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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一村《游五家渠》一诗有感。

华士飞

读2000年9月27日《兵团日报》，得知老领导刘

一村游五家渠，兴致极高，并挥毫赋诗。刘老年届九

旬，对军垦事业仍一往情深，令我等晚辈感奋不已，不

揣浅陋，步原韵学赋一首，以表对革命前辈的敬仰之

情。

大军进新疆，倥偬岁月稠。

当年新四旅，功勋炳千秋。

戍边且屯垦。创业在庭州o
m m

引乌w济青湖吲。春水万世流。

今游五家渠，美景不胜收o



附刘一村原诗

昔日五家渠，而今万户稠。

年9月27日《兵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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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友

解放战争中，七七一团编到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新四旅(后改为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十

七师四十九团)，在彭总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纵横驰骋在西北战场，参加了许多

著名战役。解放兰州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战。在兰州战役前，毛主席、朱总司令指示一野：

兰州一经解放，你们必须乘胜追击河西走廊的残敌。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部队征

尘未扫，在彭总的指挥下，我们第六军同第三军、第四军一起，挺进河西走廊，追歼国民党

军残部解放大西北。

穿越古代丝绸之路

七七一团9月3日离开兰州北渡黄河，踏上新的征途。部队每天走七八十里，经平城

堡、松山城，翻过乌鞘岭，16日抵大靖。部队继续前进，20日进到武威(古凉州)地区。这

里北临大沙漠，千里浩瀚，南依祁连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中间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狭

长地带，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河西走廊。在这里，有稀疏的居民点，有大片的沙漠、戈壁，古

长城和兰新公路时而平行，时而交叉，这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从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千余

年间，大量的中国丝织品都经过这里西运，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多通过此路；这也是我国

内地连结新疆的纽带和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河西地区由于国民党政府、封建军阀的

长期压榨、盘剥，当地生产落后、经济贫困，部队行进路上满目荒凉，人民饥寒交迫，食不果

腹。衣不遮体。这凄惨的情景，激起了干部、战士的阶级同情心，纷纷把自己仅有的替换衣

服、鞋袜和干粮袋里的余粮，送给沿路的贫苦群众。这也进一步激起了部队打倒国民党反

动派，解救人民的豪情。 。

河西走廊地贫人稀，村庄零落，缺水缺粮，风沙迷漫，部队连续行军，走沙漠，越秃岭，

涉小河，依靠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一切困难踩脚下。团领导和政治机关号召干部、党员

帮助群众，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帮思想、帮生活、帮行军，保证不掉队。各级干部千方百计

使战士吃饱睡好，每到一处督促战士烧水洗脚。六连(在冀南根据地时被群众誉称为“铁

帽二中队”)有个解放入伍的战士，行军中滑倒，把随身带的雷管压炸，负了几处轻伤，班长

替他背着枪弹、背包、干粮袋，扶着他跟随部队前进。部队在大路上行进，有时连或排聚成

方队，边走边讲各地的胜利消息，表扬好人好事，大家谈古论今，讲故事，说笑话，互相拉唱

歌，歌声此起彼伏，指战员们斗志昂扬。九连被评为“千里行军巩固部队模范连”。



凭吊西路军浴血战场

部队沿河西走廊行进，看到许多往年的战斗遗迹。这是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五

军、九军和三十军共21000余人，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创建根据地，伺机打通国际

路线的浴血战场。这些来自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孤军深入，与

优势敌人反复拼搏，无日不战，冒白刃，餐风雪，不畏牺牲，不怕流血，英勇奋战4个多月，

消灭马家军25000余人。但是，在后期，我军遭敌重兵袭击、包围，无根据地作战，人员和

装备只有消耗而毫无补充，终于弹尽粮绝，人员伤亡惨重而失败了。他们在红军战史上写

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革命

部队。

七七一团卫生队长易毅同志是当年西路军失败时的一位幸存者，当时他跟随李先念

等首长率领的千余人队伍，突出重围，沿着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向西跋涉，经40天艰苦转

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新疆。可是这支千余人的队伍，只剩下几百人了，易毅同志是

这里边的一个，这次西进中他成了很好的解说员，向大家介绍当年自己的见闻。武威、四

十里铺这一带有许多弹痕枪眼，据说西路军曾在这里坚守阵地，奋战3天，杀伤敌两千余

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也奋勇参战，临危不惧，血战到底。在永昌城，红军曾用水浇城

墙，把它冻成冰墙，杀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并击落敌飞机一架。在山丹，红军多次击溃进攻

之敌。我们部队在行军途中，常遇到一些西路军失败后流散的男女战士，各级首长都亲切

地进行慰问，请他们讲解当年英勇杀敌的情景，向他们介绍目前的大好形势。当他们知道

七七一团也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时，感到特别亲切，向亲人们诉说西路军失败后自己的悲

惨遭遇。团的领导和机关给他们留下银洋、粮食、衣物等，鼓励他们团结群众，努力生产，

建设新中国。沿途的耳闻目睹，使部队受到深刻的教育，要学习西路军艰苦奋斗、英勇顽

强的优良作风，要为西路军战友们报仇，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大西北。

大开洋荤。空运迪化(乌鲁木齐)市

部队长途跋涉，10月初到达酒泉地区。北京刚举行了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布“中国人

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干部战士群情激奋，欢声笑语，庆

祝胜利。在这里还传来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归向人民。这一个又

一个喜讯鼓舞着部队，要迅速西进，把五星红旗插到祖国的西北边疆。

在酒泉，我们第六军奉命脱离第二兵团，转隶第一兵团，进军新疆。部队全面展开了

进军新疆的思想教育和各项准备工作。这时内地正是金秋季节，此地却已进入初冬，新疆

是个什么样子?大家有许多疑虑。有的传说新疆冷时解小便须用棍子打，不小心要冻掉

耳朵；夏天沙地里能烤熟鸡蛋，墙上可以烙饼。有的听了当地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

不于，往前戈壁滩，往后鬼门关”，怕回不了内地老家；也有的说，新疆汉人少，女人少，语言

又不通，担心找不到老婆，当一辈子光棍等等，不一而足。团党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在部队

中深入进行了形势任务、民族政策和城市政策的教育，组织去新疆进行调查回来的先遣人



员向部队介绍情况，请易毅同志介绍自己在新疆的亲身经历，都很有说服力。同时，部队

发了防寒的被服。经过教育，大家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早就有我党的工作基础，有占全

国六分之一的土地，人民勤劳，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是我国的边防重地，需要我们去建设，

去开发，从而扫除了疑虑，提高了责任感，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进疆的光荣任务。战士们说：

戈壁滩虽冷我不怕，新疆虽远我为家；一片忠心为人民，愿将白骨葬昆仑。

新疆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隐藏在起义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和国民党特务，阴谋策划起

义部队叛变，一些匪徒仍四处骚扰，无恶不作，需要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上级命令七七

一团(四十九团)为第一批部队空运新疆。干部战士感到任务光荣，任务重大，说过去只是

挨敌人的飞机打，这次要坐飞机开洋荤了，大家很高兴，但也有人怕飞机掉下来或撞到山

上。部队进行了乘坐飞机的常识教育，1949年11月6日起，部队开始在酒泉分批空运，

12日全团到达迪化市，担负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开始了部队征程的新起点。

揭开了新疆历史上新的篇章。

七七一团(四十九团)初到迪化市，驻在建新营房(原盛世才的监狱)，除担任守备、警

卫和巡逻值勤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和进行春耕生产准备。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

漫天飞雪，遍地坚冰，部队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有的挨家挨户掏粪，清理街上的垃

圾，广积肥料；有的踏着及膝的积雪，勘察土地。1950年初，团长张江霖、政委穆博彦带领

广大干部战士拉片石，准备修水渠。军师首长也常来参加拉片石的队伍。从三甬碑到安

宁渠三十多公里，大家拉着爬犁，排着长龙，穿过迪化市大街，踏着雪地行进，身上挂满了

冰凌，汗水浸湿的衣服冻成硬梆梆的“铠甲”，呼出的热气凝成白须和白眉。实际行动是最

好的宣传，广大群众和起义官兵，把解放军的行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人们在街头巷尾议

论：“共产党的官和兵一样劳动，真是改朝换代了!”“这真是延安来的汉人，我们各族人民

可信的朋友，亚克西!”“世道变了，新疆变了。”这有力地打破了敌对分子妄图把我军饿出

或赶出新疆的美梦。迪化市许多居民、学生，甚至一些太太、小姐也上街和部队一起扫雪、

清垃圾，有的还参加我们拉片石，军民关系，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部队先

后调出一些干部到起义部队工作，到地方上建党、建政和建立群众团体。建设新疆，开发

新疆，从这里开始了。

选自《铁流征程>



屯垦准噶尔

罗元发

1950年元旦前夕，一场大雪，巍峨的天山闪烁着鳞甲般的银光，家家户户的窗户玻璃

上都结上了厚厚的雪花。然而，在迪化六军党委会议室里则热闹非凡，王震司令员来到我

们中间，他对我们说：“同志们，毛主席给了我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我们到新疆后，

主要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要屯垦戍边，一手拿枪j一手拿镐，开展生产运动，减轻人民

负担，肩负起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生产队的光荣任务0 yl王司令员的话音



1949年，曾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员的陶峙岳将军，在南京

政府电令驻新部队除留一个旅担任防务外，其余内调的关键时刻，由于陶将军早已厌恶内

战，同时，考虑到新疆地处边疆，情况复杂，军人撤走一旦发生变故，将会危害国家，贻害十

万官兵和新疆各族人民。因此，他以种种借口明拖暗顶，拒不内调。为此，南京政府断然

停发了他们官兵军饷。正当危难之际，毛主席派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同志密赴迪化，向他转

示张治中的电报，阐明我党中央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让他相机行动。9月25

日，陶将军率部起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那天清晨，我只带了侦察科长王正臣同志，一起随军垦处秘书张泽林前往陶将军公

馆。我们用过早餐后，便同乘一辆美式吉普车出发了。

车子通过南梁、三甬碑，很快就到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新疆第一个水库——迪化红雁池
水库。水利工程师刘宗赞同志早已恭候在那里。我们下车一看，水库大坝上下散乱地堆

着无数片石，土红色的水泥遍地抛撒，整个工地一片狼藉。陶将军皱了皱眉头，显得十分

痛心的样子望着我，为了冲淡此时尴尬的局面，我不太介意地说：“好像还没有完工吧?”陶

将军无限感慨地说：“红雁池工程没完没了，”他指着大坝叹息着，“用金子也垒得起来罗!”

刘工程师补充说：“钱确实花得很多，可要⋯⋯”将军激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国民党就是腐

败!包工头肥得使人担心他的肚皮都会被撑破的哟!”他生动地比喻，说明了一个严肃地

问题。

我们站在红雁池水库大坝上，风不断地从雪山顶上刮下来，透着一股寒意。我看看这

水库所处的地理位置，倒是十分优越，便问道：“这座水库能蓄多少水啊?”

“计划五千万立方米，”刘工程师回答说，“不过，从没蓄够设计容量。”

“为什么?”陶将军追问起来，“怪不得军垦处王信文处长总告你们不放水哟!”

“关键是大坝工程没全部竣工。”

眼下的一切都十分清楚了，我对他们说：“好吧，就让咱们一起共同来完成这一任务

吧!”接着，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明年五月放水以前竣工怎么样?”

我的这些话，使在场的几个起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听愣了。他们虽然嘴上没说什么，显

然从他们疑虑的面部表情和瞬息的沉默来判断，他们各自的心里都会这么想：谈何容易

哟!是啊，我们共产党人干工作，从来都没有想得那么容易。资金、人力、材料、工具⋯⋯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去积极创造、去解决。

后来，我们还察看了高闸、低闸，特别是在引水渠那里，我们停留的时间虽然短，但我

们谈的事情却很多。这里是天山雪水从乌鲁木齐河引进红雁池的唯一通道，而这一段又

大多是土石垫方。处在高寒地带的新疆，冬季低温寒冷，引水渠易于冻冰，积压的冰块会

很快阻塞而无法疏浚。一旦坍塌，库容之水既会造成水灾，也浪费了容蓄的水源，给开荒

生产用水造成很大困难。陶将军见此，对刘工程师嘱咐道：“要注意啊!”

我只简单地提到：“水不足，明年生产就不能保证。请你们把各自的聪明才智拿出来，

尽快搞个设计方案!”

已到晌午，陶将军还兴致勃勃地邀我再去查看和平渠。我们从燕儿窝到八户地，走走



停停，停停看看。对水渠的流量、渗漏，乃至坡度，总是品头论足地谈论。凡是有关生产和

水利的问题，大家都很感兴趣。我指着那与其说是水渠，倒不如说是戈壁滩上的自然流水

沟槽差不多，问道：“能通过多大的流量?”刘工程师说：“最大六个水(即6立方米／秒)。”

我又问他：“能不能再大些?”

刘工程师摊开双手，颇为遗憾地说：“就是六个水，也从来没敢放过。再大，渠就冲垮

啦!”

“你们哪，你们⋯⋯”陶将军非常激动地指着他们。

“是不是可以把渠再扩大些，水的流量不就增多了吗?”我用探讨的口气问道。

“扩大!加固!解决的唯一途径，只有石砌渠堤。”刘工程师说罢停了一会儿，显得无

可奈何的样子，又提出一个问题“可这石料呢?”

一连串的问题给摆了出来。我想，石头嘛，山里有的是，我们动员部队开山采石不就

行了。然而，刘工程师还是将信将疑，他又问我：“就算你上山采集了石头，这么远的路程，

用量又如此之大，怎么运到工地?”

刘工程师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陶将军沉默着，也在思索着。我想了一下指

出：其一，我们可以请求上级派一些车辆拉运；其二，就是靠我们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罗!

时间在思索和沉默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突然，陶将军侧过身来，若有所思地对我

说：“罗元发将军，我倒有个土办法，不知可取不可取?”接着他讲道：“过不了多少时间，就

要下雪了。大雪封山，道路光滑，新疆老乡的爬犁就可大有用处了，到时候部队一出动，就

是三国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是无法比拟的了!”听了他这番建议，我们确实感到茅塞顿

开，便说：“好!陶将军的建议是个好办法。”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拉石头修建和平渠

1950年2月初，我从军区开会回来，推开办公室的门，见桌子上放着一张布告。我仔

细一看，上面套红的醒目大字是：“修建和平渠动员令。”下面一排小字是：“1950年2月1

日于迪化本部。”嗬!十七师的领导同志闻风而动，程悦长、袁学凯、张世功、冯配岳、李凤

友等同志真是几员战将!我默默地想着，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军直属队也不能落后啊1

1950年2月21日，北风呼啸，冰封雪飘。为了修建和平渠，上至王震司令员，下到每

一个战士，几千大军迎着风雪，向天山脚下进发了。我和张贤约政委、饶正锡副政委、陈海

涵参谋长、魏志明主任、谢正浩副参谋长，还有十七师的程悦长师长、张世功政委，也一起

上了生产第一线；警卫员支更申、杨根林也和我们一起拉着爬犁，像一条矫健的长龙蜿蜒

游动。穿过迪化市区，沿途招来了许多市民观看，他们带着惊奇地目光询问：“你们这是干

啥去呀?”

“拉石头修大渠。”我回答道。

“解放军也修渠种地?”

“边打仗边建设，这是我们军队的老作风啊!”

“你是个老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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