岛

后，由于天气关系患了感冒，两天来高

烧未退。经毛主席批准，军委决定委托

来青岛参加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的周

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检阅海

军部队。

8月 4日上午 9点 30分，周恩来在萧

劲光等陪同下来到青岛大港 3 号码头。

在检阅了码头部队后，周恩来健步登上

检阅艇——245 号鱼雷快艇。检阅艇按

预定航线向胶州湾检阅海区驶去。胶

州湾海面上，受阅的各型战舰整齐有序

地排列着，舰艇上指战员在旗下列队站

坡，昂首挺胸接受总理检阅。检阅艇驶

近每一艘受阅舰艇时，站在驾驶台上的

周恩来都以洪亮的声音向大家问好，致

节日祝贺。“同志们好！”“总理好！”“中

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总理和

舰员们的声音交汇在一起，响彻海空。

10 时 许 ，周 恩 来 登 上 鞍 山 号 驱 逐

舰。他先检阅了甲板上列队迎候的官

兵，继而和先已上舰一起参与检阅的党

政军领导人一一握手。接着，萧劲光致

欢迎词：

“敬爱的周总理：今天我们怀着庄

严和愉快的心情，接受您的检阅。我代

表海军全体指战员向总理致以崇高的

敬礼和热烈的欢迎！

海军建设八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

的英明领导下，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

已经成长起来了。在保卫祖国的海防

线上做了一点工作，但是距离党中央和

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还很远，需

要继续不懈地努力。总理这次对我们

的检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史上最

大 的 光 荣 ，给 了 我 们 极 大 的 鼓 舞 和 信

心。我们将遵循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指示，努力学习，熟练掌握军事技术，提

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继续发扬解放军的

光荣传统，为建设一支海上战斗力量，

保卫海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之 后 ，周 恩 来 向 受 阅 部 队 讲 话 。

周恩来说：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同志，全体

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经历

了英勇艰苦的斗争，保证了我国民主革命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正在保卫着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新的历史时

期。在过去各个革命战争时期，我国人民

依靠这支军队打败了国内外敌人。在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人民还

必须依靠这支军队保卫祖国的安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同志们：你们

在建设海上武装力量上，在保卫海防和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定

成绩。我祝贺你们！但是你们知道我国

的海岸线很长，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

国领土台湾，你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

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保卫

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周恩来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打断。总理讲话结束后，2 架

水上飞机从旗舰右侧低空疾驰而过，然

后在旗舰上空摇摆着机翼向总理和参

与检阅的领导致敬。接下来，威武雄壮

的海上分列式开始了。

航行在最前列的，是此前不久新投

入战斗行列的潜艇编队。周恩来兴致

盎然地听潜艇支队支队长傅继泽介绍

了部队的成长情况。1953 年 2 月，周恩

来视察了刚刚组建的旅顺潜艇学习大

队，鼓励学员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克

服一切困难，掌握军事技术，学会潜艇

作战。4 年后的今天，年轻的人民海军

已经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望着渐渐

远去的潜艇编队，总理格外高兴。

紧随其后的，依次是猎潜艇编队、

高速炮艇编队和鱼雷快艇编队。随着

各舰艇编队战舰一艘艘从旗舰前有序

通过，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对每一类舰

艇的性能、特点、部队状况，向周恩来一

一作了介绍。

海上分列式过后，是潜艇单艇下潜

和航空兵跳伞表演。潜艇在官兵熟练

的操作下，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浮出海

面……正在人们的目光追逐着潜艇的

航迹时，一架运输机从西北方呼啸着飞

越检阅海区。霎时，降落伞像天女散花

般从天而降，在碧海蓝天之间形成一幕

壮观奇景。

12 时 10 分 ，2 个 多 小 时 的 海 上 阅

兵 圆 满 结 束 。 整 个 阅 兵 期 间 ，周 恩 来

神 采 奕 奕 ，看 得 十 分 认 真 。 阅 兵 结 束

回 到 旗 舰 会 议 室 里 ，舰 上 官 兵 已 备 好

笔墨，请总理题词。周恩来欣然答应，

当即挥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同志

们 ：庆 贺 人 民 解 放 军 三 十 周 年 纪 念 ！

庆贺中国人民海军的成长和壮大！希

望你们为建立一支更加强大足以保卫

自 己 的 人 民 海 军 ，为 保 卫 祖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为 保 卫 远 东 和 世 界 和 平 而

奋斗不息！”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听取了关于海

上阅兵情况的汇报，非常高兴。5 日下

午，他感冒初愈就在青岛汇泉体育场接

见了海军驻青岛部队大尉以上军官，同

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这次海上大阅兵，不仅是人民共和

国最高领导人对人民海军现代化、正规

化建设阶段性成果的检验，更是中国海

上力量的一次宣示，它宣告了中国百年

间有海无防的历史正式结束。

人民海军首次海上阅兵
■吴殿卿

以 4 月 23 日作为人民海军成立纪念

日，是从海军建军 40 年后的 1989 年开始

的。

这年的 1 月 4 日至 11 日，海军党委

六届五次全会在北京召开。讨论年度工

作时，有同志提出，海军已成立近 40 年

了 ，还 没 有 真 正 搞 过 一 次 成 立 纪 念 活

动。党中央组织编写的“当代中国丛书”

海军卷，业已正式出版发行。机关部队

也应搞一次隆重的成立纪念活动，一则

可鼓舞部队士气，同时也可系统、全面地

总结一下海军组建几十年的工作。

海军党委接受了这一建议。海军在

解放战争的炮火中诞生，在一无装备、二

乏人才的基础上艰难创业，十年内乱中

深受重创，风风雨雨几十年，直至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驶入现代化建

设的航道。

这期间，人民海军先后经历 1375 次

战斗考验，击伤和俘获敌舰 418 艘、击落

击伤战机 547 架、毙俘敌人 7500 多名，有

成功和胜利的经验，也有值得认真汲取

的教训，是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了。那么，

庆祝纪念活动如何进行？更重要的是，

海军成立纪念日到底定为哪一天？

党委全会作出举行海军纪念活动决

定后，海政宣传部起草了《关于确定海军

成立日期的请示》：

“为激发海军官兵献身海军事业的

光荣感和责任感，推动海军革命化、现

代化、正规化建设，我们准备在海军成

立四十周年之际，开展纪念活动，对海

军官兵普遍进行海军光荣历史和优良

传统教育。

我国海军成立的历史是：一九四九

年四月二十三日，奉中央军委电令，华东

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张爱

萍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十二

月，中央军委电令：‘为统一管理和指挥

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决定组建海

军领导机关。一九五零年四月十四日，

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这说明，在

海军领导机关成立之前，海军部队已经

组建了。一九八七年经编委会审批出版

的‘当代中国海军’已有明确记载，并在

国内外发行。

无论从开展纪念海军成立四十周年

的活动还是从海军的长远建设看，都需

要对海军成立的日期给予正式确认。经

研究，我们的意见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

十三日华东海军的成立，标志着我军又

增加了一个新的军种。因此，海军成立

纪念日应以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为

宜。有关纪念活动将专题报告。”

1989 年 2 月 4 日，海军党委将这份

请示报呈中央军委。17 日，中央军委正

式批复：“同意以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

日成立华东军区海军的日期，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接 到 军 委 批 复 ，海 军 政 治 部 迅 即

发 文 ，将 军 委 关 于 4 月 23 日 为 海 军 成

立 纪 念 日 批 复 通 知 部 队 ，并 要 求 各 单

位视情组织人民海军成立 40 周年纪念

活动。

同年 4 月 23 日上午，海军机关和直

属部队 2000 余名官兵隆重集会。海军

成立以来第一次盛大纪念庆典，即“海军

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海军礼堂举

行。遗憾的是，亲自领导创建海军，并在

海军司令员岗位上战斗了 30 年的萧劲

光没能到会。在大会举行的 20 多天前，

即 3 月 29 日，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此

前，海军机关遵照首长指示，将海军党委

关于明确海军成立纪念日并召开纪念大

会的决定，向老司令员作了报告。萧劲

光极其珍视这一纪念活动，忍着病痛拟

定了给大会的贺词。

大会开始，主持人、海军政治委员李

耀文郑重宣布，全体起立，为萧劲光司令

员默哀。接着，会上宣读了萧劲光给庆

祝大会的贺词——

同志们：

今天，大家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聚

一 堂 ，隆 重 举 行 纪 念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海军诞生 40 周年。我作为人民海军行

列 中 的 一 名 老 战 士 ，此 刻 的 心 情 与 同

志们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由于身体

的原因，我不能亲临这一盛会，但我的

身 心 与 同 志 们 是 连 在 一 起 的 。 值 此 ，

我向在座的各位同志，并通过你们，向

海军全体指战员，向退休、离休的老同

志 ，向 关 心 和 帮 助 海 军 建 设 事 业 的 同

志们、朋友们，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

崇高的敬意。

40 年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发展到今天已具备一定现代作战

能力的海上力量。这些成就的取得，一

靠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一靠几代人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在欢庆佳节的时刻，我

深切怀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

等老一代我党我军的伟大缔造者、领导

者，深切怀念为人民海军建设事业而光

荣捐躯的同志们。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改革创

新的新时代，伟大的时代赋予了人民海

军以新的任务和使命。我衷心祝愿人

民海军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辉煌

的成就，衷心祝愿同志们奋发努力，再

攀高峰，尽早实现中国人民“建立强大

海军”的崇高夙愿，为保卫祖国，实现国

家统一，维护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而

奋斗！

台上台下，不少人热泪盈眶，大家被

贺词的一片眷眷真情震撼了。

接着，海军司令员张连忠作报告，回

顾了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战斗历

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加强海军

建设的任务和要求。刘华清代表中央军

委、原三总部领导机关作了讲话。他要

求海军官兵树立现代海洋观和海防观，

热爱海军事业，献身海军事业，努力建设

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原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原部长

张爱萍为大会题了词：“发扬人民海军艰

苦创业奋发图强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现

代化海军、保卫祖国海防、保卫海洋权益

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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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海军博物

馆展厅内，陈列着一面特殊的起义旗。

它以白色为底，印有红色五角星，是由

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

自制而成的。

在我军取得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的

关键时刻，重庆号官兵因不满国民党反

动政府依附帝国主义、推行反人民的内

战政策，于 1949年 2月 25日凌晨 1时 30

分，在上海吴淞口毅然起义。迎着东方

的曙光，重庆号驶出长江口，并于 26

日 7时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

为了支持起义，参加起义的战士张

前修、业祖林、马屏之、沈禄俊四人，共

同制作了一面白底红星的起义旗。

为什么会想到制作这样一面旗呢？

原来，张前修的家乡安徽省泾县是新四

军根据地。抗战期间，他所在学校的不

少学长都参加了新四军。他们偶尔回到

母校，教低年级同学唱新四军军歌及抗

日歌曲时，就背着镶有红五星的背包，这

给张前修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在设

计起义旗时，张前修想到五角星代表共

产党，白底代表光明，意思是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解放区前途一片光明。

重庆号的成功起义，对摇摇欲坠的

国民党当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蒋

介 石 暴 跳 如 雷 ，立 即 派 出 飞 机 跟 踪 轰

炸。3 月 4 日清晨，重庆号转移至东北

解放区葫芦岛港。抵达码头后，全体成

员高举起义旗，背靠舰艇合影留念，共

同欢庆这一历史性时刻。3 月 5 日，原

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

率全舰 574 名起义官兵，给毛泽东和朱

德发了致敬电。

后来，国民党空军飞机发现了重庆

号，对其展开轮番轰炸。战斗中，重庆

号 6 名战士光荣捐躯。3 月 20 日凌晨，

重庆号沉于海中。

3 月 24 日，正当大家心情无比沉重

之时，毛泽东、朱德联名复电邓兆祥舰

长及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英勇起义表示

嘉勉：“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

及 其 主 人 美 帝 国 主 义 者 已 经 日 暮 途

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

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

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

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

民 必 须 建 设 自 己 强 大 的 国 防 ，除 了 陆

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

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

先锋。祝你们努力！”毛主席和朱总司

令的勉励，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营垒中

的爱国人士。

虽然重庆号已经消失在汪洋大海

中，但全舰官兵高举起义旗帜的行为，

在国民党海军官兵心中埋下了火种，更

加坚定了他们弃暗投明，要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建设一支强大的新中国人民

海军的决心意志。

到 1949 年底，共有 97 艘国民党海

军舰艇，3800 多名官兵起义投诚，令蒋

介石调动海军力量防守长江的计划成

为一纸空文。

左图：1949 年 3 月 4 日，组织领导

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的“士兵

解放委员会”全体成员在葫芦岛港码头

展开自己制作的白底红星起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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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历史的起义旗
■张付华 杨 晨

图文军史馆

1957 年 8

月 4 日 ，萧 劲 光

（左）陪周恩来进

行海上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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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军区海军诞生地——江苏泰州白马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