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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海上战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军解放舟山战役征船纪实

□周永章

“渡海作战，船是‘海上战

马’。当时，我军没有军舰，只

有征用民船（大都是木帆船），

为了筹船、护船，部队付出了

极大的努力，有的战士献出了

生命。”在解放舟山74周年前

夕，笔者采访了参加舟山战

役、今年97岁的舟山警备区

定海干休所离休老干部桑元

辅和几位参战老兵，再次听他

们讲述当年部队千辛万苦觅

“海上战马”的片断和故事。

渡江战役后，兵败如山倒

的国民党军将部分兵力撤往

舟山群岛，企图据险固守。当

时，国民党军在舟山有4个军

约6万人，另有海军舰艇数十

艘和部分作战飞机，不仅给

舟山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且

极大威胁着我东南沿海地区

的安全。1949年5月，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

在解放浙东重镇宁波等城市

后决定：由22军加21军划归

22军指挥的61师共4个师约

5万人，采用集中优势兵力、

逐岛攻占的作战方案，发起

舟山战役。

报废船起死回生
渡海作战必须要有船。此时，我华东海军

刚建立，仅有的几艘舰艇是国民党海军撤退时

丢下的“残废舰”，有的连开都开不起来。渡海

作战，只能征用民船作为登陆工具。可浙东沿

海的民船大都被国民党军败退舟山时掳走或

破坏了。为解决船的问题，22军党委决定：紧急

动员，多方求助；并作出了部队征船登记、用后

归还、损坏赔偿等规定。部队首先千方百计地

在宁波及附近地区找船和紧急征船。22军和宁

波地委成立了战勤指挥部，重点负责筹船等后

勤保障。时任22军战勤司令部参谋桑元辅，几

乎每天都要将收集部队筹船等情况整理成简

报送军首长阅。

当年宁波镇海城甬江对岸的震大汽车公司

旁边，横七竖八地躺着12艘破海船，其中最大的

一只船头扎进一幢破旧厂房里，船上落满了破

砖碎瓦。其他的船，每只船里积着约1米深的臭

污泥，有的上面长满杂草。这些船长期被废弃，

无人管，船上有些零件也早被人拆走。有的船只

是一个外壳，上面还有破洞。当地群众说，这些

船没人要了。65师194团修船队（由分管后勤保

障的副团长兼任队长）却看上了这些破烂货，想

让它们起死回生。有的群众摇摇头说，这些破船

3年也修不好。

“这12艘报废船都是海船，修好了可运载两

个连的兵力渡海，我们争取半个月把它修好！”

修船队12名干部战士立下“军令状”，带着 10多

个民工“拼命”干起来。

首先要挖掉船舱里的污泥，清除船上破砖

碎瓦。战士汤性德、史建新、王要成率先钻进船

舱，挥舞铁锹挖了起来，淤泥中的臭味扑鼻，熏

得人头昏目眩，但他们谁也不肯上来休息。

修船队的指战员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脱

光上衣，光着膀子干。在超强的劳动、恶劣的环

境下，有几位战士病了，发烧到39摄氏度，但他

们没有一个离开工作岗位。

船冲刷干净后，紧接着就是抢修。修船需要

的材料，特别是被拆走的那些部件，原配原装的

很难找到。民运干事杨成奎就带着有经验的修

船民工到处采“宝”，收集敌人丢下的各种旧器

材。修船队分成3个组既分工包干，又相互协作，

攻克技术难关；能修则修，不能修就改，打打磨

磨，七拼八凑……

奇迹发生了！这个团的修船队加上民工共

20多个人，凭着拼劲和集体智慧，仅用 9天时

间，将12艘破船修好了。请地方船老大逐艘验

收合格后，崭新地排列在江边，接受军师团首

长的检阅。

军长孙继先表扬他们：“干得好！”

军政委丁秋生说：“你们的行动是一种精

神，是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有了这种精神，蒋介石说我们飞不过去，

打不下舟山，我们一定要让他看看，22军是怎么

把舟山打下来的！”

围观的地方干部群众也伸出大拇指：“大军

是这个！”

194团修船队的做法和经验在部队推广后，

师、团、营迅速建立了修船队或修船组，挑选一

些有特长的干部战士担负修船任务。

护运船海上遇险
经过修船队（组）的日夜抢修，散落在宁波

及周边沿海的近300艘破船（包括国民党军败退

舟山时破坏的船）在较短时间内被修好。这些

船很快被分送给正在近海练兵的一线部队使

用。但是，千军万马要渡海作战，这些船仅是杯

水车薪！

孙继先想起苏中、苏北、鲁南等根据地人民

曾多次踊跃支前和渡江战役时皖北有位潘姓船

帮主为部队积极筹集渡江船只的情景，便连夜

修书数封，其大意是：部队渡海作战缺船，十万

火急，恳请鼎力相助！所借（征）船只，战后如数

奉还，如有损坏，保证修好或赔偿。军部当即选

派数名军代表和联络员，带着孙军长的亲笔信，

连夜赴苏、鲁、皖等地求援。几天后，军代表从皖

北传来好消息：潘船帮主承诺挑选500艘适合海

上航行的船支援部队，已在联系如何运送至前

线部队。

此前，22军文工团、各师文工队和军教导大

队已奉命组织若干个小分队赴上虞、富阳、海

宁、杭州和上海等地征集民船。

22军文工团在杭州等地征集了 40多艘中

型木帆船，组成船队从钱塘江向宁波镇海口东

海前线运送，为尽量减少和防止国民党飞机的

空袭，大都是在晚上沿江海边行船，白天隐蔽

休息。

苗发明等3名军文工团员护运的 1艘3桅帆

船，途中搁浅落单，后被汹涌的海潮冲到外海。

次日早晨，海面上突然传来“突突突”的马

达声，大家定睛一看，不远处有 1艘国民党小舰

艇正向他们驶来。怎么办？

“把所有武器都集中到船头，靠近了和他们

拼！”队员应为民建议。

“不能鸡蛋碰石头！船上所有武器就1支步

枪80发子弹，还有6颗手榴弹，能顶啥用？咱一

开枪，敌舰艇一炮就把我们连船带人给报销

了。我们不能白白牺牲！”组长苗发明一边说，

一边让两位战友到船舱里去。甲板上留下他和

3名船工。

苗发明将6颗手榴弹绑在身上，趴在船头，

用杂物把自己从头到脚遮挡好。此刻他作了最

坏的准备：敌舰艇一旦靠船或想上船搜查，他就

趁敌人不备，冲上敌舰艇，拉响6颗手榴弹，和敌

人同归于尽！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和船工！

船上的人们，屏住呼吸，等待那一刻到来。

幸运的是最坏的一刻没有到来。或许是船

上的战士隐蔽得好，舰艇上的敌人在望远镜里

观察没有发现可疑迹象，认为这只是一艘普通

的渔船；或许是敌舰艇害怕这一带海区在我军

远程火炮射程内，不敢多停留。敌舰艇在距船约

20米处便转舵加速离去。船上的文工团员和船

工如释重负，安全地把船开回目的地———宁波

镇海港口。

22军赴外地征船各分队在执行护运任务

中，除了要防敌机空袭和与敌兵舰周旋，还要与

狂风巨浪搏斗，历经千难万险。

在富阳等地征船的军文工团、教导大队部分

人员带领船工将征集的32条船运送至玉盘洋时，

海上骤起风暴，狂风暴雨凶猛扑向船队。各船人

员奋力自救，不停地用脸盆往船外泼水，同时全

力帮助船老大将船向海岸浅水区靠近抛锚……

这天夜里，担负护运船任务的军文工团分队长庄

大因（21岁）、文工团团员张瑞五（17岁）、文工团

团员吴植民（24岁）和军教导大队2位战士在与风

浪搏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爱船护船出奇招
征船，离不开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大力

支持。宁波慈溪庵东盐区船工应文兰，把家中仅

有的1艘载重60吨的机帆船驶来支前，负责登记

的部队同志问：“你这船真舍得？”他说：“阿拉舍

得，大军渡海作战，没有船不行啊！”后来在解放

金塘岛战斗时，这艘机帆船成了主攻团198团的

指挥船。应文兰亲自扬帆撑舵，保障了渡海指

挥，战后他被评为一等功臣。

人民战争靠人民。苏南、苏北、安徽、山东等

地的党政府机关也动员了大批船只和船工南

下，支援解放舟山战役。从苏、皖、鲁等地征调的

船只，为避免遭敌海空军的破坏，经华东军区首

长协调，这些船分批用火车装运到浙东前线。其

中运载渤海湾、胶州湾的船只，要经胶济、津浦、

宁沪、沪杭4条铁路线，行程1000多公里。到达杭

州湾北岸后（当时杭州至宁波无铁路），尚要翻

坝过江入海。部队称这种运船是“陆地飞舟”。通

过多方努力，22军共筹集到3000多艘船（其中木

帆船占99%）；动员4600名船工参战。

大批船只集中到前线海边后，指战员深知

每艘船来之不易，想方设法保护每艘船的安全。

部队广泛开展“爱船护船”活动，并实行“船长

制”。为了不使船遭到敌机轰炸，战士在海边挖

了几千个“防空洞”和“船坞”。指战员每当乘船

训练和演习归来，又跋“泥”涉水把船推进“防空

洞”和港河湾的芦苇丛中隐蔽起来。遇到涨潮和

大风，勇士们生怕船被浪打走、风吹翻，彻夜不

眠轮流看守船只。

战斗英雄、时任22军64师190团1营营长刘

林森觉得敌机很有可能会发现、轰炸这些船只。

经报告上级同意，他带领战士在侧翼很远的山

上精心“设计”了一重机枪阵地，又在其周围部

署了几挺流动重机枪。如发现敌机向藏、泊船的

地方飞，我重机枪就猛烈开火。不求击落敌机，

只求把敌机吸引过去。至于敌机后来轰炸的我

重机枪阵地，那是假的。确切地说，这是刘林森

为了保护船只安全，实施的“调虎离山”和“以假

乱真”计。

当时，22军部队中流行着这样一首《爱船歌》：
船儿好袁船儿好袁
船儿是俺的宝遥
爱船爱到心坎上袁
它会渡俺上海岛遥
打舟山袁为人民袁
谁都不离这个宝遥

“海洋轻骑队”诞生
22军通过开展海上大练兵，努力实现“兵船

合一”。部队于1949年8月中旬首战大榭岛大捷，

全歼国民党守军1448人，并击毙敌团长。随后，

用2个多月时间相继攻克金塘、六横、桃花等 30

多个外围岛，从西、南两面对舟山本岛形成包围

态势，震惊舟山国民党守军。蒋介石急忙抽调台

湾、金门的国民党军增防舟山，使舟山陆军加海

空军总兵力从开始的6万多人到12万余人。随着

敌情变化，我军暂停对舟山的进攻，转而充分准

备。随后，我参战部队增至20万人，需要更多的

战船保障。

“我们要造机帆船！”孙继先在动员部队继

续征船的同时，给位于宁波甬江岸边的军船舶

修理厂下了命令。

机帆船，顾名思义，就是船上有帆又有机械

发动机。这种有风无风都可以在海上行驶的船

只，当时在浙东沿海是极少见的。

船舶修理厂原来只有几十名干部战士和木

匠、铁匠，主要是维修征集来的破船和被敌机炸

坏的船。现在要造机帆船，一无厂房，二无设备

和机器，三无技术人才，其困难可想而知。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军首长的大力支持下，船舶修理厂从师、团、

营修船队（组）选调了上百名战士，并从苏、浙沿

海一带和上海、杭州等地招了部分修造船工和

技术人员，扩大了修理厂的规模。军后勤部动用

汽车、马车等各种运输工具，把缴获来的汽车零

部件、马达和机床之类的东西，能用的和不能用

的，都运送到这个新“造船厂”。

副厂长李奎是个不爱说大话、一门心思钻

研修造船业务的军人。他认真研究水陆两用汽

车，找了些造机帆船的书和图纸，向地方造船师

傅请教，又去参观停泊在码头由浙江军区缴获

送给22军的1艘“小火轮”，接着和新任孙厂长一

起组织技术骨干昼夜攻关。

经过25天的努力，第一艘中型机帆船成功

下水了。它与木帆船相比，不但速度快，且运载

人多。

这个简陋的船舶修理厂，半年之内，竟装配

出机帆船135艘。检验全部合格，一次可以运送1

个满员师渡海作战。

一艘艘载着全副武装勇士的机帆船开出甬

江，乘风破浪，驶向大海……这就是22军军史上

记下浓重一笔的“海洋轻骑队”。

1950年5月16日，华东军区首长在获知舟山

国民党守军秘密向台湾撤兵的情报后，遂令部

队发起攻击。东海洋面上千只战船竞发，追击

溃逃之敌。22军作为主攻部队和兄弟部队向舟

山本岛发起总攻。17日，五星红旗在定海城高

高飘扬。

舟山群岛解放后，22军的“海洋轻骑队”整

编为船运大队，在剿灭海匪、守岛建岛、抢险救

灾和支援舟山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部队修船队（组）在海滩抢修破损船只

部队突击队在渡海作战中，乘木帆船向敌滩头阵地发起最后冲刺

部队突击营在乘民船渡海出征前庄严宣誓：争当第一船，奋勇杀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