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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2 月，毛泽东主席乘坐军舰

对长江中下游沿岸地区进行了一次工

作考察。四天三夜的时间里，毛主席食

宿在军舰上，在与沿途省市地方领导干

部交谈的同时，悉心听取了海军领导同

志的汇报，并对长江舰、洛阳舰等多艘

舰艇，进行了一次全面视察。

一

1953 年 2 月 19 日，农历正月初六。

江汉关 4 号码头，停泊着两艘军舰——

“长江”号炮舰、“洛阳”号护卫舰。

上午 11 时许，毛主席一行乘车抵达

码头。11 时 30 分，随着汽笛长鸣，两舰

同时解缆驶离码头。长江舰在前，洛阳

舰伴随护航，离开武汉前往南京。

登上长江舰后，毛主席在华东军区

海军参谋长马冠三等陪同下，对舰艇进

行了视察。毛主席首先察看了主炮，然

后从右舷登上驾驶台。正在观察航标

的航海长刘兴文见毛主席上来，连忙转

身报告。毛主席微笑着还礼，问道：“航

海长是干什么的？”陪同在侧的舰政委

刘松报告了航海长的职责。毛主席听

后问刘兴文，你从哪里调来、是否经过

海校学习，刘兴文一一作答。

之 后 ，毛 主 席 说 ：“ 听 你 们 萧 司 令

说，你们陆军来的有些同志不安心干海

军，你愿意干海军吗？”刘兴文回答：“我

们愿意干海军。”毛主席笑着点点头：过

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

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

一支强大的海军。帝国主义如此欺负

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

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

军。

接下来，毛主席到各部门、战位看

望官兵，了解各战位的职责使命。午餐

前后，毛主席两次视察了炊事房，询问

官兵伙食情况。他勉励道：“炊事工作

很重要，很辛苦，要搞好伙食，保证官兵

身体健康。”他向陪同视察的马冠三、刘

松一再强调，要关心官兵生活，发扬我

军官兵一致、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下午两点多，毛主席再次来到前甲

板，各战位休更的同志闻讯围拢过来。

毛主席和蔼地与官兵交谈：过去我们只

有陆军和炮兵，现在我们有坦克了，还

有空军，有海军，我们的国防力量一天

比一天强大。现在我们的海军还不够

强大，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干。

二

20 日午饭后，应官兵请求，毛主席

换乘洛阳舰。在舰长丛树生、副政委胡

玉成陪同下，毛主席到各个战位、舱室

看望了官兵。

离 开 驾 驶 台 后 ，毛 主 席 走 进 舰 会

议 室 ，向 胡 玉 成 具 体 了 解 官 兵 的 思 想

和 学 习 情 况 。 胡 玉 成 汇 报 说 ，部 分 陆

军 来 的 同 志 、特 别 是 新 入 伍 的 青 年 学

生，刚上舰学技术的心情非常迫切，都

希望很快掌握军事技术。毛主席点点

头：“要首先注意政治教育，提高同志

们 的 政 治 热 情 。 我 们 一 定 把 我 国

18000 多 公 里 的 海 岸 线 筑 成 海 上 长 城

和海上铁路。”

毛主席还询问了舰上平时的政治

教 育 情 况 ，提 出 想 看 一 下 普 通 战 士 的

书 籍 。 很 快 ，胡 玉 成 拿 来 了 报 务 员 萧

和清的书：《社会发展简史》《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

斯水兵》等，还有几本军事技术书籍。

毛 主 席 接 过 书 浏 览 起 来 ，他 指 着 连 环

画《头门山海战英雄艇》说：“这本书虽

然很小，但是它意义很大，它又适合战

士的水平，你们也要好好地看看。”最

后，他把书拢在一起说：“这些书都很

重 要 ，很 好 。 这 说 明 同 志 们 学 习 得 还

不错哩！”

下午 2 时，是舰上开展文娱活动的

时间。毛主席来到后甲板看水兵奏乐、

跳舞，与大家亲切交谈。22 时，编队到

达安徽省安庆港务局码头停靠，毛主席

又回到了长江舰。此前，安庆地委、市

委的领导已在码头等候。毛主席将他

们请上舰，在长江舰政委办公室里听取

了他们的工作汇报。送走安庆地市负

责人时，已过了子夜。毛主席回到长江

舰舱室，秘书已在案前摆开了笔墨、宣

纸。毛主席笑道：“哦，他们交给我的任

务还没完成呢！”

原来，编队出发当天，洛阳舰党支部

就以全体舰员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

信，信中提出三个请求：一是请毛主席登

舰视察；二是请毛主席为战舰题词；三

是希望与毛主席合影留念。毛主席看

完 信 后 说 这 是 大 家 交 给 他 的“三 个 任

务”，当即答应了。21 日 1 时，待秘书、

卫士离开后，毛主席挥笔写下了后来广

为人知、影响深远的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

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题 词 一 式 两 张 ，写 在 八 开 的 宣 纸

上，竖排成三行，落款在题词左下方。

翌日一早，毛主席告诉秘书，将题词分

别交给长江舰、洛阳舰。

21 日当天，天气格外晴朗。两舰官

兵一早就兴奋地准备起来。他们之前

接到通知，毛主席将和大家合影。上午

9 时许，毛主席首先来到靠在长江舰外

舷的洛阳舰。看到官兵已有序站好，他

便径直走进队伍中间空出的地方。站

在后排的一个战士怕照不上，往前挤了

一下。毛主席随之向前跨了两步，转过

身来说：“你们站好，一次照不上，分几

次照好了。”

毛 主 席 转 身 回 到 队 伍 中 ，照 相 机

“喀嚓”一声。这是一张全舰官兵的合

影，从甲板到驾驶台，官兵像站坡一样

分了四层。接下来，按部门照，依次是

轮机部门、航海部门、舰务部门、观通部

门等。最后，毛主席又单独与舰上的干

部 合 影 。 大 家 既 兴 奋 又 激 动 ，每 照 一

张，就响起一阵掌声。

在洛阳舰合影结束后，毛主席又返

回 长 江 舰 。 拍 照 期 间 ，毛 主 席 对 记 者

说：“要每人给一张。”记者马上回答：

“每人都有，每人都有！”毛主席风趣地

加了一句：“他要是不给，你们找我。”记

者忙说：“一定给，一定给！”同志们都笑

着用力鼓掌。

两个多小时后，拍照结束了，大家

再次将毛主席围起来。两天多的共同

生活，官兵已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信

号兵小王见毛主席深黄色的呢子大衣

褪了色，满是褶皱，袖子还露出织线，亲

昵地说：“主席，您的衣服还没有我们的

好。”毛主席笑着说：“它跟随我服役多

年，参加过开国大典，是老革命了！”官

兵都笑了起来。

三

长江舰编队航行途中，毛主席向一

路陪同的马冠三提出，要看看海军最大

的军舰和新装备。马冠三报告了华东

海军司令员陶勇，请示将华东海军第六

舰队南昌舰、广州舰，第五舰队黄河舰

及快艇第一大队 101号、104号鱼雷快艇

5 艘舰艇调至南京，与长江舰、洛阳舰一

起停泊在南京下关码头，接受毛主席检

阅。

22 日凌晨 3 时，编队抵达此行目的

地 —— 下 关 码 头 。 这 时 ，华 东 军 区 司

令 员 陈 毅 、参 谋 长 张 爱 萍 等 军 区 领 导

早已在码头迎候。为了不影响官兵休

息，毛主席一行悄悄离舰。

24 日下午 2 时 35 分，毛主席在陈毅

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检阅了码头上列

队的华东军区陆海空三军指挥员，然后

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南昌舰甲板，视察

海军舰艇部队。

下午 3 时许，人民海军第一次海上

检阅在宽阔的燕子矶江面开始了。各

舰成单纵队，依次从南昌舰左舷驶过。

101 号、104 号两艇在中队长指挥下，先

组成纵队，继而组成横队、梯队，用 3 种

双艇编队形式、以 36 节的航速在江面上

跑了 3 个来回。望着小艇飞驶在江面犁

起的层层浪花，毛主席很是高兴：“快艇

不错，速度快、能放鱼雷，价格又比较便

宜，发展这个好！”鱼雷艇操演结束后，

毛主席来到后甲板参观了南昌舰后主

炮。看到几个年轻的炮手熟练地操炮，

他连声说：“好，好！”

接着，毛主席来到南昌舰会议室，

与领导干部座谈，详细了解了舰上官兵

的思想和生活等状况。

应舰领导请求，毛主席在海图室为

南昌舰及一起接受检阅的广州舰、黄河

舰题了词。题词内容均为：“为了反对

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

大的海军”。

随后，毛主席在前甲板与南昌舰官

兵合影留念。下午 4 时许，南昌舰靠上

浦口码头。毛主席与舰上官兵握手告

别。下舰后，他又深情地回头再次向舰

上站坡送行的官兵招手致意。毛主席

边走边对陪同的陈毅等领导同志说，看

到海军已掌握在可靠的年轻干部手中，

我放心了！

永载史册的航程
■吴殿卿

1953年 2月 21日，毛主席与海军官兵合影。 资料图片

1947 年 8 月，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

攻势拉开了序幕。9 月初，东北民主联

军第 8 纵队在梨树沟门和杨家杖子接连

告捷，歼灭了国民党军暂编第 50、第 22

师大部，给了新上任的国民党东北行辕

主任陈诚当头一棒。17 日，不甘失败的

陈诚命第 49 军军长王铁汉率其军直属

队及主力第 79、第 105 师（各欠 1 个团），

再度由锦州西犯，妄图消灭我军，打通锦

承线。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诱敌深入，在

杨家杖子加以围歼，以扩大辽西地区的

战果，为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于北线作战

创造有利条件。

19 日，国民党第 49 军主力进至杨家

杖子和毛祁屯周围约 4 平方公里的地区

集结。东北民主联军第 8 纵队和冀察热

辽 军 区 独 立 第 1 师 迅 速 出 动 ，将 其 包

围 。 第 49 军 发 现 被 包 围 ，立 即 转 攻 为

守，一面命部队修筑防御工事，一面向陈

诚求援。陈诚急令该军第 26 师、暂编第

60 师主力及暂编第 18、第 22 师各 1 个团

由锦西、兴城紧急驰援。

与此同时，为配合第 8 纵队围歼敌

第 49 军，第 9 纵队第 26 师进至杨家杖子

东南以五岭山为核心的蜂蜜沟、孙家沟

一线阻击援敌，并截断杨家杖子之敌退

路。第 26 师是一支新组建不久的部队，

这是部队出关以来的首战。为此，师首

长进行了充分动员，全师上下情绪高涨，

官兵对打好这一仗充满信心，个个摩拳

擦掌。

五岭山东西走向，纵深长达 5 公里，

主峰高 524 米，位于锦杨公路和铁路的

南侧，东距锦西 10 公里，西距杨家杖子

16 公里，是这一带群山的制高点。它与

公路北侧的 168 高地、虎头山一起，紧紧

地把锦杨公路卡在中间。一旦占领了五

岭山，不仅有利于依托阵地直接控制锦

杨 公 路 ，而 且 可 以 瞰 制 援 敌 的 全 部 纵

深。如此看来，五岭山无疑是锦杨通道

上“卡脖子”的要点，可谓兵家必争之地。

接到阻击命令时，第 9 纵队第 26 师

还 在 距 离 五 岭 山 150 公 里 外 的 河 北 干

沟，而敌人的援军距预定战场最近的只

有 10 余公里。虽然部队从冀东出关连

日行军，已经非常疲劳，但考虑到战役全

局与此次阻击任务的重要性，战士们还

是昼夜兼程前往五岭山。

经过 3 个昼夜的急行军，第 26 师冒

着 风 雨 ，终 于 在 21 日 傍 晚 抵 达 指 定 地

域，确保了在敌人进攻之前抢占先机。

事实上，在第 26 师第 76 团第 1 营第 2 连

抢占五岭山主峰前沿高地之时，敌暂编

第 60 师的 1 个连也已经爬到半山腰，若

不是部队冒雨行军，快了敌人片刻，后果

不堪设想。

抵 达 五 岭 山 后 ，第 26 师 领 导 迅 速

登上山顶勘察地形，并召集各团部署作

战任务，决定以师主力集中于五岭山和

蜂蜜沟地区，扼守公路两侧险要地段：

第 76 团配置于五岭山阵地；第 77 团配

置于孙家沟、北蜂蜜沟及其东北一线阵

地，配合第 76 团南北夹击，卡住锦杨公

路 和 铁 路 ；热 河 独 立 团 配 置 于 第 77 团

左翼；师警卫营第 2 连配置于 331 高地，

护卫师右翼；第 78 团配置于任家沟、柞

木林子一带作为师预备队，随时准备增

援。部署完毕后，各团迅速进入预定地

域，抢修工事、运送弹药，进行战斗前的

各项准备。

战斗打响前，敌情发生了变化。据

第 77 团在公路北侧抓到的俘虏交代，原

经虹螺岘向杨家杖子增援的敌第 26 师，

在杜家屯以东遭我军阻击后转而向南，

欲与敌暂编第 60 师、暂编第 22 师第 3 团

合兵一处，向我五岭山阵地进攻。其先

头部队已经占领了虎头山等阵地。这样

一来，我第 26 师左翼已处于敌军严重威

胁 之 下 。 敌 军 兵 力 一 下 子 增 加 了 1 个

师，令我第 26 师压力骤增。

22 日，国民党军发起了进攻。敌人

装备精良，先以密集火力向我阵地急袭，

随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向山上发起冲击。

但我军指战员发扬敢打硬拼的精神，将

敌人放近再打，一次次将冲上阵地的国

民党军击退。

敌人增援心切，又组织优势兵力轮

番冲击。战至中午，我第 26 师左翼蜂蜜

沟东北无名高地、右翼 331 高地、正面的

323.1 高地等阵地相继失守。公路北侧

热河独立团驻守的千家裕一线阵地也在

与敌人的反复争夺中丢失。此时的五岭

山阵地已处于三面被围的境地。

危急时刻，我第 26 师派出第二梯队

第 78 团第 3 营，夺占了乌云山的 425.7 高

地和 311 高地，稳定了五岭山阵地的右

翼，阻止了敌人进一步向我纵深发展的

嚣张气焰，也为第 26 师随后的反击争取

了宝贵时间。

晚上，为了稳固整个防御体系，重新

夺回战斗的主动权，我第 26 师从各级预

备队中抽调出 3 个营的兵力，由师统一

指挥，对敌占阵地发起了一次夜袭，一举

夺回了白天丢失的全部阵地，恢复了原

有的防御态势。

23 日清晨，国民党军出动 2 个团另

2 个 营 ，在 两 架 飞 机 的 支 援 下 ，再 次 向

我 五 岭 山 阵 地 疯 狂 进 攻 。 此 时 ，由 于

援 兵 迟 迟 未 到 ，杨 家 杖 子 被 围 之 敌 已

全线动摇。孤注一掷的国民党军比前

一 天 更 加 凶 残 ，意 图 迅 速 打 通 增 援 杨

家 杖 子 的 通 道 ，救 出 敌 第 49 军 。 在 敌

人 的 猛 烈 攻 击 之 下 ，我 第 26 师 也 出 现

了不小的伤亡，前沿阵地几度易手，但

核心阵地五岭山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军

手 中 。 坚 守 正 面 323.1 高 地 的 第 76 团

第 5 连 ，在 第 4、第 6 连 的 配 合 下 ，浴 血

奋 战 ，打 退 敌 军 14 次 反 扑 。 其 中 第 2

排的 1 个班战至最后只剩下 3 人坚守，

阵地仍屹然不动。

敌人的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

而接连受挫，逐渐难以为继。我第 26 师

抓住时机，组织 5 个营的兵力向敌发起

最后的反攻。经过 2 小时的激战，敌人

伤亡惨重，全线溃退。

而此时，杨家杖子的歼灭战也已结

束，除敌军长王铁汉率残部 200 余人侥

幸 逃 脱 外 ，国 民 党 第 49 军 主 力 全 部 被

歼。五岭山阵地前的敌人见增援已失去

意义，只得灰溜溜地退回锦西、兴城。

此役，东北民主联军第 9 纵队第 26

师以劣势装备，阻击国民党军 6 个团 30

个小时的轮番攻击，歼敌 1000 余人，缴

获了大量武器装备，确保了第 8 纵队在

杨家杖子歼灭敌第 49 军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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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4 月，为确保淮南抗日根据

地的安全，新四军第 2师第 4旅决定拔除

位于安徽省定远县西南的杞岗和谢家圩

子两个据点，任务交由第 10团承担。

杞岗由土匪武装头目牛登峰率 200

余 人 据 守 。 长 期 以 来 ，牛 部 勾 结 日 伪

军，无恶不作，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在

牛登峰的经营下，杞岗的防御工事相当

坚固：最外层布设了密集的鹿砦，内侧

是一道宽 20 多米、深两三米的环形水

壕，壕内建有围墙，并修筑有 5 个大碉堡

和 10 余个小地堡。为了便于观察和发

扬火力，牛部还强行拆除了四周 300 米

内的民房。距杞岗不到 5 公里，就有日

伪 军 驻 扎 。 此 前 ，我 军 曾 两 次 攻 打 这

里，均未成功。故此，牛登峰自诩杞岗

固若金汤。

4 月 21 日 3 时，第 10 团以第 2、第 3

营为主要突击力量，从 7 个隐蔽攻击点

同时向杞岗发起突袭。部队经过水壕

时，几名战士不慎落水。虽不谙水性，

但为了不被敌人发觉，战士们无一人呼

救，直至牺牲。

当突击队大部通过水壕正待发起

攻击时，敌军有所察觉，用各种火器疯

狂 射 击 。 第 10 团 随 即 由 突 袭 改 为 强

攻。第 9 连率先夺取东北角大碉堡，第

7、第 8 连从第 9 连两翼相继攻入，第 4、

第 5、第 6 连 也 攻 克 了 西 南 角 大 碉 堡 。

第 10 团官兵与守敌展开激烈的白刃战，

半小时即结束战斗，歼敌 200 余人，仅牛

登峰率三四人逃走。

得知杞岗被新四军攻克后，驻扎在

谢家圩子的土匪武装谢黑头部，在据点

四周增设了堑壕和堡垒，并配足武器弹

药，严密防守。谢部共 300 余人，每当我

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时，他们就四处

抢掠，残害百姓。第 10 团奉命拔除据

点，歼灭谢部。

谢家圩子围有两道水沟，沟边均建

有 炮 楼 ，其 中 第 二 道 水 沟 上 设 置 了 吊

桥，有专人把守，可谓易守难攻。战前，

第 10 团认真研判了敌情，决定先打入敌

军内部，控制吊桥，而后里应外合，一举

将敌歼灭。不久，第 10 团第 4 连第 5 班

班长王思标利用与谢部一名李姓班长

同乡关系，成功潜入敌人内部，并争取

到李班长的支持。

7 月 16 日 0 时，李班长率部换班值

守吊桥。第 10 团第 1 营趁机秘密出击，

各连迅速通过第一道水沟，而后从李班

长放下的吊桥直扑圩内。由于我军行

动迅速，敌兵力尚未完全展开，300 余人

即被全数消灭，匪首谢黑头被俘。

为表彰第 10 团的突出表现，第 2 师

授予该团“金刚钻”光荣称号。

“金刚钻”团战旗—

攻 坚 克 难 歼 灭 顽 敌
■马砚斌 蒲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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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向杨家杖子紧急开进。 袁长立翻拍自辽西二次大捷纪念馆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