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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里的江苏
DANGANGUANLIDEJIANGSU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同淮海战役的胜利
一样，渡江战役的胜利，与人民群众的倾力支前、无私支援密不可分。

由于渡江战役是在淮海战役刚结束就启动各项准备工作，并
且是在千里江面实施的针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的大兵团
渡江作战，对于解放区军民而言，此次支前任务和规模是一次艰苦
卓绝的严峻考验。

根据苏北支前司令部《渡江战役苏北支前工作总结》，渡江战
役的支前运动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元月底到2
月底以前，以驻军供应为主，并组织动员第三期常备民工，南部地
区则着手抢修交通路线（公路、大路、电话、桥梁）；第二阶段从二月
底即2月25日至27日在泰州召开渡江准备委员会扩大会议起，至
4月20日，是渡江准备工作的最紧张阶段，民工、粮食、船舶器材
等，均在这一时期开始全面动员、组织、集中、整训，并交送部队；第
三阶段自4月21日到5月上旬，属于渡江行动阶段；第四阶段自5
月10日以后至6月上旬，属于船只民工复员阶段。

这次渡江支前任务，虽然在民力动员上面并没超过淮海战役
的规模，但在粮草器材等军需供应上，却远远超过了淮海战役的供
应数字。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山东、苏北、皖北三区，动员的民工达
320多万人，苏北、皖北两区筹集和运送到前线的粮食有34000多
万斤，山东妇女赶制的军鞋也达 200 万双。仅苏北，便供应了
22748万斤粮食，随军渡江民工达123714人，二线干杂民工77300
人，后方修路修桥及短途运输等1464000 人，草22600 万斤，船只
20977只，修建公路1946公里，安置电话1880公里，修造桥梁421
座，修造大船76只；筹集旧棉胎93841斤，木料18463根……

巨大的支前数字背后，是人民如火的热情和对中国共产党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衷的信任。特别是当年战斗在苏皖解放区的部
队终于实现了“一定要打回来”的誓言，以胜利进军的姿态回到成
长壮大的根据地，许多老大爷、老大娘眼含热泪说：“可把你们盼回
来了!就盼你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了! ”

陈毅在《关于第三野战军渡江准备的军政动向致中央军委并
报二野电》（1949年3月30日）中提到：在沿江人民支援我军渡江
方面，表现积极热烈。如从两淮到苏中，沿途人民张灯结彩，彻夜
迎送，粮食、夫役供应甚周。许多船夫以参加渡江为荣。在合肥、
巢、芜方面，人民出粮供应亦很积极，船工纷纷报名并参加演习
……

为了筹集粮草等物资，台北县（现盐城市大丰区）全县共出动
5万余人（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掀起磨粮、运粮、运草的支前
热潮。解放军过江，没有船只。当时各地筹集的船只，大多分散隐
蔽在距江边有数十里远的地方。临战前，需秘密地将船只移入长
江，并且要从江堤上翻过去。这项浩大的工程大多由民工完成，仅
三野九兵团用于疏通河道、开渠，将船拉过江堤的工程就达42.9万
民工。

将绝大部分是“旱鸭子”的解放军将士，短时间内训练成“水
军”，更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成千上万的老船工、老渔民热
情高涨，到部队讲水性、长江水流特点、帆船如何利用风向、遇到危
险如何处置等，然后再到河、湖上开展水上练兵运动，练习如何撑
篙、划桨、摇橹、扯篷、掌舵、游泳，包括上下船、走跳板、在船上行
走、上下物资等等，为战士们培养长江能渡过去的信心。

渡江战役中，船民们发扬了不怕艰难困苦、敢于流血牺牲的大
无畏英雄气概，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船民——

渡江特等功臣、被誉为“扬子江上英雄”的扬州船民郭德胜，在
3里多宽的江面上一夜往返13次，最后被敌舰炮火射中，眼看船快
要沉没，他又冒着生命危险跳下江推着船前进，终于化险为夷；

“渡江英雄”、15岁的小姑娘马毛姐，驾船送部队渡江途中，右
肘中弹受伤，但她不顾疼痛，机智避开敌人炮火，以最快速度到达
金家渡登陆点，并立即带领部队冲上陡坡，炸毁了敌人的碉堡，部
队被授予“渡江第一船”；

渡江战役期间，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四军老战士邹健东拍摄的
“我送亲人过大江”照片让世人难忘，成为生动反映人民支前的经
典照片，照片中，江苏宝应姑娘颜红英背影英姿飒爽，一条乌黑的
大辫子分外醒目，她和父亲及妹妹在江面上奋力摇橹，护送人民解
放军渡江；

在江苏省档案馆，有一份90页的船只登记表，登记着近千艘
支前船只的基本信息，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每个船户的姓名、船只情
况及配属连队等信息，寥寥数字，体现的却是一个个完整人家乃至
一个乡村一个地区人民对于解放军的信任、对支前的热情和对和
平的渴望。

……
70 年后的今天，江苏省档案馆联合南京市档案馆、扬州市档

案馆、泰州市档案馆，共同将馆藏渡江战役支前档案进行选编，出
版《人民必胜——渡江战役支前档案选编》影印本（上、下册），通过
70年前的一件件档案史料，以及战地记者拍摄的一个个镜头，追
忆那场荡气回肠激人奋进的渡江战役，感受人民群众赴汤蹈火、舍
家支前的动人场景，用独一无二的档案史实，讴歌人民群众的丰功
伟绩，诠释“人民必胜”的历史逻辑，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今日选登部分档案史料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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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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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 前 的

1949 年 4 月，长江岸边的千

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百万

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分

东、中、西三路，强渡长江天

堑。在“打过长江去，解放

全中国”的口号声中，人民解

放军一往无前，冲破天险，攻

占南京，取得渡江战役的伟

大胜利！

宝应船工颜建发（父）、颜红英（女）、颜根兄（女）一家运送解放军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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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沿江群众积极为人民解放军赶修船舶 各地群众为南进大军筑路修桥，这是群众正在扬州、六合公路上修建桥梁。 渡江战役前船工誓师大会

华东支援前线司令部关于傅秋涛、宋任
穷等职务委任的通知

关于在泰州成立苏北支前司令部的通令 中共华中工委关于渡江作战支前的指示

苏北渡江指挥部《渡江规则》 华中九分区各县支前医生名册

支前船只登记表

《支援大军渡江南进，苏北人民贡
献伟大》1949年5月30日《苏北日报》
一版。

《南京解放》1949年4月26日《新华日报》一版

苏北支前人员奖惩条例

召开支前民工庆祝大会的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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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船工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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