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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例

军史撷珍

记 史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受地形条件

制约，但美军仍投入大量坦克，广泛用

于地面部队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入

朝之初，由于受武器装备条件限制，反

坦克专业力量严重缺乏，主要以步兵武

器打坦克。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转入防御，

又增加了九〇火箭筒、战防炮、无后坐

力炮等，使反坦克武器与步兵、炮兵、战

车、工事障碍等各种力量结合起来，再

加 上 灵 活 的 战 术 ，彻 底 粉 碎 了 美 军 的

“坦克劈入战”。

一

1951 年 9 月 21 日，“联合国军”以美

第 25、第 7 师和南朝鲜第 2、第 6 师各一

部，在 75 辆坦克、100 余门火炮及大量

飞机支援下，向志愿军第 67 军防御正面

甘 凤 里 —— 北 汉 江 一 线 发 动 猛 烈 进

攻。第 67 军一线之左右两翼第 200、第

199 师，立即进行防御作战。

第 200 师第 600 团第 1 机枪连第 11

班和第 3 连第 6 班组成反坦克排，在第

3 连阵地 424.2 高地山脚承担反坦克任

务 。 21 日 上 午 ，3 辆 敌 坦 克 呈 三 角 队

形 沿 金 城 、金 化 段 公 路 前 进 。 行 至 距

我炮阵地 500 米时，迫击炮发射 3 发破

甲 弹 。 其 中 ，第 2 发 命 中 第 一 辆 坦 克

瞭 望 孔 ，驾 驶 员 当 即 弃 车 南 逃 。 隐 蔽

在公路东侧的第 6 班班长阎杰在距第

2 辆 坦 克 约 20 米 时 ，从 侧 后 对 准 油 箱

连投 4 枚手雷，坦克燃起大火，驾驶员

被击毙。

美 军 在 朝 鲜 作 战 ，没 有 专 门 的 坦

克师、团部队，而是从国内装甲师中抽

调坦克营、连，将其分别配属在陆军师

内 ，每 师 编 有 1 个 坦 克 营 。 美 军 每 次

实 施 进 攻 作 战 ，一 般 都 是 坦 克 伴 随 步

兵，因此志愿军在打坦克的同时，必须

将其步兵歼灭、击溃。第 200 师第 599

团 第 3 连 反 坦 克 班 奉 命 在 回 隅 、桥 田

里 间 公 路 的 反 坦 克 壕 附 近 阻 击 敌 坦

克。21 日晨，敌坦克于金化、甘凤里公

路 上 往 返 数 次 。 11 时 许 ，敌 先 头 4 辆

坦 克 呈 菱 形 队 形 前 进 ，在 进 至 距 第 3

连 反 坦 克 班 20 米 远 时 ，该 班 以 一 个 4

人 小 组 射 击 坦 克 后 面 的 伴 随 步 兵 、一

个 3 人小组投手榴弹制造烟幕。班长

周 清 泉 投 掷 手 雷 击 中 先 头 坦 克 ，从 而

逼退了敌其他坦克和步兵。

第 199 师第 596 团第 2 营将 1 门火

箭筒置于后洞里南山脚下。21 日 8 时

许 ，敌 占 领 该 山 。 第 2 营 将 火 箭 筒 撤

出，隐蔽于阵地内。15 时，敌 3 辆坦克

进 至 我 阵 地 前 230 米 处 时 ，我 火 箭 筒

手以仅有的两发弹向其射击，命中第 2

辆坦克。

激战竟日，第 67 军全线共击毁敌

坦克 17 辆。其中，战防炮击毁 6 辆，火

箭 筒 、无 后 坐 力 炮 及 苏 式 手 雷 击 毁 6

辆 ，其 他 炮 火 击 毁 5 辆 。 志 愿 军 初 战

敌 坦 克 取 得 胜 利 ，为 指 战 员 后 续 粉 碎

“秋季攻势”、进行反坦克作战积累了

经验。

二

1951 年 9 月 27 日 ，为 稳 定 东 线 防

御，志愿军第 68 军以第 204 师及第 202

师 1 个团，接替朝鲜人民军第 5 军团西

起北汉江、东至文登里以东 635.8 高地

一线、正面 20 公里的全部防务。

10 月 3 日、5 日、13 日，西线美第 1

军、东线美第 10 军、中线美第 9 军，相继

发起进攻。东线敌军进攻有两大特点：

一是使用集群坦克集中向文登里谷地

突击，即所谓“坦克劈入战”；二是不惜

向攻击的目标倾泻炮弹。

文登里地区东依加七峰，西靠鱼隐

山，谷地宽达 600 余米，中有公路直贯敌

我纵深，便于进攻之敌机械化部队纵向

机动。谷地两侧多高山峻岭，限制了敌

人的横向机动，便于我进行兵力机动及

隐蔽配置反坦克火器。

第 68 军接防后，为有效阻止美军坦

克集群进攻，增强防御阵地的稳定性，立

即在公路两侧利用山脚塄坎、沟梁等自

然地形，构筑堑壕、交通壕和火器发射

点；在谷地构筑反坦克陷坑和数道反坦

克壕，并与两翼阵地紧密结合，使其纵横

贯通，以利于兵力、兵器机动。志愿军第

204 师在全师范围内抽调人员，集中了

12 门野炮、49 门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

以及 1 个工兵连，组成反坦克大队，归第

610 团指挥，部署在文登里地区，专门打

坦克。

10 月 12 日 10 时 25 分，敌先头坦克

进至下深浦地区，我反坦克大队第 2 中

队隐蔽进入发射阵地。当敌坦克距我

约 150 米远时，第 2 中队以 6 发炮弹击毁

敌坦克 2 辆、击伤敌坦克 1 辆。在 635.8

高地西北山脚，反坦克大队第 1 中队抓

住敌坦克行进速度缓慢、队形密集的有

利时机，以无后坐力炮及火箭筒交叉火

力集中射击，毁、伤敌坦克各 1 辆。同

时，反坦克大队组织 76.2 毫米加农炮于

文登里北侧地区，实施拦阻射击，又击

伤敌坦克 2 辆。整个作战过程中，志愿

军几乎所有炮种都参加了反坦克作战。

在遭遇连续打击后，敌军以部分坦

克炮火压制我反坦克火器的发射阵地，

其余 30 多辆坦克继续向志愿军防御阵

地冲击。当其先头坦克进至下深浦以

北约 700 米时，我加农炮及山炮开始发

射，击毁敌坦克 2 辆；无后坐力炮、火箭

筒采取游动射击，又击毁敌坦克 3 辆、击

伤 2辆。

16 时，敌坦克无力再行攻击，施放

烟幕掩护逃窜。我配置在 635.8 及 642

高地突出部的反坦克兵器，乘机前伸占

领川谷，在百余米内拦头截击，将先头

逃窜的 2 辆坦克击毁，继而反坦克歼击

小组又以手雷、爆破筒击伤 2 辆。无奈

之下，敌人丢弃 18 辆坦克，仓皇逃窜。

13至 14日，敌军集中 30余辆坦克继

续发起攻击。14 日 7 时 50 分，当敌军 8

辆坦克距志愿军 642 高地山脚的发射阵

地约 200米远时，反坦克大队第 612团第

3营机炮连无后坐力炮排战士胡连，冒着

敌人炮火，机智转移阵地，并大胆接近敌

坦克，以沉着准确的抵近射击，创造了一

天击毁 4 辆坦克的战绩，荣立特等功，获

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在 4 天的战斗中，

反坦克大队共击毁敌坦克 19辆、击伤 12

辆，阻止了敌军坦克集群的进攻。

至 10 月 31 日，志愿军第 68 军共击

毁、击伤美军坦克 38 辆，有效地打击了

敌人的“坦克劈入战”。

三

就在第 68 军顽强抗击北汉江以东

美第 10 军进攻时，10 月 13 日，北汉江以

西的志愿军第 67 军阵地也迎来了在美

第 9 军指挥下，美第 7、第 24 师和南朝鲜

第 2、第 6 师的猛烈进攻。

面对敌军企图突破我全线阵地的

猛烈攻势，第 67 军依托一线阵地和每连

部 署 的 主 阵 地 、支 撑 点 及 触 角 三 层 配

备，在全线每个山坡、山脚与敌进行反

复争夺。其中，第一梯队师、团均组织

了反坦克部队，预设了反坦克区，并在

敌坦克通过的道路上设置了大量反坦

克障碍物。

第 67军左翼第 598团以临时组成的

反坦克连，在敌坦克通过的要道北亭岭

地区担任阻击任务。反坦克连由各营无

后坐力炮和各连打坦克班组成，分为 1

个步兵排、2个无后坐力炮排和 1个手雷

排。14日 17时，敌军 20余辆坦克由黎石

洞公路向北亭岭前进。我监视哨见敌先

头坦克冲来，迅即隐藏，让过前边两辆坦

克，待敌后续坦克进至身边时，再对准其

油箱投掷手雷，敌坦克当即起火。

16 日 8 时，敌军 30 余辆坦克进至下

榛岘地区，向月峰山以南第 598 团阵地

炮击，其中 2 辆进入我炮击区，5 辆进入

我手雷区。志愿军以 6 门无后坐力炮集

中火力，击伤了敌军指挥坦克。手雷排

排长张治立即跳出工事，仅用 1 枚手雷

就击毁敌军中型坦克 1 辆。在排长的示

范下，新战士董林才也跳出交通壕，待

敌坦克接近时连掷 3 枚手雷，命中坦克

右侧，敌其余坦克见状缩回。

15 时，10 辆敌坦克又向第 598 团反

坦克阵地冲来，并以枪炮向阵地射击。

待其距炮阵地 500 米远时，我反坦克连

连长下令各炮突然开火。第 5 班以 6 发

炮弹击毁敌坦克 2 辆，第 1 班以 9 发炮弹

命中敌坦克 2 辆。随后，敌坦克进至我

手雷排阵地，该排战士张宝寿又以 1 枚

手雷击毁 1 辆。其余坦克立即回窜，张

治持手雷追去，又击毁 1 辆。

第 598 团将全团反坦克火器进行集

中战斗编组，配备在敌坦克威胁最大的

方向上，集中指挥，阻敌坦克进攻，粉碎

了敌人妄以坦克迂回切断我月峰山阵

地的企图。

到 16 日晚，为更加有效地抗击敌人

进攻，第 67 军重新调整部署，继续加强

防御力量。22 日，志愿军又击退了美第

9 军向 522.6 高地、690.1 高地发起的最

后进攻。至此，“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

全部被粉碎。

志愿军在严重缺乏反坦克部队和

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步兵

反坦克武器的作用，依靠勇敢和智慧，

创造了许多步兵武器打坦克的方法，取

得了依靠步兵武器反坦克的经验，增强

了反坦克作战的信心。

志愿军以劣胜优打坦克
■徐 彤

从 1959 年底开始，随着新的训练方

针、原则的确立及条令条例的颁布，全军

军事训练有了新的标准和依据。为了抓

好军事训练，部队各级领导深入基层、言

传身教，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促进了军

事训练的蓬勃开展。郭兴福教学法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其推广和普及又

将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推向了高潮。

一

1961 年，原南京军区第 12 军军长李

德生带领工作组在第 34 师第 100 团第 2

连蹲点，了解训练情况。针对部队战术

技术训练存在的模式化、走过场问题，李

德生决定对单兵、小组、班战术训练进行

改革试验，并指定有训练和实战经验的

干部任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试验，

成效初现。

四五月间，第 12 军召开具有实战经

验的营以上主官现场会，对第 2 连 3 个战

术示范小组进行评教评学，认为副连长

郭兴福采用的小组战术教学法较为突

出。这一教学法汲取了班战术和单兵战

术教学的优点，教得比较活、比较细，战

士易学肯练。李德生决定把郭兴福作为

典型加以重点培养。在军领导和有关部

门帮助下，郭兴福总结形成一套新的教

学训练方法——把练技术、练战术和做

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力争让训练实现“练

精训活”。

8 月，原总参军训部主办的《军训通

讯》杂志派出工作人员，现场观看郭兴福

的汇报作业。工作人员对这套教学训练

方法十分赞赏，提议将其称为郭兴福教

学法。10 月 2 日，《军训通讯》出增刊介

绍了郭兴福教学法。

1962 年 3 月，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政

治部联合发出《认真学习广泛宣传郭兴

福教学法的通知》，引导军区部队迅速掀

起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在训

练中培养自己的“郭兴福”。

二

1963 年开始，经原总参谋部安排，

郭兴福教学小组先后到广州、武汉、沈阳

等地部队进行了数十场汇报表演，进一

步扩大了影响。

10 月 10 日至 19 日，原南京军区在

镇江组织战术技术现场会。原总参谋部

的《军训简报》对其做了报道，引起时任

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

会主任叶剑英的关注。12 月 24 日，在全

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上，叶剑英

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 8 个课目的演示，

并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郭兴福教学法

是一个创造，是一个好方法。27 日，叶

剑英正式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建议军委

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

报告中说，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是对

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

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

果。报告还谈到，归纳起来，郭兴福教

学方法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善于

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

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

众智慧，实行官兵相互教，评教评学；第

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

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

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

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

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

的 方 法 ，逐 步 加 深 认 识 ，掌 握 要 领 ；第

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

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

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

服。上述方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

合于学校；不仅适合步兵，而且适合各

军兵种，建议军委发一个指示，在全军

中加以推广。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一报告，在“一

个个都像小老虎”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

红杠，批示称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

现。”并指出，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对传

统练兵的恢复，而且还有发展”。

三

1964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委发出《全

军应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

动》的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把

军事训练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2 月，原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推广宣

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提出领导

干部要深入基层具体指导，确保郭兴福

教学法在本单位生根发芽，推广郭兴福

教学法要结合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来

进行，培养更多的神枪手、神炮手和技

术能手。

自此，全军部队掀起了学习郭兴福

教学法的活动热潮，全军 1.9 万余名军师

团级领导干部和机关人员深入基层，宣

传郭兴福教学法，积极培养郭兴福式教

练员和试点分队。

随着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

校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不断深入，全军

形成了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性

练兵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64 年

4 月，全军共培养出郭兴福式分队 7105

个，郭兴福式基层干部和班长 1 万余人，

战术、技术等课目单项接近或达到四会

（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水平

的 基 层 干 部 ，约 占 总 数 的 10% 。 5 月 ，

《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经中央军

委批准颁发执行，对进一步普及郭兴福

教学法，持续推动全军连队基础训练和

促进群众性练兵热潮起到重要指导作

用。为了检验训练效果，从当年夏季开

始，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分别组

织了大比武，同时选拔尖子选手，准备

参加全军比武。

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大抓军事

训练，全军部队培养了一大批神枪手、神

炮手和技术能手，以及“四会”训练骨干，

探索出一套适合人民军队实际情况的正

规化军事训练的路子，促进了全军部队

训练质量以及战斗力的提高。

郭
兴
福
教
学
法
的
发
现
与
推
广

■
赵
延
垒

1943 年 3 月 29 日，驻扎在苏北东坎

镇的日军山本中队 120 余人和伪军 200

余人，占领阜东交通要点八滩镇，在镇

东门王家桥附近安筑据点，企图割裂滨

海、阜东两县的联系。

新四军第 3 师师长兼苏北军区司令

员兼政委黄克诚，指示师参谋长洪学智

率师特务营配合第 8 旅第 24 团拔除八

滩据点。

第 8 旅第 24 团团长兼政委谢振华

立即召开作战会议。经过一番酝酿，会

议决定由谢振华率团主力消灭八滩镇

之敌，副团长陈玉才率第 3 营阻击西南

方向的东坎援敌，采取“猛虎掏心”战

术，先打掉山本中队部，再消灭伪军，最

后歼灭日军主力。

傍晚时分，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下达

作战命令：“应乘敌立足未稳，先下手为

强，今晚即对敌发起突然攻击，务于明

晨全歼该敌。”

谢振华随即命令部队打点行装、检

查武器，做好一切战斗准备。20 时 30

分，第 24 团主力赶到八滩镇。团指挥所

设在镇西边一座闲置房屋内。

21 时 30 分，攻击开始。刹那间，激

烈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战士们的冲

杀声，从八滩镇四面响起。第 2 营副营

长王光汉率突击排由南向北攻击，直插

位于通济河北岸王桥村的王家大院日军

中队部。惊慌失措的日军抵挡了一阵，

掩护山本中队长向大院后面的小院落溃

逃。随后，我军战士破坏了日军的报话

机和电台装置，切断敌人的通信联络。

紧接着，日军拼命反扑，又夺回大

院。与此同时，我第 1 营由西向东攻击

伪军驻地。山本中队龟缩在王家大院

的 3 个小院落里，被我军分割包围。我

军 攻 击 时 ，狡 猾 的 日 军 就 从 院 内 连 续

发 射 照 明 弹 ，把 黑 夜 照 得 如 同 白 昼 。

我 军 战 斗 队 形 和 攻 击 动 作 被 暴 露 ，日

军 机 枪 就 从 打 通 的 砖 墙 眼 向 外 扫 射 ，

给我军造成较大伤亡。20 多名日军乘

势朝第 24 团指挥所扑来。危急之中，

我第 1 营第 3 连奉命投入战斗，消灭了

冲出来的日军。

战斗持续到 30 日凌晨，我第 24 团

夺 下 日 军 占 据 的 两 处 院 落 ，剩 余 的 日

军被压缩到山本中队部所在院落。合

兵 一 处 的 日 军 凭 借 厚 实 的 围 墙 ，以 门

窗 当 枪 眼 ，拼 命 向 我 军 射 击 。 我 军 战

士无法靠近，迫击炮也由于距离太近，

不能发射。

凌晨 2 点，第 3 营在巨峰村一带阻

击了东坎方向来的日军援兵。这时，作

战参谋向谢振华报告：第 2 营副营长王

光汉不幸中弹牺牲，第 1 营营长毛和发

以及几个连的干部也相继负伤。

望着前面受阻的部队和日军机枪

吐出的火舌，心急如焚的谢振华决定使

用火攻。命令下达后，海防大队大队长

岳祝山立即带人用炸药将围墙炸开几

个大洞，战士们把准备好的引火物——

蘸了煤油的棉花团，绑在手榴弹或长竹

竿上，呼呼地投进大院里。顷刻之间，

院内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日军四处乱

窜，嚎叫着在火里滚爬，拼命想杀出一

条血路。

我第 2 营用机枪封锁宅院大门，堵

死敌人逃路。很快，院内日军大部被消

灭。天亮后，残存的十几名日军推倒围

墙，从我第 2 营和特务营的接合部突围，

向东坎方向逃窜。

追 击 时 ，谢 振 华 的 右 肩 被 子 弹 击

中。他不顾伤痛，继续指挥部队追歼溃

逃之敌。与此同时，被我第 3 营阻击的

日军援兵害怕与山本中队一样被歼灭，

又仓皇退回东坎。

火攻八滩，我第 24 团打了一个漂亮

的歼灭战，击毙日军山本中队长以下 50

多人、伤 29 人；毙、伤、俘伪军一个大队

2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2 门、轻重机枪 8

挺、步枪 250 余支。

火攻八滩
■欧阳青

志愿军第

68 军 战 士 在

文登公路上打

垮“联合国军”

的“坦克劈入

战”。

资料图片

训练中，郭兴福（左三）带领战士们苦练基本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