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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有计划有准备的迁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
中 央 对 东 北 工 业 建 设 寄 予 厚 望 。
1950 年 3 月 3 日，毛泽东在从莫斯
科返回北京的途中特意经停沈阳，
向东北地区广大党员干部发出号
召：“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希望
你们搞好这个工业基地，给全国出
机器，出专家。”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
由于新中国约 80％的工业集中在东
北，其中的半数以上又在东北南
部，即辽宁省，而辽宁和朝鲜只隔
着一条鸭绿江，因此中国领导人一
面密切注视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一
面也同时命令解放军东北边防军做
好准备。

自 8 月开始，美军军机多次飞
越中朝边境进入中国领空袭扰，严
重威胁到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安全。

面对不断迫近的战争威胁，东
北局于 8 月 30 日向中共中央汇报朝
鲜战况时指出，东北的工厂集中在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几
座城市，距离中朝边境不远，面临
敌机空袭的危险，建议把上述地区
所有工厂和设备疏散至中苏边境。
一是便于从苏联进口物资器材，二
是美军不敢贸然轰炸这一区域。

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就该问题
组织相关人员磋商，听取各方意
见。9月1日，周恩来召集中央财政
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重工业部部
长李富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
谋长聂荣臻等人商议此事。经过紧
急研究，参会人员一致认为，东北
工厂暂时无法全部疏散，但为了提
防局势恶化，可以尝试搬迁一部分。

对此结果，毛泽东表示赞同。9
月 3 日，他电复东北局：“工业迁
移，问题甚大，以从积极防空着
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为
宜。”同时要求东北方面迅速派人来
京接洽，制定详细计划。

经过中央、地方相关负责同志
夜以继日的努力，9月14日，《东北
工厂迁移问题的意见》 出台。《意
见》 指出：迁移工厂的目的并非消
极疏散，而是要在黑龙江地区新建
一个工业基地，与辽宁工业基地形
成南北呼应之势。《意见》还对迁移
方针作出明确指导，必须“有计划

有准备地迁移”，不得仓促草率。

从迁厂到重建仅用百日

《意见》出台的第二天，美军从
仁川登陆，10月 7日，悍然越过三
八线，将战火引向中朝边境。8日，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组成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命令》，决定出兵援朝，并
于当天批准东北工厂迁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东
北局迅速拟定北迁工厂名单。除去
短期内无法迁移的钢铁、化工等工
厂外，决定以军工、机械、电工、
纺织、橡胶、造纸、机车七大领域
23家工厂作为首批迁移对象。

迁移的第一步是准备工作。为
了避免惊动敌人，中共东北局决定
必须在短期内做好所有准备工作。
这次迁移涉及近20000名职工，7000
件设备。在各厂党委的宣传动员
下，广大职工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热
忱踊跃响应。各厂车间纷纷成立

“战地小组”，采取生产小组包干
制，对平日管理的机器设备包拆、
包装、包搬、包运，为保证迁移日
夜奋战，按时完成准备工作。

10月底，各厂相继抵达指定地
点。此时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
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新厂址虽
然占地广，但是地处郊外，环境恶
劣，厂房多系临时改造，并不适合
工业生产需要。有顺口溜形容当时
的困难：“四角炮台迎风站，七幢营
房掉瓦片，抬脚过沟坎，厂外狼奔
走，提着木棍上班来。”面对困境，
职工们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发挥主
人翁精神，一面修缮厂房，一面搬

运机器，一面改善生活环境，用最
短的时间将人员、设备安排妥当。

11 月中旬，重建工作有序展
开。在滴水成冰的冬季，他们在拆
卸、运输、安装机器的繁重任务
中，发挥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和积极
性，克服自然环境给迁厂工作造成
的困难，为尽快复厂、生产而努力
工作。已完成搬迁的工厂相继召开

“爱国主义建厂竞赛”动员大会，提
出用 100 天时间，完成建厂投产目
标，用竞赛的方式支援抗美援朝。
在改修厂房工作中，组织大批的木
工、瓦工顶风冒雪及时地改修厂
房、宿舍。省、市领导组织机关干
部，工会号召并带领工人，义务劳
动抢运砂石，为改修工程提供帮
助。电业工人克服一切困难，以最
快的速度架设供电线路，保证电力
供应，使“南厂北迁”的工厂顺利
地完成了厂建任务……有工人编了
一首快板激励大家：“寒风只当电风
扇，乘雪搬运更轻便，哪管零下四
十度，定要百日把厂建。”广大职工
掀起建厂竞赛高潮，有 5 家工厂在
1950年年内完成重建。至1951年 6
月，参加“南厂北迁”的工厂基本
全面投产。

用双手创造人间奇迹

“南厂北迁”后，各工厂为保证
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军用物资和武
器设备的供应，全力投入支援抗美
援朝的运动中，前方需要什么，工
厂就生产什么，把工厂变为支援抗
美援朝的后方战场。

对于这段艰苦岁月，那些经历

者无不感慨万分。哈尔滨电机厂原厂
长白杨在回忆工厂重建时激动地说：

“那个时候，没有谁要加班工资，更看
不到奖金，到处洋溢着火一般的热
情，时时听到胜利的欢笑声。有了这
种革命精神，千难万险脚下踩，人间
奇迹双手创。”

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原副厂长高
连城在回忆往昔经历时感慨道：“前方
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把‘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化成了
每个职工及其家属的自觉行动，充分
体现了中国人民‘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的民族精神。”

“南厂北迁”扩大了东北地区的工
业生产能力。哈尔滨、齐齐哈尔、牡
丹江、佳木斯、鹤岗、北安等城市的
工业基础、城市布局和人口数量、经
济格局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南厂北迁之前，哈尔滨、齐齐哈尔
等主要城市均为消费型城市，除了少
数水平低下的近代小型工业企业外，
只有少量日伪时期服务于军事目的的
重工业企业。南厂北迁彻底改变了黑
龙江地区这种落后的经济局面。由于
南厂北迁，齐齐哈尔市区人口增加约
14 万人，1952 年工业产值比 1949 年
增长4倍多；哈尔滨1951年工业产值
比1950年增长6成多，到1952年，黑
龙江省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已经
初步形成了一个工业省份，为抗美援
朝前线生产大量急需物资。黑龙江省
委原书记赵德尊指出：北迁工厂带来
的熟练工人、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
为随后“一五”计划期间黑龙江大型
企业的建设打了一个好底子。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
史教研部）

1950年东北地区的“南厂北迁”运动
盛雷

1946 年 7 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
12万人的兵力，在南通至泰州一线大
举进犯苏中解放区。我华中野战军(以
下称华野)在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
指挥下，奋起迎战。

宣家堡、泰兴战斗结束后，国民党
军判断华野主力已西进，如皋城空虚，
急令第四十九师全速推进，企图占领如
皋。为继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华野
首长于 7 月 15 日晚决定主力挥师东
进，乘敌四十九师于运动之中和立足未
稳之际，诱至如皋东南地区予以歼灭。

命令下达后，华野将士不顾疲劳，
实施远途奔袭，一夜强行军一百几十
里，急速向如皋以南地区开进。在沿途
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和掩护下，及时到
达如皋城东南地区，抢占了战场先机。

对此，敌四十九师丝毫没有察觉，
师长王铁汉还信誓旦旦地向上级保证：

“三天拿下如皋城。”该敌于17日兵分
两路，左路第七十九旅进至宋家桥、杨
花桥地区，右路由师部率第二十六旅进
至鬼头街、新庄地区。

18 日拂晓，华野主力 5 个团截断
敌军退路，将敌师部及二十六旅全部压
缩于如皋以南20余里的鬼头街、田肚
里地区。随后，华野部队向敌人发起猛
攻，先后占领林梓、鬼头街、丁堰等
地。敌人仓皇迎战，战至 19 日上午，
华野部队接连突破敌人的防线，占领敌
四十九师师部驻地田肚里及其以南外围

村庄。王铁汉见孤立无援，各部队陷于
混乱，只得于当日下午率领残部拼命向
南突围，企图向七十九旅靠拢。

华野第一师立即全线出击，第七纵
队和华中第一军分区特务团同时从北面
密切配合，将敌师部和二十六旅全歼于
田肚里以西地区，仅王铁汉和两个排侥
幸突围，逃至敌七十九旅驻地。

正当王铁汉喘息之际，华野第六师
两个团已经切断了敌第七十九旅的退
路。18 日拂晓，该师由南向东北攻
击，第七纵队担任防守如皋县城的部队
则由北向南配合第六师的攻击行动，歼
敌一部，将残敌压缩、包围于宋家桥、
杨花桥地区。19日，六师又调集两个
团参加攻打杨花桥的战斗。20日，华
野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奉令配合第六师
的攻击行动。战至21日夜，歼灭敌七
十九旅大部。王铁汉不仅向上级、还直
接向南京求援。华野司令部原拟于次日
集中一、六两个师全力总攻，此时，王
铁汉的求救却意外产生了“效果”，南
京严令各路国民党军救援。对此，华野
首长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对七十九旅残
部的围歼，于23日拂晓主动北撤。如
（皋）南战斗结束。

此役，我华中野战军歼灭敌四十九
师万余人（其中俘虏6000余人），缴获
各种口径炮约200门、轻重机枪500余
挺、长短枪 4000 余支、子弹 30 万余
发、电台16部、骡马315匹。

华野部队追打“铁汉”
刘超峰

1941年 8月初，新四军第五师师
长兼政委李先念接到报告：驻孝感地区
的日伪军活动频繁。李先念将打击孝感
敌人的任务交给了第五师十三旅。

十三旅是五师的主力作战部队，旅
长周志坚马上派侦察员对孝感敌人进行
了侦察，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情况：孝感
城内设有敌人的补给仓库，由伪县政府
人员、伪保安队和日本宪兵队300余人
负责防守，兵力比较薄弱，但驻守在孝
感西北方向飞机场及城北火车站的日军
警备队有近千人，可随时增援孝感城。
孝感城的城墙和城门均毁于战火，但守
敌自恃有警备队的保护，只是在城外架
设了数道铁丝网，在城门处安排了伪军
岗哨。

周志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于8月
8日晚间对孝感城发动突袭。8月8日
上午，周志坚挑选了4个精锐连队，加
上旅部手枪队，共计600余人，由他率
领执行这次突袭任务。

当夜22时许，周志坚率部抵达孝
感城外。他将主攻方向选在西门，其他
三个方向皆为助攻，并在城北专门布置
了一支阻援力量。23时许，周志坚一
声令下，西门外的新四军突击队干掉了
岗哨里的伪军，大队人马涌入城中。其
他三路也顺利突破城门，直扑设在城内
的敌人仓库和营房。

战士们很快就冲到了日军营房的院
子外。日军岗哨刚要喝问，就被一颗飞

来的手榴弹炸倒。由于当夜天气炎热，
大半日军都坐在院子里乘凉，有的日军
还出去闲逛。听到爆炸声，院内的日军
赶紧关闭了大门。新四军机枪手立即把
机枪挂在脖子上，踩着战友的肩头跃上
房顶，然后把枪口对着院内一顿扫射，
掩护战士们搭起人梯翻入院墙，将敌人
压制在几个角落里。百余名战士紧跟着
冲进院内，消灭了院内的大部分敌人。
残敌被迫退入一个碉堡，企图固守待
援。新四军战士由于缺乏攻坚重武器，
一时间战事呈现出胶着状态。

与此同时，另一支新四军部队攻克
了伪保安队的营房和仓库，敌人除少数
被击毙外，其余均在“缴枪不杀”的怒
吼声中乖乖举手投降。

周志坚随部队来到城内，一面指挥
十三旅战士将敌人的十几辆运输卡车尽
数烧毁，一面命令战士将缴获的汽油桶
滚到日军碉堡下，然后开枪引燃。碉堡
内守敌顿时被烤死大半，有几个拼命突
围，也被新四军击毙。

此时，敌人警备队听到孝感城方向
的枪声赶来支援，途中遭到新四军阻
击，无法前进。周志坚得到报告后，命
令战士们在打扫战场后迅速撤离，大批
带不走的食盐、布匹、棉花等物资放在
街头，让城内群众自行取用。

几个小时后，援敌赶到孝感城。此
时周志坚和战士们已经押着俘虏，携带
大批战利品返回了根据地。

周志坚率部夜袭孝感城
常红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大
举进犯山西。鉴于忻口是太原的“北
大门”，国民政府为保卫太原，准备集
结兵力在忻口展开会战。为给忻口布
防争取时间，第二战区命令晋绥军六
十六师一九六旅迅速开赴忻口以北15
公里的原平镇，坚守7日。

9 月 30 日，一九六旅在旅长姜玉
贞的带领下进驻原平城。10 月 1 日，
日军先头部队到达原平城外，姜玉贞
立即决定上演一出“空城计”：他命令
部队在城内各个要点部署阵地，又命
令在10月 2日凌晨打开城门。敌人见
状，以为中国守军已经连夜逃跑了，
就派300名骑兵先行进城“接收”。谁
知骑兵刚一进城，城门突然关闭，一
九六旅枪炮齐鸣，很快就将敌人的先
头部队消灭。首战告捷，一九六旅士
气空前高涨。日军恼羞成怒，下令对
原平城发起猛攻，一九六旅拼死抵
抗，在城外和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
战。姜玉贞白天亲临第一线指挥，夜
晚巡视阵地，鼓励官兵杀敌报国。有
时亲率小股部队进行夜袭，出其不意
地打击敌人。他脖子上挂着两颗手榴
弹，哪里枪炮声密集就出现在哪里，
所到之处，士气无不大振。

鏖战 6 天，日军始终不能踏进原
平一步。战至10月 7日傍晚，姜玉贞
见坚守 7 日的任务已完成，此时的一
九六旅已伤亡过半，弹药也所剩无
几。正准备撤退时，第二战区又给他
发来电令：再坚守原平 3 日。姜玉贞
立即回电：“誓与原平共存亡！”

10 月 7 日深夜，日军调集大炮反

复向原平城内轰炸，守军伤亡惨重，
但坚守不退。10月 8日，日军调来飞
机轰炸，并集结炮火轰开城墙，攻入
城内。一九六旅官兵同日军展开激烈
巷战，终于打退了敌人。在随后的 3
天里，一九六旅在姜玉贞的带领下，
和敌人展开血战，日军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战至 10 月 10 日，一九六旅只剩
下不足 1000 人。姜玉贞下令收缩战
线，把部队集中起来，固守全城东北
角的一片院落。日军发起进攻后，姜
玉贞命令士兵爬上房顶墙头居高临下
向敌人射击，守住了阵地。当晚，姜
玉贞接到了撤退电令。而此时，该旅
5000 人仅剩下 200 余人，排以上军官
几乎全部阵亡。

姜玉贞命令幸存的官兵从城墙上
预先挖好的一条地道突围，自己带领
卫兵殿后。敌人发现中国军队突围
后，立即出动坦克、装甲车和骑兵四
处搜索。当时姜玉贞他们刚突围不
久，就被日军发觉，出动步兵、骑
兵、坦克追了上来，再次发生战斗，
一发炮弹炸伤了姜玉贞，卫兵赶忙抬
起他撤退，但姜玉贞认为这样行动太
慢，目标又大，会连累大家，坚持不
从，让卫兵快走。就在这时，敌人坦
克离他们只有几十米远了，姜玉贞拼
命挣扎着要卫兵放下他，并说：“全旅
弟兄差不多都倒在这儿了，我要陪他
们。”卫兵只好把他放下。姜玉贞隐蔽
在附近的庄稼地里，开枪阻击敌人追
兵，掩护士兵突围。战斗中，姜玉贞
中弹殉国，年仅43岁。

姜玉贞率部誓死守原平
王贞勤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到世界各
国游历，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
情况，在耳闻目睹飞机的发明、发展
和应用情况后，他深感这一当时最新
科学技术在军事上和国家建设上的重
要作用，认为“飞机一物，自是大利
于行军”“飞船 （即飞机） 练习一
事，为吾党人才中不可缺，其为用自
有不可预计之处”。

1910年孙中山到美国后，立即
指示当地同盟会会员组织有志青年学
习飞行技术和飞机制造技术，筹办飞
机制造公司，以便日后为祖国服务。

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增强革命力
量，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各国华侨纷
纷出钱出力，并组织华侨革命飞机团
回国参加革命，大大增强了革命军声
势。湖北军政府航空队、华侨革命飞
机团、上海军政府航空队等，都是响
应孙中山的号召为支持辛亥革命而成
立的。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后，极为重视回到南京的华侨革命
飞机团，特别拨地开辟南京演武厅为

飞机场，任命李绮庵为飞行队长，对
清帝退位起了很大的威慑作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出走日
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策划反袁斗争。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首次
出现在战场上。孙中山也对飞机的作
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飞机为近世军
用最大利器”。他在《中华革命党革命
方略》中，明确指示要在海军部下设

“飞机科”，负责关于“飞船、飞艇之编
制、配备”“飞船、飞艇之制造、修理、购
买”“飞船、飞艇之调查、研究训练、奖
励”等事项。

旅日期间，孙中山一面要求海外
中华革命党人购置飞机，一面积极奔
走，筹建办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
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将中华
革命党航空学校校址设于日本滋贺县
近江八日市町冲野原，由周应时、夏
重民负责学校事务工作。学校有教练
机3架，学员从各国华侨和留学生中
招收。当时，有100多名来自美国、
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华侨和留学生报

名，经选拔，录取了47人，其中飞
行班30余人，机械班10余人。孙中
山曾多次接见学员，勉励他们用“航
空救国”的思想武装自己，学成后为
国效力。学校于 1916 年 5 月 4 日

“开训”，聘请国际友人为顾问、教练
和机械员，教授“飞机各部名称和功
能”“电工学、飞机设计和飞行原
理”等课程，指导学员进行“高速滑
行训练”。

袁世凯称帝后，护国运动迅速展
开。1916年5月，孙中山发表《第二次
讨袁宣言》，并在山东组建了中华革命
军东北军，任命居正为总司令。中华革
命军东北军各部在山东各地和袁世凯
的部队激战。为了加快战争进程，孙中
山决定使用飞机助战。他指示中华革
命党航空学校迁回山东，“一面续行训
练，一面参加作战，以壮起义军势”。正
当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积极准备迁校
时，袁世凯暴毙，但北洋军阀依然继续
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采取敌对态
度。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师生100多

人，遂按原计划携带飞机及设备抵达
山东。

航空学校师生在潍县县城郊外修建
了机场和机库，并改名为华侨义勇团飞
机队，飞机队队长由骑兵队长吴光梅兼
任。飞机队有 3 架飞机，下设 3 个小
队，每队有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

华侨义勇团飞机队曾多次执行侦察
敌情、散发传单、投弹轰炸等任务。8
月初，飞机队配合地面部队攻打济南，
散播传单近万张，并将炸药和雷管填装
于卷烟空罐中，制成炸弹，向济南城内
的督军府投弹。对守城的北洋军产生了
极大的震慑作用，鼓舞了中华革命军的
士气。

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宣布遵守
《临时约法》。孙中山随即电告居正等，
主张息兵谈判。谈判期间，北洋军阀部
队还特别派出代表到革命军处，恳求飞
行队“不再轰炸”。

经过谈判，双方于 9月 21 日在潍
县举行了签字仪式。签字当日，义勇团
飞机队仍在潍县上空驾机飞行，进行训
练。北洋政府试图将飞机队收编。但飞
机队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宣布就地解
散，其成员前往上海中华革命党党部，
3 架飞机寄存青岛。1916 年 11 月 15
日，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正式宣布解
散，部分队员被孙中山送往国外继续深
造。护法运动开始后，留在国内的队员
追随孙中山前往广东。

孙中山创办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
贾晓明

1950年10月5日，中共

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战略决策。为了配

合这一决策实施，中共中央

于10月8日发布命令，将一

部分位于沈阳、大连的工厂

向北迁移至哈尔滨、齐齐哈

尔，短期内在黑龙江地区新

建一个工业基地，史称“南

厂北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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