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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太原解放73周年

4月 24日，是太原人不能忘记的日子。73年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人
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三大主力齐聚前线，会攻太原，用
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太原的新生。太原的解放标志着
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加快了全国解放的步
伐，在人民军队和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此伟大节日”，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铭
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
的，而且有助于我们学习革命前辈的崇高精神，明确
肩负的责任，增强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再现“锦
绣太原城”盛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太原解放战役发起于 1948年 10月 5日，结束于
1949年 4月 24日，历时 202天，比辽沈、平津、淮海三
大战役的起止时间整整多出 60天，是人民解放战争
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攻坚战。一座城市的攻克
何以会持续如此之久？

一是因为配合战略决战全局，主动停攻休整。
太原解放战役始于战略决战发起之时，终于全国大
进军开始之际，是全国解放战略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与三大战役及其他重要战役环环相扣，由此决定了
战役进程必须服从全国战略决战的需要，在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指挥下推进。晋中战役后至
太原解放的 10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代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的涉及太原战役的电报、批示近
40封，大到兵团调遣、作战部署，小到信息沟通、战术
准备，全程指导战役的进程。考虑到支持即将到来
的战略决战，在晋中战役行将结束之际，中共中央要
求提早夺取太原，“使我们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兵工
和工业两大问题”。战役发起之后，中央军委多次提
出要乘胜攻城，“提早解放太原”。9月 28日，华北第
一兵团制定《攻取太原作战方案》，“战役拟于十月十
八日内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10月 5日，因阎守
军出城抢粮太原解放战役提前打响。辽沈战役结束
后，为了给平津战役创造有利条件，抑留傅作义部队
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中央军委指示缓攻
归绥，抽调华北军区第二兵团部分部队参加太原战
役，集中兵力攻克太原。11月 15日，林彪、罗荣桓、
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除暂不攻归绥外，“亦可暂不
攻太原”。考虑到“太原早克确有惊动蒋、傅，促其西
撤南撤的危险”，16日中央军委决定华北第一兵团停
攻太原，就地休整，待东北野战军入关攻击平、津时，
再攻太原。之后，太原前委发出休整指示，太原战役
转入军事围困、政治攻势、军事练兵阶段。

二是因为争取实现和平解决，推迟总攻时间。
为了保护太原这座古城和重工业城市免遭战争破
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晋中战役即将结束时，
徐向前就曾考虑过通过和平手段争取太原解放。
1948 年 7 月 16 日和 21 日，中央军委两次致电徐向
前、周士第，提出完成太原包围后实现和平解放的可
能性，并承诺任何人肯早日自拔，将保证本人及其家
属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华北军区还派出王世英
等人组成工作组劝降阎锡山。1949年 1月 24日，在
北平和平解放大局已定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中央军
委起草了关于解决太原问题的部署，再次提出和平
解决太原的可能性。此后，中共中央或中央军委连
续 6次提出争取照北平方式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为
迫使阎锡山谈判，和平接收太原，一方面中央军委电
令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配属的两
个炮兵团开进太原，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另一方面 3
次推迟攻击太原的时间，并指示叶剑英、彭真与郭宗
汾、徐丕廉、温寿泉等联系，为和平解决太原奔走。

三是因为阎军设防坚固，增大我攻克难度。抗
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为重复其“山西王”的美梦，制
定防御“百里圈计划”，加紧准备内战。阎声称“地球
不停转，工事不间断”，在太原大规模增修钢筋混凝
土等各类碉堡。在东起罕山西至石千峰，北起周家
山、关口南到武宿、小店的方圆百里范围内，构筑
5600余个防御碉堡，碉堡周围辅之以壕沟、鹿砦、铁
丝网等，控制着太原周边全部交通要点，使太原成为
中国独一无二具有完整防御体系的坚固设防城市。
临汾解放后阎又在太原城周围加固了“三不怕”（不
怕枪、不怕炮、不怕炸药炸）的碉堡工事。在阎的防
御体系中，东山防线被视为重中之重，南北宽 15公
里、东西长 30公里的东山防线内筑有各类碉堡 3000
多座，号称“足抵精兵十万”。东山作战中人民解放
军华北第一兵团每占领一块阵地，都要经过一次、两
次、三次以上的突击；每巩固一块阵地，都要打退敌
人五次、六次、七次以上的反扑。各主阵地焦土三
尺，草木摧折，手榴弹木柄敷地一层。据统计，东山
攻坚中每消灭一个敌人需重炮弹 1 发，迫击炮弹 4
发，手榴弹 8枚，各种子弹 110发，炸药 1公斤。在坚
固设防的同时，阎锡山在军队中实行“连坐法”，用特
务手段加强控制，推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

个”的血腥政策。阎还为自己做了一口棺材放在门
口，并准备了毒药，表示“不成功则成仁”，欺骗部属
为他卖命。

1948年 10月 17日，东山攻坚打响。10月 26日，
华北第一兵团同时攻击牛驼寨、淖马、山头、小窑头
等四大要塞。阎锡山幻想的坚固设防在不到 20天的
时间内全部攻克。实践证明，战场不仅是物质的角
力，也是精神的对垒。战争的终点即是人心归处，人
心才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在团结如一人的军民面
前，任何坚固的工事都阻挡不住人民解放军前进的
步伐。

太原解放战役的胜利是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
英勇善战的结果。面对坚固的防御工事，面对阎锡
山的血腥政策，第一兵团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响应
前线司令部的号召，“进一尺，不退一寸”，人人奋勇、
个个争先，争做夺取太原的英雄，赢得了战场上的主
动，减杀了阎军城防和装备上的优势。时任中共太
原前线前敌委员会书记、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的徐向前，早就
练就“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要求指战员对
敌人要狠、对自己指挥的部队在行动上也要狠，不怕
疲劳，连续作战，“坚持最后五分钟”。太原解放战役
发起后，徐向前带病返回前线指挥战斗，由于劳累过
度，导致新旧病症并发，但仍坚持不回后方疗养，边
养病边指挥战役，直到太原解放后才赴青岛治病疗
养。15纵 43旅 127团在淖马战斗中攻得勇猛、守得
顽强，连续粉碎了敌人的 11次反扑；身负重伤的爆
破英雄张玉山在牛驼寨战斗中置生死于度外，带领
爆破队员背负炸药，先后 8 次连续实施爆破，在耗
用了 1000公斤炸药后终于将庙碉炸开。太原解放
战役中有名有姓的英雄大有人在，无名无姓的烈士
也比比皆是。目前仅安葬在牛驼寨、双塔、黄坡、郑
村等七大烈士陵园的 7319名烈士中就有 3384名无
名烈士。他们为了太原的解放毫不犹豫地扑向死
亡，默默倒在黎明前夕。但正是他们用精神的力量
摧毁了守军的意志，让阎貌似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
土崩瓦解。

太原解放战役的胜利是解放区人民努力生产、
大力支援的结果。伴随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党和
政府及时在新收复区废除阎锡山的“兵农合一”，进
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改变了几千年来形
成的封建土地关系，极大调动了翻身农民生产和支
援前线的积极性。在整个太原解放战役期间，人民
群众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后勤保障任务。战役第一阶
段参加支前的民工约 30万人，战役第二阶段支前民
工约 20 万人，总攻时期参加支前的民工达到 33 万
人。在长达半年多的战役中，晋中、太行、太岳、晋
绥、晋察冀、冀鲁豫等解放区人民和后方机关，紧密
配合部队作战，在“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
血”的口号声中人扛、驴驮，源源不断把粮秣、弹药及
攻坚器材运送到前线。太原解放战役期间，共用门
板 50余万块、大梁 5.7万余根、小檩近 30万根，老百
姓家中几乎家家无门、户户敞开。如果说淮海战役
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完全可以说太
原解放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门板扛出来的。在围
困、瓦解阶段，支前民工与子弟兵紧密合作，共同开
辟与修补了 300公里公路，构筑了数万孔窑洞，为部
队度过严冬、完成围困太原提供了坚强保障。

1949年 4月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
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过大江。4月 22日
太原前线司令部对守军发出最后通牒，守军拒不投
降。4月 23日南京解放。4月 24日 5时 30分，在彭德
怀指挥下对太原发起最后的总攻，1300门大炮轰击
城垣。7时许，18、19、20兵团分 12路从四面八方攻
入城内，至 10 时太原解放，守军无一漏网。4 月 25
日，中央军委将 18、19兵团改隶一野，由彭德怀指挥
进军西北，参加扶眉、兰州、宁夏战役，解放了西北广
大地区；第 18兵团在贺龙指挥下，完成秦岭地区抑
留胡宗南任务后，挺进西南，参加成都、西昌战役，解
放了西南广大地区，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的步伐。

今天我们早已远离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长期过着和平生活，最容易患
上理想信念缺失的‘软骨病’。”越是和平时期越要学
习党的历史，用好红色资源，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共
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太原解放战役是太原地方党史
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一段光辉历程，形成了一批承
载着我们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的红
色资源，汇聚积淀成英雄太原的红色血脉，是我们奋
进新时代的力量源泉。我们要运用好解放太原形成
的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牢记领袖嘱托，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历史
和人民的新业绩。 （执笔：杨云龙、张楠）

火线上争取光荣入党
在太原战役中，广大非党指战人员和候补党员在订立战斗立

功计划时，纷纷向中共各级党委申请火线入党和火线转正，提出
了“火线入党最光荣”的响亮口号。经过诉苦教育、时事教育和人
民军队本质的教育，特别是在实际生活中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
三大民主运动与公开支部、评党员、宣传党之后，无论是翻身农民
或解放战士以及其他出身的指战人员，阶级觉悟都大为提高，亲
切体验到参加共产党是无上的光荣。因此，这些非党指战人员和
候补党员，除了决心在战斗中争取立功外，更进一步把自己的生
命、荣誉和前途等完全寄托到共产党身上，与党融为一体，请求党
在战斗中了解与考验他们，希望能获得党的批准，成为一个光荣
的共产党员或提早转为正式党员。某部重炮连郭求胜、陈功书、
郭锡瑞等 64人请求火线入党时，提出保证：“坚决听指挥，做到三
快一准，配合步兵胜利作战。”某部特务连有 31人送交了入党申
请书。非党群众郭保全说：“党员为人民服务最坚决，因此党员最
光荣。”功臣任海泉认为功臣光荣，党员更光荣。汽车队修理排副
排长张宝信，是灵宝战役解放过来的，一贯工作积极，最近他在请
求入党书上写着：“我被解放整整一年了，经过党的耐心教育，同
志们的热情帮助，我诉了苦，认识了蒋介石的罪恶，确定了今后应
走的道路。我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到底。”在进入淖
马战斗前，某团有 30余人请求火线入党，并有一些候补党员表示
要争取提前转正。他们在各个单位的动员会议上，宣布了自己的
计划与决心：“无论如何要打好仗，做好工作，争取成为一个共产
党员。”六连战士杨俊清说：“就是牺牲了，也要在党里面留上一
个名字。”以能够入党为无上光荣，情景极为动人。当他们宣布了
自己的计划后，即在“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战斗以后对照”的口
号下，在各种情况下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事迹。运城解放战士李上奎，在秋村战斗立了两个小功，这次要
争取立大功。他说：“我现在认识清楚了，这是为人民服务，为自
己解放。我要求带着机枪随步枪班突击，争取火线入党。”在战斗

中他负了伤，班长叫他下去，他坚决留在阵地继续战斗。当兄弟
部队占领了侧翼阵地后，班长说：“人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
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马上回答：“班长，请放心！就是剩下我
一个人，我也要坚决完成我们的任务。”表现了高度顽强与坚定的
胜利信心。担架班长张金华在火线上，发现彩号，就自动去抢
救。他带着一副担架，有两次因为彩号多了，他就一个一个独背，
使彩号迅速到达了后方。看护班长赵子龙，根据山地作战困难，
带领战士事先到三四里地的地方去借锅担水，并且上山拾柴，抓
紧时间消毒。彩号一到，就能喝水换药。过去烧柴，要报销许多
钱，这次节省了一笔很大的款子。在小窑头战斗中，某团九连战
士王子云把立功入党计划贴在枪托上，攻打 15号碉时，参加爆破
组，上梯子时头部负了伤，一声也没吭，完成爆破任务后，又从重
彩号手里拿过枪来，举手一呼：“九班跟我来，参加八班的突击。”
乘势猛追，歼灭了敌人。白玉春在投入战斗前，就表示决心：“有
我就没有阎锡山！”在战斗中鼓励别人：“谁要想立功入党，就在
这个时候。”他带领别人直向敌人猛扑，并叫喊：“我下了决心，一
定要实现立功入党计划！”由于他们的高度热忱与顽强斗志，使党
员与非党员更加紧密团结一致，胜利地完成了各个斗争任务。对
于他们这种宝贵热忱与高尚的要求，各级党委采取了热烈欢迎与
鼓励的态度。在战斗过程中各级党委抓紧战斗空隙，在战壕或土
窑里进行评功记好，根据个人以往与最近战斗中的表现，经过支
部及上级党委审查讨论，把那些合乎入党条件经过战斗考验了的
及时吸收入党，对于某些英勇牺牲的同志，亦追认其成为党员。
并批准了某些候补党员提前转为正式党员。这种基于阶级觉悟
的群众自发的火线入党运动，现在已经在有些部队发展成为政治
工作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了。这是部队自我教育、提高阶级觉悟
与党的威信的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众运动。同时也是激发部队作
战积极性、保证彻底完成战斗任务的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众运动。

（原载于《人民日报》1948年12月7日第二版）

欧阳黔 袁明阮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我军一部分开始向敌淖马主阵地
上的五层削壁及敌野战阵地进行攻击。当我左翼部队迅速占领
左临一个卫星阵地后，在主阵地上的战斗还是激烈进行着。从
第一层削壁发展到第二层削壁，从突破口发展到交通壕，前进一
步争夺一步。我某连李金邦突击组，进展到第二层削壁的交通
壕时，情况就困难了。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敌人利用第三层削壁
的抵抗线，拼命使用飞雷和手榴弹，构成一道火的防线。这时，
我突击连赶到。他们利用敌人交通壕内简单的工事，分散到各
个战斗岗位上，向居高临下的敌人射击。双方的火力穿梭往来，
土块与弹片到处飞舞。

战斗继续了一夜，战士们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点饭，没
有片刻休息。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了伤。突击连的弹药已经不
多，他们后方的运输线也受到敌人炮火不断的封锁，五层削壁还
只占领两层。而且天快要明了，这个突击部队将要全部暴露在
敌人的火力之下。显然，情况是非常的紧急。我们的指挥员、战
斗员，知道什么是顽强。而且知道：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敌
人依托的两个巨大的碉堡，已经被我某部密集炮火摧毁，只要我
们能冲上去，就能歼灭敌人。

五分钟，能够坚持到最后五分钟，就是顽强！就是胜利！在
作战中，突击连陈廉连长，好几处负了伤。他向战士们高喊：“你
们要勇敢冲上去，一定要完成党给予我们攻占淖马的光荣任
务！”战斗继续进行，有许多战士负伤了，但他们坚持不下火线，

仍向敌射击。全体指战员又提出：“一定要攻下淖马！”为了监视
与阻止敌人反扑，掩护该连主力部队组织对敌人的最后攻击。
突击连战士侯毛水带着五个同志，摸到距敌人三四十公尺的地
方。他们被敌人发现了，被猛烈地射击着，他们躲避着敌人的射
击前进。当他们发现敌人向东打手榴弹，他们就向西分散转移；
发现敌人往西打，他们就向东分散转移。由于勇敢与机智，他们
在没有伤亡的情形下，完成了任务。拂晓了，迎着微明的晨光，
我密集炮火和各种自动火器，向着敌人阵地发出了最后五分钟
搏斗的前奏，突击队副连长阎巨耀、政治指导员郭二小，带着战
士从右翼向敌人猛扑。英勇的爆破手王黄毛、张福祥，向这一丈
多高的削壁连续爆破成功，他们给突击队开辟了一条顺利的道
路。最后的攻击开始了，战斗在各个突破口激烈地进行着。战
士贾吉祥正在投弹的时候，看到敌人的手榴弹飞来了，他马上顺
着斜坡滚下来，等落在他身旁还不远的一颗手榴弹爆炸后，他又
立即冲上去，继续向着敌人猛扑。他的耳已被炮弹、炸药、手榴
弹震聋了，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地向前冲。

当我突击部队冲破敌人最后一道抵抗线时，孤胆的英雄们，
拿着敌人遗弃的手榴弹向敌投掷，到处猛进。并且大声叫喊：

“我们已经围上来了，赶快缴枪吧！”“缴枪不杀！”“不要跑，一跑
就要打死你！”我们后续部队从各个突破口围上来。这样，阎匪
号称铜墙铁壁的淖马主阵地就被我完全摧毁了。

（原载于《晋绥日报》1948年12月20日第四版）

太原解放大事记
●1948 年 6 月 18 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晋

中战役。8日解放清源；11日收复徐沟；20日占领晋
源，解放太原县。与此同时，晋绥军区孙超群、张达
志集团三个旅解放阳曲县大部。至21日晋中战役结
束，太原成为孤城一座。

●1948 年 10 月 5 日，太原解放外围战小店镇战
斗打响，拉开太原战役的序幕。

●1948年10月17日，东山争夺战打响。10月26
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向东山四大要塞同时发起争
夺战。11 月 1 日八纵攻占小窑头；11 日十三纵攻占
山头；12 日十五纵攻占淖马；13 日七纵攻克牛驼寨，
东山战斗胜利结束。

●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徐
向前、周士第电，指示攻占太原外围要点后进行政治
攻势。12 月 1 日，战役转入军事围困、政治攻势、军

事练兵阶段。
●1949年3月1日，中共太原市委与晋中区党委

合并完毕，晋中区党委正式撤销。赖若愚任中共太
原市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罗贵波任警备司令
员，裴丽生任太原市长。

●1949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调度准
备随军渡江南下干部的指示》。根据中央部署，截至
3 月 30 日，中共太原市委共动员组织征调南下干部
1681人。

●1949 年 3 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第 19、20
兵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总队炮一
师先后抵达太原前线，兵力达32万余人。

●1949 年 4 月 24 日，太原前线解放军发起对太
原城的总攻。10 时太原解放。太原市军管会、中共
太原市委、太原市政府等党政群机关相继入城办公。

坚持最后五分钟
——记攻占太原东山淖马阵地之战

中共中央电贺太原解放。

华北军区三大主力兵团齐聚太原前线。

支前民工把大批门板运往太原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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