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31日 星期三
编辑：苏艳红 11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军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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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瓦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西北
战场转入外线作战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这场战役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从1948
年2月22日开始，至3月3日结束，全歼
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29军1个军部，整
编第 27 师、第 90 师 2 个师部，第 24、
31、47、53、61旅等5个旅，共2.8万余
人。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局势，并影响中
原形势，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
有利的条件。

蒋介石在我战略进攻打击下试图集中
兵力，同我争夺中原，挽回败局。他从西
北战场抽出裴昌会兵团，令其配合刘峙兵
团对我中原陈赓兵团作战。同时，令胡宗
南除在我陕甘宁边区内固守延安、三边、
陇东等战略要点外，以重兵集结于洛川、
宜君一带作为机动兵团，力保延安并阻止
我军南下。

榆林之敌相当狡猾，难以在短时间内
攻克，且该方向不是西北敌人的要害，攻
下此处也无法有力配合中原陈赓兵团作
战。如果我军再次西进陇东、三边，再打

“二马”（马步芳、马鸿奎），可利用胡宗
南与“二马”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但
西进路途遥远，补给困难，不便于我军集
中。

因此，只有南出陕中，配合陈赓兵团
对抗胡宗南才最为有利。胡宗南部系西北
敌军主力，虽经我连续打击锐气已挫，龟
缩延安、洛川、宜君、宜川等地，但仍是
西北战场之大敌。

战争实践证明，毛泽东主席指出了正
确的作战方向。西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主
席指示，取得宜瓦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大

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缜密分析部署，确定作战对象和战

场。决定在南线攻打胡宗南后，有3个作
战对象和3个战场可供选择。

一是打延安。攻占延安，政治影响
大，且是在边区内作战，有利条件多，但
不符合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
针，不能有力配合中原陈赓兵团作战。而
且，该地守敌有2个旅，工事坚固，易守难
攻，不利于速战速决。

二是攻洛川。这一方案虽能够将战争
引向国民党区域，且该地确是敌之要害，
但敌人在此集中4个旅，也不易达到速决
全歼和配合我中原作战之目的。

三是围攻宜川，设伏打援。该地虽系

国民党区域，但紧靠边区，群众基础较
好。敌人工事虽坚固，守城兵力却相对薄
弱，又较孤立，仅有不足1个旅把守。如
果我军围攻宜川，位于洛川、宜君的敌刘
戡兵团必来驰援，这就便于我军集中优势
兵力，在运动中将其歼灭，达到有力配合
中原作战的目的。

刘戡进援宜川，有3条道路可行。一
是沿洛宜公路，经瓦子街至宜川。这条路
可最快到达宜川，也便于重兵器运输。二
是沿洛宜公路，经石堡至宜川。这条路至
宜川的距离是上一道路的两倍。三是沿宜
川以北，经金狮庙梁的山间小路至宜川。
走这条路，遭我伏击的可能性虽小，但要
翻山越岭，重兵器也无法通过。我军判

断，胡宗南从全局安危出发，急于增援宜
川，必令刘戡取捷径沿第一条道路驰援。

据上述分析，为稳妥可靠，我军在选
择伏击战场和兵力部署时，3条道路兼
顾，重点放在敌人增援可能性最大的第一
条道路上。结果不出所料，敌人沿第一条
道路进入我军预伏的战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
东主席一贯主张“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
上以十当一”。整个西北战场当时有敌军
38万人，我野战军只有7.5万人，战略上
敌众我寡。就宜瓦战役而言，敌3万人，
我7.5万人，本次战役中敌寡我众。在宜
瓦战役的围城打援和攻城歼敌两个阶段，
由于我军在关键时刻适时转用兵力，形成
了绝对优势。特别是在战役主要突击方向
和主要突破地段上，我方优势更大。在宜
瓦战役中，我军坚决贯彻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取得巨大胜利。

西北野战军原计划二纵由晋南西渡黄
河后，直取韩城，得手后视敌情再取郃阳
（今合阳）、澄县等城。后审时度势，及时
改令二纵北上参加打援战斗。这样，除以
地方部队牵制其他敌人外，西北野战军主
力5个纵队全部集中于一个战场，从而保
证迅速全歼敌人。

宜瓦战役中，我军共歼敌 2.8 万余
人，毙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和整编第
90师师长严明。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
进攻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这一胜利有
力策应了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在
中原战场的作战，使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
重大改变，为西北野战军直指关中创造了
条件。 据《中国国防报》

1948年西北首捷

改变西北战局的宜瓦战役

1948年3月2日，我军攻克宜川西门。

20世纪中叶，冷战开启了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间的全面较量。相对其他领域的对
抗，始于 20世纪 60年代初的“粮食战
争”鲜为人知，却为美苏争霸时代的终结
埋下伏笔。

产量不足 受制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家于“战争

财”的美国，将粮食贸易作为外交手段来
控制反美集团，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曾表
示，“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
而从战火中走向强大的苏联虽拥有全世界
最多的耕地资源，却因斯大林将成为超级
工业化国家作为发展目标，使农业成为

“配套产业”。
为集中优势力量在工业领域与西方竞

争，斯大林在农业领域推广工业领域的经
验，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要求土
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国有化。这在一定程
度上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自20世纪
40年代起，苏联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到
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粮食产量仅为
1940年的40%。新任总书记赫鲁晓夫意
识到，粮食已成为苏联国家安全的软肋。

在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国内展开
轰轰烈烈的拓荒农耕运动，粮食产量在5
年内增加近6000万吨。因未触及国有化
和生产工具公有化等核心问题，农业出现
复苏迹象后又陷入低增长率的怪圈。同
时，不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大规模垦荒也造
成土地肥力下降，1962年起，粮食出现歉
收。曾占据世界粮食出口总量45%的苏
联，出现了第一次粮食危机。

“牛奶和面包”最终逼迫赫鲁晓夫动
用黄金储备进口粮食。美国则趁火打劫，
要求苏联低价出口石油以换取1200万吨
粮食出口援助。此举从粮食和能源两大领
域卡住苏联要害，大量低价抛售的原油致
使苏联能源经济遭受重创。

粮食进口 治标不治本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粮食连年歉

收，特别是1972年的自然灾害加大其粮
食缺口，苏联不得不停止向加盟共和国提
供谷物，国内面粉市场也出现断供。

为避免重蹈覆辙，苏联动用国家资源
开展粮食抢购“暗战”。一方面，外交部
对外宣称，苏联将于1972年迎来近20年
的最大丰收。另一方面，美情报机构也闹
出一个大“乌龙”，其搜集的卫星图片显
示，苏联各个产粮区“到处都是金灿灿的
麦田”，坐实了苏联的宣传。

上述消息引发美国各地粮商抛售囤积
的粮食。苏联还暗中通过美大陆谷物公司
等商业公司向美农业部发起游说，各路采
购员以低价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分批买
走大量粮食。资料显示，这段时期，苏联
低价采购粮食近3000万吨，苏联粮食紧
缺状况得以缓解。

大规模采购的成功让苏联在两国第二
轮博弈中赢回一局，让美国政府“吃了大
亏”。苏联的大量采买行为间接导致美国
内农产品和肉类价格大幅上涨，其中肉价
上涨 36%以上，国际粮食价格也上涨
50%。这让美国政府大为光火，随即出台
对苏粮食出口限令，要求出口量超过800

万吨时，需向华盛顿报备。
这一计划的成功，促使苏联一面继续

通过正常渠道购买粮食，一面暗中通过第
三方与美国粮商进行大量交易，并加大从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的力度。
有赖于此，苏联又成功度过了1977年的
国内粮食危机。

勃列日涅夫政府虽然通过粮食进口度
过数次危机，但忽视了农业体制改革，外
汇储备也被大量动用，其将粮食安全寄托
于对手的做法，为美国实施战略反制留下
了隐患。

积重难返 危机爆发
20世纪80年代，美国借口苏联入侵

阿富汗，卡特政府宣布对苏联实行部分粮

食禁运，并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结
盟。苏联政府被迫大量动用外汇黄金储
备，并加大对美商界游说力度。卡特“围
困计划”效果不彰，反致美国农场主利益
严重受损，在次年的大选中败给里根。

苏联外汇空缺，贷款额积压严重。20
世纪90年代初，全球粮食歉收诱发粮价高
涨，负债670亿美元的苏联陷入无款可
贷、无处购粮的窘境。

面包和食盐的紧缺打乱了正常生活秩
序，时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
表示，他曾驱车到莫斯科大大小小的面包
店察看，但货架全是空的。民众不满情绪
加重，美国和西方则趁机煽动“政治变
革”，动摇了苏联的根基。

据《中国国防报》

美苏的三次“粮食战争”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大
量开垦荒地以
求粮食增产。

大革命失败后，广西农民运动领袖韦拔
群等继续领导农军在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
等县坚持斗争。1929年5月，蒋介石挫败桂
系军阀后，任命原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
分别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公署”主
任兼军事特派员。7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
（当时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到广西，同张云逸
等开展广西工作，与俞、李建立了较密切的
合作关系。9月上旬，中共广西省委员会根
据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决定建
立工农武装和苏维埃政权，将广西省委改组
为中共广西特别委员会，雷经天任书记。9
月，张发奎联合俞、李反蒋，俞、李率3个
师进攻广东。俞、李刚到桂平，因3个师全
部叛变，反蒋彻底失败。在此情况下，共产
党掌握的武装，根据邓小平和中共广西特委
的决定，立即从南宁开赴右江和左江地区，
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准备武装起义。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雷经天、
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广西警备第4大队、
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在百色举行起义，成立
了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中共红七军前敌委
员会书记、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下
辖3个纵队，约3000人。

1930年8月，部队发展到近万人，将第
七军所辖3个纵队改编为第十九、二十、二
十一等3个师。9月后，主力转战黔、桂、
粤、湘、赣五省边境，经大小战斗百余次，
行程1.2万里，于1932年2月进入中央革命
根据地，以后编入红军第三军团。

据《光明日报》

百色起义
1935 年 5月 3日，红军渡过金沙

江，主要是和国民党川军的刘文辉所属
二十四军作战。

尽管蒋介石曾告诫刘文辉“以据险
扼守，迎头拦阻与分兵设伏在隘路之内
节节腰击是为主战”，但刘文辉认为蒋
介石早就想插足川康地区，薛岳所部的
目的不仅为了跟追红军，还有顺便吃掉
自己部队的意图，如果以自己的部队和
红军较量，无疑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
利。刘文辉既想保存实力，又想在表面
上应付蒋介石，因此制定了对付红军的
十六字方针，即“只守不攻，尚稳不
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

由于有上述的“分析”，刘文辉在
兵力部署上不把重点布防于金沙江沿
岸，而在会理、德昌、西昌摆成三线，
并且前轻后重，意在保存实力。他委派
许剑霜为川康边防第十六旅旅长，率兵
一个团和一个营驻德昌，负责在西
（昌）、会（理）正道上阻截红军，为了
预防红军不走西会正道，或由西面的盐
源或东南的宁南前来，又在这两个地方
摆了一些牵制部队，以许剑霜的一个营
驻盐源。然后命令自己的几个侄子刘元
璋等人率重兵分别驻守西昌、会理、德
昌等城市。

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在皎平渡
渡过金沙江后沿西会正道北上，于
1935年5月7日进入会理附近。5月12
日，中央红军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
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并

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运用他在川军
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
为全军开路。

为迅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
佯攻理城，不久绕城而过，于5月16日
抵德昌。守德昌的正是川康边防军第
16旅旅长许剑霜。许剑霜与国民党川
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是四川讲武堂同
学，关系不错，但他不是刘氏家族，常
受排挤，刘元璋的兄弟刘元瑭、刘元琮
就常想把许剑霜的部队“吃掉”。德昌
原仅驻有许剑霜旅的一个营，原因是刘
元璋初意不守德昌，以免分散兵力，后
来禁不住当地最有势力的封建大族张家
的连番告急，只好派许剑霜带一个团前
往加强防守力量。

许剑霜和刘伯承渊源颇深。他是四
川泸州人，1920年9月在四川陆军讲武

堂毕业后，分到川军第二混成旅刘伯承
团，因作战勇敢，练兵有方，深受刘伯
承器重，迅速擢升至营长。1926年12
月，许剑霜参加泸州起义，他竭力拥戴
刘伯承为起义军总指挥，经刘伯承、潘
自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
后，许剑霜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几
经辗转，在川康边防军任旅长。

红军到会理外围后，刘伯承得知许
剑霜在红军前进途中防守，立即写一亲
笔信派人送进德昌，希望不要阻击红军
北上抗日。许剑霜见信后，派亲信副官
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
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
否，许剑霜当即认定这是“默许”，于
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
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一军团第
一师第一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后红
军路过西昌，有掉队伤病员200余人被
邓廷旅所俘，也经许剑霜说服，被全部
释放。

得到许剑霜给红军让路的消息，刘
元瑭、刘元琮马上提出严厉处分许剑
霜。但刘元璋害怕刘元琮把许剑霜的两
团人马吃掉后，接着没准会吞并自己，
于是驳斥刘元瑭、刘元琮说：“哪有通
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这
样，许剑霜利用刘氏家族间的矛盾，在

“借路”给红军后也没有得到处分。
1937 年，经中共川南工委介绍，

许剑霜恢复组织关系，从事统战和秘密
军运工作，并于抗战全面爆发后前往延
安。 据《人民政协报》

刘伯承向川军“借路”军史故事

刘伯承的画像。

军事档案

四渡赤水
时间：1935年1月19日～3月31日
地点：川、黔交界的赤水河
双方：红一方面军；国民党方面周浑元、吴奇伟两部8个师，

湘军3个师，滇军3个旅，川军12个旅，桂军3个师，黔军3个师。
结果：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

截。
意义：坚定的战役决心与灵活的战役行动相结合的典范；以少

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这场战役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毛泽东军
事思想从此走向成熟。

直罗镇大捷
时间：1935 年

11 月 20 日～11 月
23日

地点：陕北直
罗镇

双方：红军第
一、十五军团；国
民党东北军5个师。

结果：毙敌1000
余人、俘虏 5300 余
人。

毛泽东：直罗
镇一仗“给党中央
把全国革命大本营
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平型关大捷
时间：1937年9月25日～9月27日
地点：山西省灵丘县西南平型关
双方：八路军第115师；日军板恒征四郎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

一部。
结果：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全部辎重车辆。
意义：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的首战大捷，同时也是全国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

百团大战
时间：1940年8月20日～12月5日
地点：华北地区
双方：八路军105个团，日伪军。
结果：毙伤日军第三十五师团步兵旅旅长；阪田泰次郎少将以

下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虏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
意义：开辟了敌后战场新局面，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

策”和“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梦想。

辽沈战役
时间：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
地点：东北战场
双方：东北野战军，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
结果：歼灭东北“剿总”及所属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

整师及地方部队计47.2万人，俘虏国民党军少将以上军官186名。
意义：辽沈战役的胜利，抢占了战略先机，使东北野战军成为

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解放区成为巩固的战略后方。

太原战役
时间：1948 年

10 月 5日～1949 年
4月24日

地点：太原市
双方：解放军

华北野战军，国民
党晋系军阀。

结果：全歼守
敌１０余万人，拔
除了国民党反动统
治在华北的最后堡
垒。

意义：太原战
役的胜利，标志着
山西全省解放，结
束了阎锡山对山西省长达38年的统治。太原的解放，标志着华北地
区的彻底解放，推动了全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淮海战役
时间：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
地点：长江中下游地区
双方：华东、中原野战军，国民党刘对集团主力一部。
结果：歼敌55.5万人。
意义：淮海战役是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从根

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
程。毛泽东欣喜地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
定，全国局面也基本上解决。

平津战役
时间：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
地点：华北地区
双方：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傅作义集团。
结果：歼敌52万人。
意义：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

的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发生了根
本动摇，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渡江战役
时间：1949年4月21日～5月2日
地点：长江南岸
双方：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国民党军汤恩

伯、白崇禧两集团。
结果：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
意义：渡江战役是继三大战役后，向全国进军作战的开始。它

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华南、西南大进军奠定了
胜利的基础。

金城战役
时间：1953年7月13日～7月27日
地点：抗美援朝东线战场金城以南地区
双方：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国军”。
结果：志愿军一举突破了敌人4个师25公里；防御正面，突

入敌纵深15公里，收复土地167平方公里，毙伤俘敌6.13万余
人。

意义：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
的实现。 据新华网

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上十大经典战役

群众庆祝太原解放。

直罗镇战役。

史海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