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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8 月 6 日至 31 日，人民海军

首届政治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会议

总结了两年来海军建设经验，深入讨论

了很多重要问题，在人民海军建设史上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1949 年 初 ，在 解 放 战 争 取 得 决 定

性 胜 利 的 基 础 上 ，中 共 中 央 作 出 组 建

人民海军的重大决策。4 月 23 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

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为

了统一管理各地人民海军，12 月中旬，

第四野战军第 12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

劲 光 受 命 负 责 组 建 海 军 领 导 机 构 。

1950 年 1 月，萧劲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 军 司 令 员 。 随 后 ，海 军 领 导 机 关 在

北京成立。

8 月，海军临时党委召开会议，确定

了海军建设方针：从长期建设着眼，由

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

有攻防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

力量。海军的建设路线是，在党的绝对

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

基础，吸收大量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科

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国民党原

海军人员，建设人民海军。会议还通过

了海军三年建设计划。

人民海军在诞生后的两年多里，许

多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

人员团结、技术学习、思想建设等方面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加速海军建

设的步伐，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优良传

统，海军党委决定召开海军政治工作会

议，破解当时人民海军现代化面临的重

要问题。

二

1951 年 8 月 6 日，经过认真筹备，会

议在青岛开幕。会议由海军副政委兼

政 治 部 主 任 刘 道 生 主 持 ，华 东 军 区 海

军、中南军区海军、青岛基地、海军各学

校等单位共 114 人参加。

刘道生指出，海军首届政治工作会

议主要任务是，总结交流两年以来海军

建设的经验与问题；在海军政治工作原

则和方针上统一认识，把好的经验推广

全海军。

会上，萧劲光作了题为《要以新的工

作态度对待新的事物》的报告，提出“建

设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应成为我们

一切工作的重心”，号召每名干部都要立

志干一辈子海军，生活在海洋，战斗在海

洋。他还提出了“保卫海洋国土，是我们

最神圣的任务”“面向海洋、面向岛屿、面

向战斗部队、面向群众”等口号。

刘道生代表海军党委作了《海军政

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海军政

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和要求，强调各级政

治机关必须在继承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

的丰富经验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海

军建设实际出发，大胆创造适合于海军

特点的新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

三

中央军委对海军首次政治工作会

议非常重视。朱德总司令与总政治部

主 任 罗 荣 桓 、副 主 任 萧 华 等 出 席 了 会

议 。 罗 荣 桓 指 出 ，这 次 会 议 使 海 军 政

治 工 作 得 到 加 强 ，思 想 上 有 了 统 一 的

认 识 ，要 把 认 识 与 方 针 切 实 贯 彻 到 工

作当中去。萧华同样肯定了人民海军

建 设 的 成 果 ，强 调 海 军 政 治 工 作 的 任

务，就是在部队中必须贯彻党的领导，

不断加强党的工作，使每一舰艇、每一

单 位 、每 一 活 动 都 是 在 党 的 坚 强 领 导

之下。

朱德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人民海军

两年来各方面建设取得的成绩，指出“你

们这次召开的是海军政治工作会议。海

军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海军中

保证党的领导，要使全体人员具有忠于

人民、忠于祖国的思想和严格的革命纪

律性。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

是要保证全体指战员学会现代化的海军

技术。比如，这次我看到的炮兵学校的

技术训练，采用了先进的训练方法，很具

体，很实际。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法，

应该推广。政治工作就应该在这方面作

保证，提高大家的学习热情，帮助同志们

更迅速地学会炮的射击技术。”

关于群众工作，朱德指出：“海军是

否有群众工作？我认为是有的。海军

接 触 的 主 要 群 众 是 沿 海 的 广 大 渔 民 。

海军的政治工作就应该把渔民工作做

好，从政治上文化上提高他们，他们将

成为你们的侦察队和游击队。必须记

住，有了技术，还要与群众保持密切的

联系，并得到群众的爱戴，才能获得战

争的胜利。”

最后，朱德就海军兵工生产任务中

的政治工作指出：“海军的政治工作还

要保证海军兵工生产任务的完成。海

军兵工生产主要是造船，虽然我们目前

还不能造重型军舰，但应当学会造小艇

小舰。我们有工人，有造船厂，条件是

具备的，开始也许造不好，但积累了经

验，就是将来发展的基础。”

历时 20 多天的海军首届政治工作

会议，不仅对人民海军后续政治工作产

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促进了海军各方面

具体工作的有效开展。实践证明，海军

首届政治工作会议是人民海军政治工

作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人民海军政治工作发展的里程碑
■牟光远 唐彦云 范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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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国民党军

仓 皇 逃 离 前 ，在 长 江 口 布 设 了 大 量 水

雷，进行海上封锁。一时间，上海及全

国的经济面临遭受严重破坏的威胁。

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上海

市委的要求，第三野战军指示华东军区

海军尽快组织力量，清除长江口水雷，

确保长江口航道畅通。华东军区海军

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接到指示后，立即

召开会议研究扫雷方案。

1950 年 4 月 ，华 东 军 区 海 军 扫 雷

大 队 在 上 海 成 立 ，原 第 三 野 战 军 教 导

师 参 谋 长 孙 公 飞 任 大 队 长 兼 政 委 。

扫 雷 大 队 以 解 放 军 官 兵 为 骨 干 ，吸 收

了 一 批 原 国 民 党 海 军 技 术 人 员 及 部

分 新 参 军 的 知 识 青 年 ，同 时 邀 请 苏 联

专 家 前 来 帮 助 工 作 。 大 队 调 集 多 艘

舰 船 组 建 了 海 上 编 队 ，以“ 中 ”字 号

111 舰 为 指 挥 舰 ，10 艘 25 吨 登 陆 艇 为

扫雷船。

6 月 19 日，海军扫雷大队在长江口

开始了第一次扫雷。由于 25 吨登陆艇

马力太小，在急流中不能胜任，加上扫

雷索太细，又缺少切割刀具，两周的扫

雷工作没有取得成效，于 7 月 2 日被迫

停止。

在这期间，长江口航道先后发生 5

艘中外轮船触雷被炸事件，致使航运中

断。为了清除隐患、开通航道，华东军

区指示，军区海军应在短期内完成扫除

长江口水雷任务。9 月 11 日，华东军区

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副司令员林

遵和袁也烈、副政委赵启民联名签署了

扫雷命令，要求扫雷工作于 9 月 16 日开

始，10 月 1 日前完成。

根据第一次扫雷实践，华东军区海

军对第二次扫雷进行了周密部署。在

苏联专家指导下，4 艘登陆艇被紧急改

装成扫雷艇。与此同时，苏联援助的扫

雷具也运至上海。9 月 21 日，扫雷编队

开始了第二次扫雷任务。

大队长孙公飞率扫雷编队进入雷

区。雷区分甲、乙、丙、丁 4 个区段，4 艘

扫雷艇使用 MT-3型扫雷具，固定深度 6

至 7 米，以梯次队形在 4 个雷区往返清

扫。连续十几天的作业没有取得任何进

展，官兵逐渐产生了气馁情绪。

任务万分紧急，张爱萍索性住到吴

淞军港作战指挥室。29 日，张爱萍用报

话机直接和孙公飞对话：“‘黄河’，我是

‘长江’，不要气馁，疏开队形，把乙区段

再检扫一遍！”

“‘黄河’明白，坚决执行！”孙公飞

立刻回复。当天中午，孙公飞对部队做

了简短动员，指挥 4 艘扫雷艇拉开间距，

重新驶入乙区段。

下午 1 点左右，周村舰扫雷索猛地

抖动了一下。刹那间，一个黑黝黝的铁

家伙浮出了江面。“是水雷！是水雷！”

官兵大喊起来。孙公飞拿起望远镜一

看，果然是一颗水雷。不久，扫雷编队

先后在乙、丁两个雷区各扫出两枚日制

93 式锚雷。至 10 月底，经过对雷区反

复 4 次拖扫，扫雷大队共扫出水雷 10 多

个，扫雷工作圆满结束。

11 月 11 日，长江航道宣告畅通，国

民党军封锁长江的阴谋彻底破产。华

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令嘉奖了扫雷大

队全体指战员。

“海上工兵”开刃之路
■于绍军

军史撷珍

图为周村舰扫出的水雷。 资料图片

1935 年 11 月 19 日，红 2、红 6 军团

为 保 存 革 命 实 力 、开 辟 新 的 革 命 根 据

地，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

等率领下，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等地

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一路上，红 2、红 6 军团采取灵活机

动 的 战 略 战 术 ，突 破 敌 人 的 层 层 封 锁

线，在湘黔滇边境经过 3 个多月的艰苦

转战，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于 1936 年

3 月 22 日抵达云南宣威附近。

宣威位于滇黔边境、乌蒙山边远地

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红 2、红 6 军

团领导决定趁国民党军主力距离较远，

以红 6 军团为主、红 2 军团配合，攻占宣

威县城，开展宣传群众、扩大红军等工

作，并进行短期休整。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吸取中央

红军声东击西调出滇军、乘虚进入云南

威胁其昆明老巢的教训，一面严令滇军

主力孙渡纵队在滇黔边境威宁一线防

堵；一面急调驻滇西的第 1 旅两个团和

个旧独立营等部，组成约 5 个团的兵力

为预备队，由龙云直接指挥，在宣威附

近机动堵截。

红军抵达来宾铺一带后，驻守宣威

县城的滇军孙渡纵队第 1 旅为了邀功请

赏，兵分两路从通往来宾铺的大道和东

山脚小道向红军扑来，企图依仗精良的

武器装备将红军一举歼灭。

3 月 23 日 8 时许，红军在虎头山北

侧与敌人先头部队接触。虎头山位于

来宾铺与宣威城之间，与紫灰山相连，

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占领虎头山，进可

攻，退可守。敌第 1 旅很快占领虎头山、

紫灰山、老营头等高地，给红军造成很

大威胁。红军也很快抢占了虎头山附

近的大坡山、高家村、猪街子沟一带，摆

开阵势与敌对峙。

9 时许，占据有利地势的敌第 1 旅

第 1 团冲下虎头山，向红 6 军团第 17 师

驻 守 的 高 家 村 一 带 发 起 攻 击 ；敌 保 安

第 1 团和个旧独立营向猪街子沟的红

军 阵 地 展 开 进 攻 。 红 军 奋 起 反 击 ，进

攻 高 家 村 之 敌 顿 时 阵 脚 大 乱 ，溃 不 成

军，当即被红军俘虏 100 余人；进攻猪

街子沟的敌保安第 1 团和个旧独立营

也仓皇溃逃。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

员的士气。10 时左右，红 6 军团集中力

量，分数路向敌据守的虎头山、紫灰山

阵地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前

仆后继、奋力冲杀，攻占了紫灰山部分

阵地，但敌人依托虎头山等有利地势和

优势火力拼死抵抗，使红军进攻受阻。

经过仔细观察，红军指挥员发现敌

虎头山与紫灰山两阵地中间的兵力较

为薄弱，遂在主力掩护下，派 1 个团迂回

包抄到敌阵地。经过反复冲杀，红军直

捣敌指挥所。

同时，红 2 军团第 5 师两个团选择

有利地形进行埋伏，待追剿红 2、红 6 军

团的国民党中央军郭汝栋纵队先头营

进入伏击圈后，一阵猛打，全歼其两个

连。尽管敌陆续增援，多次组织冲击，

但红军占据有利地势，始终将敌压缩在

老南山一带，使其寸步难行，有力地配

合了来宾铺主战场的战斗。

午后，滇军两个旅很快从红军主阵

地两侧包抄上来，凭借优势炮火发起反

攻。红军英勇奋战，频频出击，给敌人

以很大杀伤。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寻找更大的机动，红 2、红 6 军团于当晚

主动撤出战斗。红 2 军团向东经龙场、

格宜、宝山、田坝进入贵州，攻占盘县县

城；红 6 军团向东南经东山、海岱、羊场，

再经富源进入盘县。

虎头山一战，红 2、红 6 军团重创滇

军，歼敌 400 余人、俘虏 400 余人，缴枪

300 多支（挺）。但同时，红军也付出了

不小的代价，300 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红军的英勇气概深深地感动着当

地 人 民 。 至 今 ，当 地 还 流 传 着 一 首 民

谣：“红军战士真勇敢，浩然正气冲霄

汉；乌蒙山区转一转，甩掉敌人几十万；

虎头山上再一战，打得滇军心胆寒；红

军战士真勇敢，誓为人民打江山。”

虎头山之战
■黄 策

战 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

陈列着一块生产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手

表。它的主人是指挥黄安舰起义的舰务

官鞠庆珍。这块手表表盘直径 3.5 厘米，

正面印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与“国父”二

字，银灰色的表链上略有锈迹。

1948 年秋，青岛成为国民党在山东

半岛的一座孤城。当时，国民党当局声

称要“死守青岛”，实则暗地里做好了撤

离南下的准备，黄安舰也接到了随队行

动的命令。1949 年 1 月，黄安舰奉命试

航，为南撤做准备。面对这种严峻的形

势，前期已潜伏在黄安舰上的鞠庆珍等

起义骨干聚在一起，紧急制订起义计划，

将起义时间定在 2 月 12 日，即正月十五

晚上。

12 日，舰长被“动员”回家过节，舰

上一半士兵放假登岸。天黑后，副舰长

进舱睡觉，被起义骨干锁在舱内，70 多

名士兵被锁在底舱。随后，所有参加起

义的人员在前舱集合；鞠庆珍宣布起义，

并布置了具体任务。随即，黄安舰从青

岛栈桥附近海域拔锚起航，按预定计划

驶向连云港。

在鞠庆珍的指挥下，枪炮班长孙露

山、枪炮军士长王子良、枪炮官刘增厚及

舵工张杰等起义骨干，迅速控制了副舰

长室和通讯室，切断了黄安舰的对外联

络。

就在黄安舰驶出几海里后，一艘美

国军舰发来灯光信号询问：“你们到哪里

去？”起义官兵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鞠

庆珍回答：“风浪太大，去竹岔岛避风。”

就这样，他们从美国军舰旁巧妙地驶过，

向着解放区全速前进。13 日凌晨，该舰

顺利抵达连云港。

黄安舰起义后，国民党军出动飞机，

对该舰进行轰炸，均未命中。同年 8 月，

黄安舰前往青岛，加入人民海军行列，

1950 年初被命名为沈阳舰。

如今，这块见证光荣起义的手表早

已停止转动，但它承载的人民海军初创

时步履维艰的历史记忆，仍在岁月长河

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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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庆珍在指挥黄安舰起义时佩戴

的手表。 资料图片

1943 年 1 月 17 日，盘踞在山东沂水

青驼寺据点的日伪军 100 余人，准备偷

袭在前汉沿村休整的八路军第 115 师教

导第 1 旅第 1 团第 1 连和小河村的沂临

边联县公安机关。得到情报后，第 1 连

及时撤离，隐蔽待机。

随后，第 1 团以约 3 个连的兵力对敌

实施突击，敌仓皇退守至惠家庄西南侧

一山子高地，抢筑工事，妄图待援回窜。

第 1 团增调部队对一山子进行合围，并

以第 5 连担任主攻突入阵地，与敌展开

刺刀拼杀。经过激烈战斗，这股日伪军

被全歼。战后，第 5 连被授予“战斗英雄

连”光荣称号。

3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第 115 师

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仍保

留第 115 师番号），实行一元化领导。第

5 连随之改编为山东军区下辖的鲁中军

区第 1 团第 5 连。针对战斗中刺杀技术

薄弱的问题，第 5 连官兵展开了刺杀训

练。战士们喊哑了嗓子，练肿了臂膀，最

终练出能连刺 1000 枪以上的本领。

1944 年 2 月，鲁中军区举行军事检

阅与演练活动。由于刺杀技术过硬，第

5 连 被 选 定 为 全 军 区 部 队 示 范 拼 刺 技

术，并被授予“刺杀优胜”战旗。

9 月 2 日，日伪军在“扫荡”完滨海之

后，从莒县出动，兵分两路北窜。鲁中军

区迅速调集部队，设伏于沂水西北葛庄

地区，预备伏击北撤之敌。其中，第 5 连

所在的第 1 团埋伏于葛庄以东金牛官庄

公路两侧。

3 日 晨 ，左 路 日 伪 军 进 至 草 沟 、岳

庄，遭到我军伏击，至次日 12 时，大部被

歼，残部 200 余人逃回莒县。3 日 14 时，

右路之敌进入葛庄伏击圈内。因民兵鸣

枪稍早，察觉后的日军立即夺占葛庄东

岭高地。

我军当即与敌展开争夺高地的白刃

格 斗 ，刺 死 敌 50 余 人 ，将 其 压 制 于 岭

下。不甘被歼之敌在火炮、机枪掩护下，

连续组织 5 次冲击，均被我军击退。黄

昏，我军发动总攻，先以集束手榴弹杀伤

敌军，继而展开近身白刃作战。日伪军

伤 亡 惨 重 ，退 至 葛 庄 西 小 岭 。 次 日 18

时，被困之敌向南突围，又遭我军阻截和

追击，大部被歼。

葛庄战斗中，第 5 连官兵以必死必

胜的决心和敢于刺刀见红的气魄，白刃

对白刃，刀刀见血，招招致命。第 6 班战

士曾本义先后刺死 4 名敌人。战斗结束

后，大家发现他的刺刀都弯曲了。是役，

我军共毙伤日伪军 1600 余人，缴获大量

武器装备，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受到通令嘉奖。

解放战争中，第 5 连从白山黑水一

直打到海南岛，在万里征程中留下光荣

的足迹。抗美援朝战争中，该连在第四

次战役中表现出色，被志愿军总部授予

“二级战斗英雄连”光荣称号，记特等功

1 次。

“刺杀优胜”战旗——

刺刀见红 敢打硬拼
■蒲 元 李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