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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1月，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

主力巳被歼灭．在剩下的200万部队中，能够作战的仅有146万，而且分布在从

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经无法对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组织有效的

防御。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

宗仁任“代总统”。国民党派人与中共进行和谈，企图以此赢得喘息之机。

在谈判的同时。蒋介石积极部署江防。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队在宜昌

至上海之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并有

120余艘海军舰艇和280多架飞机配合陆军作战。

而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

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各个解放区已经连成～片。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

400万人，部队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昔日被称为“天堑”的长江，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实际只不过

是国民党军队的一道心理防线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早已看穿蒋介石的缓兵之计，但仍以极大的耐心

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争取和平解放全中国。同时，中央军委也做出决定，无论

和谈成功与否。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

1949年3月31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制定《京沪杭战役实

施纲要》。各参战部队，先后抵达长江北岸，展开了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侦

察国民党部队的战略部署、防御工事和长江水情、两岸地形；对广大战士进行形

势任务和政策纪律教育；并在地方的帮助下筹集、修理船只，到渡江前夕，共筹

集各种木船9400余只，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同时，还开展以强渡江

河和水网稻田作战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为渡江战役做着全面的准备。

4月1日．分别以张治中和周恩来为团长的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

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判。为了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人民解放军几度推迟了渡江的时间。但没

有和平诚意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是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

字。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

和谈破裂，中央军委随即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向前，坚决、彻底、干净、全

部地歼灭敌人。21日，从湖口到江阴的千里沿线，成千上万只木船，以排山倒

海之势，浩浩荡荡，横渡长江。渡江部队在我军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冒着国民党

军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勇猛地登上长江南岸。

4月22 El，所有渡江部队全部占领并扩大了滩头阵地。至此，国民党军队

苦心经营达三个月之久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胜利地渡过长

江。渡过长江的部队立即向国民党军队的防御纵深展开攻击，国民党部队开始总

退却。就在这一天子时，毛泽东高兴地为新华社撰写了两则新闻稿：《我三十万

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和《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

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北平，身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闻讯后，欣然提笔，

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

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经过激烈战斗。于27日攻占了这座

中国最大的城市。

至此，历时42天的宁沪杭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上海、

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赣、鄂、闽等省部分地区．为解

放华东全境和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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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舵 组建人民海军

大海，曾给我们带来过文明和荣耀，也给我们带来过痛苦和屈辱。从19世

纪中叶到新中国成立．短短百余年问，中国竞遭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达470

次之多。皇皇大国，有海无防，这成了中国人心头永远的伤痛。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清晰地谋划了中国海军的蓝图。1944年11月

5日，汪精卫“海军练兵营”的卫队长郑道济等率部600余人，在刘公岛起义，

宣布参加八路军。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对在场的中央军委的负责人说：你们

想过没有，日本人被赶走以后，要看好我们国家的东、南大门，就要建立一支我

们自己的海军。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研究海防、岸防的问题呀!

． 1949年初，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

上。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蔚蓝的海洋。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目前形势和

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

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此后，毛泽东多次表达了尽快建

立人民海军的愿望，并明确指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在发起渡江

战役前后，尽快将华东军区海军组建起来。

1949年4月23日，伴着解放南京的隆隆炮声，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

长江岸边的白马庙村宣告诞生。这一天。后来被中央军委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成立日。几条El伪时期留下的残破船只和国民党起义的几艘小舰艇，就是这支

人民海军当时的全部家当。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

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

海军。” ·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相继在各军区成立了海军部队。在酝酿海军司令员

人选的时候，毛泽东看上了47岁的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肖劲光坦率

地对毛泽东说：“我是个旱鸭子。也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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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要

搞海军，总得有个领头的，我就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

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任命肖劲光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海军，立即投入到解放沿海岛屿、剿灭海匪。打击敌人

空军、海军袭扰的战斗中。他们在风浪中搏击，在战斗里成长，创造了海军史上

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登上了“长江舰”，从武汉江汉关到南京下关中

山码头，在船上与水兵们一起生活了四天三夜，这是他建国后视察部队时间最长

的一次。他对战士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

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为“长江舰”题

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随后。当他视察

“洛阳”、“南昌”、“黄河”、“广州”四艘军舰时，都写下了同样的题词。这在

他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到1955年底，人民海军先后组建的各兵种部队已有23

个舰艇大队，6个航空师和两个航空独立团，19个海岸炮兵团，8个防空兵团以

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

5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海军逐步发展壮大，1971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

1983年潜艇水下发射核导弹试验成功，人民海军已发展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

“海上蛟龙”!

一个曾饱受战火欺凌的民族，更加企盼和平的阳光。新中国的强大海军。为

我们铸造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领海完整的蓝色和平盾牌!



D∞ 内蒙古A治区成立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早在全国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45年lO

月23日．中央就内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问题向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发出指

示．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

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

1945年8月．中央决定由候补中央委员乌兰夫任绥蒙省政府主席，在晋察冀

中央局领导下。负责在内蒙占地区开展工作。在10月23日的指示中，中央明确指

出：“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

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及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联系的

有利地位”，“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

根据这一方针．1945年11月26日，在张家El成立了内蒙占自治运动联合

会．选举乌兰夫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

动。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会

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义》，确定内蒙古在中同共产党领导

下实现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方针。这次会议结束了内蒙古地区长期混乱的局面。

1946年6月．在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基础上，通过发动翻身农牧民参军和改

编、收编其他地方武装等方式，组成内蒙古自卫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下辖五个骑兵师和一个纵队，指战员90％以上为蒙古族。这支军队成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乌兰浩特召开。会议

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及《内

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等重要文件，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临时参议会。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临时参议会选举，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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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选举出自治政府副主席、政府委员、内蒙古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和驻会

参议员等30多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5月19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来电祝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5月

26日，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成立，乌兰夫任书记。从此。内蒙古自治政府和

内蒙古自卫军，也就是后来的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统一

领导下，更加有力地开展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的民主政府。它的成立，证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政策。

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符合中

国各民族关系的情况，对于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民族团结，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为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开创了先例、积累了经验。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几十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政治制度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文化和社会建

设实现了历史性进步，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特别是

近几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持续位居全国第一，人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目前

正朝着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迈进。 ．

内蒙古自治区几十年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要实现内蒙古的繁荣发展和团结

稳定，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和完

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

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和自力更生相结合，充

分调动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必须坚持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高

于一切的原则，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新的蓝图已经绘就。内蒙古自治区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

下，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

【字幕：

目前，中国55个少数民族有40多个行使了自治权，1．06亿少数民族的

70％以上生活在自治地方。

此外，中国还设立了1200多个民族乡，颁布了地方法规．保障散杂居地区

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这种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各民族的平等权利获得了政

治制度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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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舛 京津安置乞丐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当时的北平城接管防务，受到北平

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决定：新中

国定都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

然而，由于多年战乱，此时的北京，物资匮乏，百业凋敝。不仅普通市民的

生活极端困难，还有大批灾民已经沦为乞丐。这些乞丐成份复杂，既有流浪汉、

小偷。也有周民党的散兵游勇。这期间，一部分人打着“共产党来了，穷人解放

了”的旗号。宣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乞丐是无产者中的无产者，是新社会

的大老爷”。强讨恶要，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在天津。情形更为恶劣。为迫使商人们“施舍”，有些乞丐在商铺门前“设

卡”．拦阻顾客进门，直到商人出面给钱才予放过；对于不予施舍的店铺，他们

则采取砸玻璃窗、在店铺门面上涂抹粪便、躺在地上不让顾客进门等手段进行报

复。为了减少麻烦，商户们只好与乞丐们商定，各商家每天派出一个代表，将钱

如数送到乞丐们手里，双方这才暂时相安无事。

于是．一些乞丐结成了团伙，他们的收入甚至比三轮车夫和摆摊的小贩要高

出几倍。在天津，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人竞相转业当乞丐的怪现象。对于刚刚解放

的北京和天津来说，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理，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

问题。

1949年5月。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和副主席蓝公武、杨秀峰等人

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一面收容，一面处理，逐步肃清”的方针，对北京、天

津两地的乞丐展开大规模的突击收容和清理。1949年5月13日，《华北区城市

处理乞丐暂行办法》正式颁布施行。很快，北京、天津相继成立了“收容处理

乞丐委员会”。乞丐安置工作在两大城市迅速铺开。

收容工作刚开始，乞丐们一片恐慌。一些职业乞丐装疯卖傻，伺机逃跑。但

是慢慢地，他们发觉，负责收容工作的纠察员态度和蔼，和解放前蛮横的旧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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