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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婷 记者 赵汗青

渡江战役是解放

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

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

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

役，也是中国人民革命

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

一次强渡江河进攻战

役。铜陵是渡江战役

的主战场之一，也是江

南地区解放的第一座

县城。近日，记者回访

了渡江战役铜陵登陆

地，并寻访到当时参加

战斗的解放军老战士，

试图还原江南解放第

一城历史原貌。

经合肥休整前往铜陵

1949年 4月20日，消息从南京传来：国民党政府拒

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破裂。按照既定

的部署，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

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南岸发起强大攻击，打响了震撼

中外的渡江战役。

马全忠老人回忆说，“1949年4月19日下午4点多，我们

的队伍从陈瑶湖出发，向大通镇方向行进，天黑时抵达目的

地，就在那里驻扎下来，进一步侦察对岸敌情，摸清了敌军

碉堡的具体位置、数量，为渡江做最后的准备。4月20日

晚，在确定我军驻地与敌军之间隔着的江心洲铁板洲上没

有敌军和军事障碍之后，我们从驻地动身，趁黑成功登上铁

板洲。当晚9时，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开始渡江。”

马老回忆，4月20日晚，天气非常好，是晴朗的天气，

江上没有风，江面非常平静，战士们凭借照明弹的光亮

顺利划船前进，大约用了半个小时就登上对岸。“岸上布

防的敌军知道大势已去，只放了几炮就仓皇出逃了。战

士们一鼓作气冲上岸去，士气高昂，呼声震天。我记得

当时我们还唱了许多军歌，其中就有‘向前向前向前，我

们的队伍向太阳……’这首。”

上午8时，人民解放军顺利占领铜陵县城，这是渡江

战役发起后人民解放军解放江南的第一城。

马全忠说，上岸后，他们立刻展开搜索，没有发现敌

军的踪迹。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早在渡江战役打

响之前，驻守在此的国民党军官就已动摇了军心，感觉

到时日无多，于是提前将值钱细软都收拾好，开战之前

就往南逃窜了，剩下的是一些散兵游勇，早已溃不成军。

渡江时的背景

时间把我们带回62年前。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

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三野战军及四野一部，以百

万之师乘胜南进，饮马长江、威慑江南、虎视钟山，拉开了

渡江战役的序幕。奉命担负第一梯队突破敌江防任务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集结在安徽省无为县长江北岸

一线，准备横渡长江天堑，歼灭对岸的敌人。早在3月初，

27军的79师235团（即赫赫有名的“济南第一团”）1营3连

就跟随部队抵达这里，为渡江南进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渡江第一船登岸

时间指向了20日晚。20时30分，是渡江战役的发起

时间。上级规定：不能吹号、不能用信号，后面的船只能跟

着前面的船行动。

20时 15分，全团的船都上了江面。为做好随时出发

的准备，团长王景昆下令：“船只整理好，听令开船！”

当命令传到3连时，通讯员传错了口令，省了“听令”

两个字，变为“船只整理好，开船！”

一声令下，3连2排排长率该排所乘的船首先冲出，犹

如离弦之箭，直向江南岸射去。岸上的营长董万华一见大

声呼喊：“回来，回来！”但此时要回去已不可能。

2排5班所乘的船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冲在最前面，5

班的战士们横下一条心，高喊着：“死也要死到南岸上去，

同志们冲啊！”经过激烈的战斗，5班率先登岸，应立首功；

但误传命令提前15分钟开船，违犯了军纪，如果后续部队

不动，3连的几条船就会全军覆没。因而“渡江第一船”将

功补过，从此隐姓埋名。直到纪念渡江战役50周年的时

候，经过安徽省和27军党史部门的调查和考证，沉寂多年

的“渡江第一船”才英名重现。

两座第一船纪念碑

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点纪念碑在芜湖市辖范围

内立有两座，一座于1989年4月20日立于三山区（当时为

繁昌县）的保定街道团洲夏家湖附近江边大堤旁，另一座

于1999年4月立于繁昌县荻港镇新河行政村板子矶自然

村西北离长江南岸边30余米的板子矶上。

在繁昌县荻港镇板子矶率先登陆的则为4月20日晚

17时，53岁的巢县（今居巢区）船工张孝华，带着儿子张友

香驾着自家的7吨“巢县港1065”号木船，冒着纷飞的炮火

和瓢泼似的弹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80师26名勇

士由长江北岸无为县泥汊最先送到长江南岸板子矶靠岸，

使这支部队第一个登陆，也使板子矶成为“百万雄师横渡

长江天堑的最早突破口”。

1999年，繁昌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板子矶再建百万雄

师渡江第一船登陆点纪念碑，2007年5月被命名为县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89年4月20日，为了纪念渡江战役，在夏家湖江堤

外侧的堤坡上竖立“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点”纪念

碑。1996年12月，中共繁昌县委、繁昌县人民政府为了把

它作为学校“德育基地”，将这座纪念碑移到江边公路外侧

一个长、宽约1.5米，高约0.6米的水泥墩子上。

究竟哪一个登陆点是渡江第一船？我们尚无法考证，

也无需考证，因为渡江精神是一致的，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铜陵渡江风云起 江南解放第一城
老战士追述解放铜陵前后细节

62 年前，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渡江战役的胜利，

加速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进程。毛泽东亲自为

新华社撰写消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在

这篇文章中，芜湖作为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主要突

破口之一被几次提及。而人民解放军“渡江第一船”在

芜湖境内登陆，更是使芜湖被载入了中国近代革命史

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在渡江战役中，百万大军千帆竞发，是哪条船最先

到达长江南岸的呢？

追寻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

记者 王小雨 张火旺

在铜陵市义安新村小区，记者找到了当年参加渡江

战役解放铜陵的老战士马全忠。

马全忠老人1929年出生，今年已经82岁了。他祖籍

淮北濉溪，1949年 1月2日，马全忠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成为21军63师189团1营的一名战士。马全忠

所在的部队当时就驻扎在濉溪县，离淮海战役的主战场

萧县很近，所以，参军不久，刚刚20岁的马全忠就参加了

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

1949年2月24日前后，马全忠所在部队经过休整，接

到命令，开始从山东出发，前往合肥，在合肥驻扎了两个

月，为渡江做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铜陵市党史办提供的材料显示，中央军委于1949

年2月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

华东、中原地区部分地方武装共约120万人，在由刘伯承、

陈毅、邓小平、粟裕组成的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下，准备于三

四月间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沿江防御之国民党军。

旱鸭子战士苦练划船
“参加渡江战役的是二野和三野，当时我在三野，由

于当时二野的人手不够，所以，我们三野的战线就从安庆

一直拉到江阴一带。”马老说。1949年3月 15日前后，部

队开始从合肥出发，大军徒步前进，后沿着安庆的长江堤

岸行进。3月27日前后，大军抵达今天的陈瑶湖一带并

驻扎下来。当时的马老已经是通讯一班的副班长。“我们

驻扎在陈瑶湖就是为渡江做训练，我们8个人是乘坐一

条小船渡的江。”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的意图和要求，24军开

始了渡江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动员，物

资、技术准备等，尤其是广泛发动群众，摸清了船只和船

工的情况。至渡江战役发起时，全军共筹集各型船只

1043条，还自己动手，制作简易渡江器材。

战士大都来自北方，只听说过划船，根本就没划过

船。部队又请来当地渔民讲解如何使用船桨，在水上要

注意哪些事项，告诉他们这段江面的水情等等。“尽管上

船之后站都站不稳，更别提战斗了，但战士们训练得非常

刻苦。”马全忠说。

训练爆破，以求快速登陆
铜陵市原史志办主任郑少裘介绍说，铜陵段沿江防线

近百里，有多处洲滩夹江，地形复杂。敌人为阻止解放军

渡江，在铜陵部署了重兵，组成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

面对严峻的敌情，解放军侦察敌情后发现，敌人在登

陆地段的江岸设置了像铁丝网和梅花桩一类的障碍物，

让船只无法靠岸。于是，部队就强化训练登陆。为了破

除障碍物快速登岸，战士们设计制造专门适合登陆的爆

破筒，用一节竹筒，里面装上炸药，放上引线，然后将竹筒

绑在一根长约2米的竹竿上，在小船接近岸边时，由船头

的一名战士引爆爆破筒，船后部的战士则在他拉引线的

一瞬间，将本来前行的船只突然向后划，以防止前面的战

士受伤。“因为生平第一次接触船只，而且要在船只前行

的惯性作用下突然让其后退，水上很难控制，战士们反复

练习，付出了很多努力。”马全忠告诉记者。

“一鼓作气冲上岸去”

24军副军长皮定均在侦察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