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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参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省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掀起
参军、参战、参加军事干校的热潮，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
争。1951年1月25日，苏北区党委发出《关于动员参军指示》，南
京市及苏南区相继作出部署，参军参干参战热潮迭起，多地报名人
数超过指标六七倍。至 1953 年 1 月，全省共有 178095 名青年参
军，母送子、妻送夫、兄弟父子争先入伍的场景感人。

捐献钱物。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全省各级组织和广大
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钱捐物、支援抗美援
朝战争运动。广大农民通过开荒种地、多施肥、多锄草，用稻子、棉
花、黄豆的增产进行捐献。而城市中不少家庭妇女亦捐出了自己
的订婚或结婚戒指。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运动，是一场普及全国的爱国主
义运动。捐献武器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个高潮。1951年6月1日，
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为方便各
界人民认捐，总会对各种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一架战斗机折
合人民币15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一架轰炸机50亿元，一辆坦
克25亿元，一门大炮9亿元，一门高射炮8亿元，等等。全省各界
人民坚决拥护并积极响应。苏南提出捐献“苏南空军师”战斗机
120架，苏北提出捐献战斗机35架，南京市提出捐献战斗机20架，
徐州、新海连及大丰等县市均提出了半年捐献计划。自此，捐献运
动热火朝天展开。

姜堰小学生1951年6月1日向全国儿童倡议捐献“中国儿童
号”飞机。6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接着，《人民日
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苏北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
登倡议书，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全省共捐献购买武器金额3923.31亿元，
其中南京捐献战斗机30架，苏南捐献战斗机158架，苏北捐献战斗
机56架，均超额完成计划。

战地救护。战役一经打响，朝鲜战场亟需医护人员支援救助，
江苏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组织志愿医疗防护
服务队救助伤员。全省各地积极组织战地救护，医务工作者热情
响应，纷纷报名“参战”，有的甚至血书“请战”，令人动容。

南京共有761名医务人员奔赴一线，3年期间共收治伤病员
3.3万人，施行大小手术1.5万多次。

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处通过各级卫生医疗机关进行动员，
组织多批医疗防护服务队、手术队前往战场，参加医疗救护工作。
截至1951年3月21日，据各级单位先后报送的志愿参加人员统计
数据显示，共计148名志愿者积极报名，其中包括126名技术人员
和22名其他人员。

苏南区各市县红十字会共组织4支赴朝医疗队——
中国红十字会医防队江阴第一队：赴朝后番号为中国红十字

会国际医防队第一大队第六队，全队12人，队长张宇和，副队长张
士加，驻地在朝鲜平壤近郊。

中国红十字会医防队江阴第二队：全队7人，队长庄展干，赴
朝后番号及驻地不详。

中国红十字会扬州市赴朝医疗队：赴朝后番号为中国红十字
会国际医防队第一大队第七队，全队12人，队长胡立人，驻地在朝
鲜平壤眉山里保健省。

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市赴朝医疗队:赴朝后番号为中国红十字
会国际医防队第一大队第十队，全队13人，队长蒲益民，驻地朝鲜
定州县。

拥军优属。抗美援朝期间，江苏绝大部分烈士军属的生活得
到改善，整个社会树立了军属光荣的良好氛围。南京、苏南区通过
举办工厂，安排烈、军属和残废军人就业，苏北区一些城市开办烈、
军属安老所。农民组织代耕组，帮助耕地、收割，为困难户解决种
子、肥料、农具和房屋修缮等实际困难。每到元旦、春节、“八一”等
重大节日，各地群众均自发地向烈士军属进行慰问。1951年8月
12日，徐州市召开了第一次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代表大会，决
定将优抚工作由季节性变为经常性的工作，规定对烈军属和伤残
革命军人在物资供应、就业、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与优待，徐州
自此形成双拥的光荣传统。

“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
运的伟大抗争，社会动员之广泛、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
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
礴力量。江苏人民的爱国行动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鉴往事，知来者。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为中国发展擘画了波澜壮阔的新图景，“赶考”任重道远。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磅礴伟力，“雄赳赳，气昂昂”，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文中档案文献系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泰州市档案
馆、扬州市档案馆、南通市档案馆、徐州市档案馆、淮安市档案馆藏）

坚强的后盾坚强的后盾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
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
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
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当年，江苏区域由南京市、苏南人民行政公署、苏北人民行
政公署组成。抗美援朝战争中，南京市、苏南区人民行政公署、
苏北区人民行政公署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动员各阶层
人民群众全力投入到抗美援朝运动之中。参军支前、开展爱国
增产竞赛、捐献飞机大炮、订立爱国公约、优属抚恤、组织赴朝医

疗队，全省人民群众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不怕牺
牲，克服困难，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人民群众支前的“淮海战
役”，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前方大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指
战员的士气，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全省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纷纷利用馆藏红色档案资料，广泛宣扬抗
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英雄模范的崇高精神和人民群众的爱
国情怀。让我们通过珍贵的档案资料，回望历史，领略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追溯江苏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作出的历史性
贡献。

【编者按】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打出了中国较长时期相对稳定

的和平环境，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谱写出一曲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70年后的今天，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重温抗

美援朝战争战略决策的精髓要义，回望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打赢抗美援朝人民战争的珍贵记忆，从中汲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

艺术与精神力量，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作出武装干
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
10月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
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
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全省各界人士和全国
人民一起，纷纷就美国悍然宣布出兵朝鲜和台湾表示强烈抗
议。

1950年10月6日，华东军大在南京举行欢庆建校一周年
大会。会场上，树立着两块反对美帝国主义出兵朝鲜、侵略台
湾的巨幅标语。

苏南区委、苏北区委下发文件，并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要
求全区人民为粉碎美帝挑衅行为而斗争。

1950 年 9 月，靖江县委组织和平签名活动，提出“一个签
名，就是一份力量，就是一颗投向侵略者的炸弹”的口号，至10
月共有16万人签名。其他县（市）也广泛开展和平签名活动，
泰县有50万人签名，兴化有45万人签名。

据1950年11月4日《中共苏南区委宣传部关于苏南和平
签名运动总结报告》，苏南区参加签名人数最终统计共
6060557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0%以上。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
鲜战场，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11月初，南京市、苏南区、苏
北区各界人民，陆续组成江苏省抗美援朝分会和支会，广泛开
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和控诉运动，连续不断地举行反美爱国游
行示威活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先后发声，号召各界人
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努力。南京市总工会等团体11月

上旬发声坚决拥护《各民主党派
联合宣言》。徐州市总工会、市
民主妇女联合会、民盟徐州临工
委、青年团徐州市委、市学联、市
工商联、徐州医务界四团体、徐
州基督教等先后发表声明，坚决
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民主
党派的联合宣言，支持中国政府派志愿军到朝鲜与朝鲜人民军
并肩作战的正义行动，12月3日，工商界2万余人、妇女界9000
余人举行抗美援朝大游行。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志愿军出国作
战初期，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该不该打”“愿不愿打”和“能不能
打”的问题。党发动了强有力的宣传鼓动，提出“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号召。 南京、苏南、苏北党委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要求，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迅速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要求党政机关
以及人民团体的抗美援朝分会利用广播、报纸等多种形式，在
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广泛开展时事宣传教育活动。针对部分
干群思想上存在恐美思想，也有人存在麻痹轻敌心理等现象，
各地普遍举行各种规模的座谈会、专题报告会、演讲会、放映幻
灯、电影，办展览会、黑板报等活动，大力加强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宣传。南京成立了9个研究小组肃清崇美、恐美、亲美等错
误思想。

通过多种形式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使全省人民深深
地认识到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家卫
国，逐渐清除了“恐美”思想，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
增强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决心和信心。

《中共苏北区党委关于开展时事宣传运动的指示》和中
共苏北区党委宣传部1950年11月《目前形势宣传提纲》

爱国公约是江苏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行动纲领。订立爱
国公约一般是在爱国教育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蕴酿，用民主讨
论、民主通过公约条文的办法来进行。

1951 年 6 月起，全省人民普遍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
订立爱国公约的形式，有工厂车间公约、小组竞赛公约、农民增

产计划；城市居民有家
庭公约、工商界有行业
公约和劳资共同协议签
订的商店公约等。工人
在订立爱国公约后，以
积极的劳动态度，不断
提高技术，为国家积累
财富；农民订立爱国公
约后，促进丰产计划的
完成；学生订立爱国公
约后努力学习文化，积
极锻炼身体。订立爱国
主义公约运动的开展，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
觉悟，促进了各行业生
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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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南京市民
举行反美游行

苏北、苏南关于
和平签名运动的文件

1950年12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
员会淮阴专区总支会第一届委员会的合影。

1950 年
12月 9日，毛
泽东主席在
《南京学生反
美控诉运动的
经验》上作了
“南京市反美
帝控诉运动的
经验很好，各
大城市均可参
照进行”的批
示。

1950年12月，南京高校师生纷纷投入反美帝控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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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爱国公约

1951年1月7日，泰县姜堰各界人民欢送参加军校的青年工
人学生。

苏北区
党委关于发
动青年学生
工人参加军
事干校的指
示

泰兴各届人民欢送青
年参军 南京各界人民欢送参军参干的学生

小学生响应
购买“儿童号”飞
机踊跃捐款

南京农民提前超额完成捐
献计划

1951年 6月姜堰小学教
师宣读倡议书

1951 年 南
京无线电厂职工
在捐赠钱物

《新华日报》
1951 年 12 月 30
日报道南京市抗美
援朝志愿医疗团成
立一周年

第一医防大队出征

1951 年 4 月 20 日《中
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联合通知》

《中共苏南
区委关于开展增
产竞赛加强春耕
生产的指示》和
《南京市抗美援
朝分会关于增产
捐献武器支援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
具体办法》

1951年5
月25日《苏南
抗美援朝医疗
队驻地表》和
1951年 12月
1 日《苏南区
各市县抗美援
朝志愿医疗队
情况表》

南通
为迎接荣
军发布的
紧 急 通
知

——江苏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