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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凝视本土 重构记忆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民众的和平呼声，疯狂发动内战，
刚刚摆脱日本侵略者魔爪的抚顺城，在1946年3月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军
队占领，物价飞涨、百业凋敝。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担负围困长
春战斗任务的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为防敌军南逃，以急行军速度直插本

溪，阻击敌人。先头部队独立十师临阵应变，改变作战计划，在夺取浑河大桥前突袭
抚顺，不仅打开部队南进通道，也使煤都抚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核心
提示

史记 SHIJI

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十师改变
既有作战计划，边请示汇报，边展开
进攻抚顺的部署，从作战方式看有
些超常规，但是从有关回忆录中，我
们注意到，当时的指挥员头脑是非
常冷静的。

首先是敌情分析，当时他们得
到的消息是，敌人向营口的退路被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从西面切
断了，第五、第六纵队已由新立屯南
下，关上了辽西敌人窜回沈阳的大
门；攻下锦州的3个主力纵队，正由
西向东、由南向北朝黑山、大虎山疾
进。那里的敌人即廖耀湘率领的国
民党第九兵团的新六军、新一军，眼
看就成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瓮
中之鳖”了。这时的沈阳市内只剩
下了周福成的第八兵团，虽然还有
11 个整师的兵力，但已自顾不暇，
像热锅上的蚂蚁。赵东寰判断，周
福成出援抚顺的可能性很小。

侦察科长报告，驻防抚顺的是
国民党沈阳守备总队第一师，刚由
地方保安部队整编而成，只有两个
团不足 3000 人，战斗力较差，加上
抚顺地方保安交警及游击武装，驻
抚敌军总数近5000人，与独十师兵
力相当。此外，抚顺的城防坚固，是
蒋介石的宠儿——“所谓党化部
队”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七师构筑的，
不论明堡、暗堡，还是核心工事，都
采用钢筋水泥。二〇七师虽已经调
回沈阳，但那些现代化的工事是永
备性的，使北面、东面有山作屏障的
抚顺市称得上是座固若金汤的军事
要塞，要攻克它很不容易。但是敌
人的注意力在沈阳以西，以为东面
没有我军主力，防守松懈。

讨论作战方案时，指挥员们也
注意到了我们一个师打敌人一个
师，不符合集中 3 倍、5 倍以上的绝
对优势兵力攻城歼敌的原则。

为此，他们在作战部署上，采取
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的战
术，并且在突破点上的兵力采取梯
次配置，集中兵力连续突破，进而
再由内向外展开攻击，同时在抚顺
四周派出少数部队积极袭击，造成

敌人“四面楚歌”的形势，支援市内
歼敌。

就这样，部署完成后，战斗在
10 月 30 日 23 时打响，东北人民解
放军独立十师二十八团在炮火掩护
下，迅速突破敌人防线，歼敌一个团
和一个迫击炮连，完全占领北山和
各制高点，并用电话向市区敌人宣
传优待俘虏政策。在向浑河南岸市
区进攻中，发生了激烈战斗，通往浑
河南岸的铁路桥和永安桥，敌人都
有重兵把守。二营五连指导员宋光
宗率突击队攻打永安桥北侧的桥头
堡，并用机枪猛射南侧桥头堡，以切
断敌人向桥北增援。经过两个小时
激战，突击队占领了北侧桥头堡，随
即冒着枪林弹雨，借助桥架掩护，沿
桥向南进攻。战斗 1 小时后，夺取
了南侧桥头堡，为后续部队打通了
向市区进攻的道路。

抚顺守敌见我军攻势猛烈，撤
至一座地下指挥所，组织火力负隅
顽抗，部队进攻受阻。解放军28团
团长段志清和政委杜西书立即组织
火力炮击敌指挥所，在我军炮火猛
烈打击下，敌军指挥失灵，外围敌人
纷纷投降，凌晨 3 时活捉敌师长周
仲达、参谋长黄普隆、政训主任罗学
琇等军官。凌晨 4 时，29 团投入战
斗，5时通过永安桥，所属3个营分3
路直扑市区，和28团合兵一处同敌
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很快占领了县
政府、电话局、矿务局、发电厂、西制
油厂等重要机关和工厂。接着，继
续向西进攻，占领了敌弹药库。

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策应
下，抚顺矿警队 200 多人举行起
义。至1948年10月31日7时许，抚
顺市区的战斗结束，抚顺宣告解放，
随即军管会下发恢复生产布告。

抚顺解放之战，独立十师以伤
亡 204 人相对较小代价，取得了毙
伤敌 500 余人，生俘敌少将师长周
仲达及以下官兵1700余人的战果；
缴获各种炮32门，轻重机枪237挺，
长短枪 3000 余支，汽车 14 辆，弹药
仓库一座。

（省档案馆供图）

我军一个师吃掉敌人一个师

专家档案 DANGAN

在南下阻击途中，临时改变计划——

东北解放军血战7小时解放抚顺
本报记者 郭 平

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军管会发布的
布告，号召抚顺人民恢复秩序，安全生
产。其实，这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次
兵临抚顺城下。

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东
北局派李涛等人到抚顺接收。当年10月，
他们来到抚顺组建了中共抚顺临时市委
和抚顺市民主政府。当年12月，为加强对
抚顺农村工作的领导，中共辽宁省分委决
定在抚顺地区成立中共辽宁三地委，又称
抚顺地委。1946年3月21日，国民党52军
进占抚顺，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上级部署，
实施战略转移，撤离了抚顺。

国民党反动派搜刮百姓，造成了抚
顺厂矿生产停滞，企业奄奄一息，整个城
市一片混乱。

李思思查到了当年《东北日报》中的
一份统计资料，很有说服力：1946年4月
上旬，抚顺市内高粱米每市斤伪满币
12.5元，市外，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每市
斤 2 元；市内猪肉每市斤 40 元，市外 22
元；市内大米每市斤 24元，市外 8元；市
内豆腐每市斤16元，市外1.5元；市内苞
米每市斤18元，市外2.5元；市内煎饼每
市斤16元，市外3.5元。

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激起了抚顺人民
的强烈反抗，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
三块石、平顶山、红庙子等地为依托，同国
民党反动派进行机智灵活的斗争，并用多
种部队的名称，扩大番号，迷惑敌人。

同时，为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新
宾县共派出520副担架队，民工3780人，
大车 50 台，输送粮食 1815 万斤；抚顺县
为部队输送了两个团的兵员，粮食 1616
万斤，为部队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经过最初的
疯狂之后，很快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
洋大海当中。在1947年的夏季攻势中，
东北民主联军三、四纵队用 5 个师的兵
力向国民党新 6 军 22 师、93 军 20 师、13
军54师发动进攻，共毙伤国民党军千余
人，俘虏 4200 余人，并且乘胜解放了一
度被敌人占领的清原和新宾。

抚顺人民热盼解放

李思思
毕业于辽宁工业大

学，现任职于辽宁省档案
馆历史档案整理处。

省档案馆研究人员李思思在馆
藏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录》中找到了
开国少将赵东寰的毕业照，他曾就
读于东北讲武堂第十期第二总队步
兵第七队。在 1948 年解放抚顺的
进程中，赵东寰将军起了关键作用。

有关档案和回忆录文章帮助我
们还原了70年前的战斗场景。

1948 年 10 月 30 日，东北已经
进入深秋时节，一支穿着单衣、浑身
汗湿、以急行军速度从北面奔来的
解放军，在抚顺章党附近的浑河边
突然收住了脚步，这是奉命南下的
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十师。作为先
头部队，他们的任务是直插本溪，截
断沈阳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从
海上逃跑的退路。

就在这时，一个紧急的师党委
扩大会议也在进行当中，参加人员

有师长、党委书记赵东寰，副政委蔡
明，副师长邓忠仁，参谋长王玉峰以
及走在先头的28团团长段志清、政
委杜西书等同志，他们开会的目的
是决定部队下一步的战斗部署。

当时辽沈战役已经取得了重大
战果，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
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余万人，
俘获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10
月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
率部 7 万人投降，长春宣告和平解
放；10月 26日至 28日，我军又在黑
山、大虎山一带围歼廖耀湘兵团 10
万余人。解放军在东北地区进击国
民党反动派军队已成破竹之势。

接到南下打本溪、阻击敌人的
命令后，部队战斗热情非常高，指战
员 们 边 走 边 动 员 ，互 相 督 促 着 ：

“快！快！慢了就打不上大仗了！”

“东北就这一仗了，打好解放东北的
最后一仗！”独立十师在赵东寰的率
领下于10月23日从长春出发，以急
行军的速度8天走了300公里，奔到
浑河边。

侦察部队报告，河水深1.3米至
1.5米左右，岸边结有薄冰，徒步涉水
困难，附近没有船只。同时，侦察参谋
报告，在抚顺市区有三座桥，一座是铁
路桥，两座是公路桥，均有敌人把守。

怎么办？
部队的任务是去打本溪，但浑

河桥在敌人手里，不打下抚顺，部队
就不能迅速过河。如果强行徒步渡
河，在当时寒冷的天气里，势必要冻
伤大批还穿着单衣的指战员，增加
非战斗减员。此外，大炮、车辆、物
资、弹药也过不去。架桥过河，起码
需要三四天时间，这样劳师费时，必
定贻误战机，不可能迅速拿下本溪，
夺取鞍山。

转打抚顺？但是上级没有这个
部署……

经过分析讨论，大家最后达成共
识：用徒涉、架桥的时间打下抚顺绰
绰有余，拿下抚顺比拿下本溪对沈阳
的敌人威胁更大。

在讨论中，赵东寰还引述了毛
泽东同志关于指挥者可以依据客观
情况灵活地执行命令的思想，增强
大家的信心。最后这次会议决定，
进攻抚顺，边打边向兵团请示报告。

各团干部回到部队后，原来向
南的纵队，立刻掉头成为向西的横
队，铺天盖地，扑向抚顺城。

一个紧急的师党委扩大会议，改变了原定计划

1949年2月28日，抚顺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布告。（局部）

1948年春节，抚顺翻身农民给政府拜年。

抚顺市各界举行游行庆祝活动。

抚顺电报电话局的布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