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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编写说明

在国际性的反侵略的抗美援转战争中，伟大由中宙

人民志建军牢记祖宙人民的嘱托，高举起爱因主义、革命

英雄主义、囡~示主义的旗帜，国朝鲜人民军一起以劣势装

备战进了 17é势装备的、以美国为首的 16 个国家组成的

"联合国军'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为保卫祖由安全，

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作白丁出色的贡献。为铭记他 111 的

丰功伟绩，学习他的的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总结以劣 J桂

先的好史经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南京地区军队夜校协

作中心战吏组发起，并经成编审委员会，编辑《中 E 人民

志愿军人物志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 40 周年时.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强发仔。

本书所分绍的人物，主要是 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

7 月期民的志愿军萄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及所有单

位一切人晏中，为争取战争蛙利做出重大贡献，荣立战功

和获得光荣称号者。通过实事求是地介绍各种人物的突

出事迹，展示中国人民志建军战胜强敌的不朽业绩，反映

抗美援朝的先辉历程。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专家、教授、讲舟、记者、编辑，还

有不少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 f也们积极、热'比、认真，多方

牧集资料，反复核对修改。被撰写的老同志及其亲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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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撰稿人提f共资料，排局他们撰写和审稿。本书能较快

均成书，与他们积毅努方和军队由外各单位帮助、支持是

分不开的。

这部书将分卷陆续出瓶。按全百选择、黑颜重点的J京

剧分卷。各卷人物的名次排躬，志愿军领导人按职务离低

合入朝先后排列;其余人员按姓氏笔亘为序，笔画相同

者，按入朝先后编排。

编撰《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涉及茜广，收集核对

资料难度较大，加之编撰人员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之

处，敬清读者 tt~评指正，以便再版时补充修改。

编者

1990 年 7 月 10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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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学智

洪学智，安徽省金寨县人。 1913 年生。 1929 年参加斋富起义，

蜀年加入中 E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

3 抨 8 囡班长、排长，红 4 军第 10 师 29 国连长、营政治委员、自政

治处主任，红 31 军第 93 if市政治部主任，红 4 军政治部主任。参加

了鄂豫皖苏区、 )11 陡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任。拭目战争时期，

任中国人民拭目军政大学支队长、副大队长、司长，拉大第 5 分校

副校长，苏北盐阜军军司令员，新四军第 3 师参谋长、副师长，参加

了建设盐阜拭目根据地和反"扣荡"斗争。解攻战争时期，任辽西军

区高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东立野战军第 6 纵队司令员 .43

军军长，参加过四孚保卫战，辽洗、平津、衡宝、海南战授。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第 15 兵团第一爵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0 年 10

耳起参加拉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愚军哥哥令员兼后方勤务

部司令员。被朝鲜民主主义人畏共和盟授予一级自旗动章、一级自

由独立勤章。国 E后任中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主才部长、.部长，蜀

务院国防工办主任，中 E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虽，中

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雷军事委员会委员。是第一、

第二届雷防委员会委虽，第一、第五届全圈人大1'1:表，第五届全国

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高娱补中央委员，第十一、

十二届中央委员。 1985 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匮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

中央顾前委员会委员 2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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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8 月上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广

东军区副司令兼江防司令的洪学智，奉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

指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请示 15 兵团与广东军区合并中的一些问

题。 8 月 9 8到北京时，逆接他的是 13 兵团司令员又在华。 7 月莉，

邓华陋副出 15 兵团司令员调任东北边防军第 13 兵器司令员。又在

华菇他直奔时任军委爵主霜的林彪住处。林彪便向他传达了中央

军委调他去东北 13 兵西工作的决定。并要能吃过午饭就转赴东

立，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好了 13 时去东北的火车票。

洪学智在电话上需要地窍叶司令汇报了军委的决定。当时，叶

卸英对他的任职感到突然，但最后告诉他，军委已经定了，就接军

委的决定办。

洪学智离开北京的当天，林建立致信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由军委

下令洪学智任 13 兵团羁司令员。

洪学智和又在华路过比阳，作了短暂停留后便到了安东兵团部。

此时，辑鲜战局鳞息万变。他的接到党中央指示，朝鲜战争转入持

久的可能性和美帝居主义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己 B 益增大，我

国人民不能不有所准备，以免仓便应战。 8 月 13 臼，洪学智参加了

东北军区部以上于部会议，在听取大家对朝鲜战局彭势发展的分

析中了解到各军对美军作战充满了胜科信心。 18 8 ，接总参谋部
电示"抓紧准备，务于 9 月底完成一切战备工作，待命出动。"兵司

领导干部在研究贯梅这一指示时，洪学智认为，出国作战，后勤保

障特别重要，物资要从国内运去，至少需 700 辆运输汽车，驾敦员

需从全国语配，否则部队很难解决，重务人员也需迅速调配。大家

讨论后，邓华、洪学智、解方联名向朱德总司令写报告，建议组织空

军参战;增调部个兵团作为准备参战的后备力量;加强后勤机构，

主黯准备粮食、弹药、运输工具、兵站、医院，并派得力干部赴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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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情况。军委民意了这些建议。 9 月 15 EL美军在朝鲜半岛中部仁

妇|登陆后，朝鲜人民军援背受敌，情况万分急恙。金 B 成深次操、内

务梧拎一禹赴安东，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要求中国支援他们，并

向 13 兵团领导人介绍了朝鲜战况。洪学智参细了这次会觅。

朴一禹走后，洪学智等兵器领导立即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了

详细报告。接着，那华、赖传珠、洪学智、解方、杜平等开会分斩朝鲜

战局和美军动向。大家认为，美军仁川登瞌后不会停止进攻，第一

步战略目的达到后，会转兵北犯，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

我国的安全。如果党中央决定出兵支援辑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那

么，只要一声令下，部队就在立即出动。为了到时能迅速出动，洪学

智和兵团几位领导同志立即分头组织部队的军事训练、思翠教育

租各项后勤保障准备工作。

10 月 8 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电令中宙人民志愿军出兵朝

鲜，将第 13 兵团编为中国人民志器军。任命彭德捍为中国人罢志

愿军司令员兼政委。还对入朝后的纪律作了规定。 10 月 9 日，洪学

费参加了彭总在沈陆东北军区召开的会议。会上宣读了党中央和

毛主席关于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志愿军的组成及对彭恙的任命。

会后，洪学智对彭德怀说"彭总，有您挂帅，我们就胜利在握

了。n彭德怀瞪了他-D~说"你那奉承我了，我是命中注定要和苦

地方打交道。"洪学智又向彭总提出"原来中央决定先派两个军过

江，现在看来药个军力量太少，兵力不够。美军已发现我们在江边

集结，一旦他们把江桥炸掉，部队再过江就更困准了。是否考虑、四

个军一起过江1"彭总听后认为意觅提得很好，并答道马上向毛主

露和党中央报告。

10 另 11 日，彭总到了安东。洪学智首先向彭总?汇报备军的历

史情况、集结情况和作战准备情况。汇报情况后，彭总说，毛主席已

离意了邓华、洪学智等提出的理个军一起入朝的意尾。当彭总问大

家还有什么意见时，洪学智和邓华又提出 z现在看即使四个军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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