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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在以徐
州为中心，东起海州(今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自
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城，中国
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及地方武装 60 万
人，与国民党军徐州集团 80 万人，进行了一场规
模空前的战役，这就是被称为“南线战略决战”的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规模之大、任务之重，动用人力、物
力、财力之巨，可谓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
迹。斯大林得知淮海战役取得空前胜利后，激动
地在记事本上写下“60 万战胜 80 万，奇迹！真是
奇迹！”

打仗就是打后勤。没有强大有力的后勤，就
没有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数以千万的支前民工
和解放区人民群众，坚定地站在了60万人民解放
军的身后，他们用血肉之躯开辟了第二战场、另一
个前线。

空前高涨 众志成城的支前热情

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
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
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
工 130 万人，后方临时民工 391 万人；担架 20.6 万
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
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
粮食4.34亿斤。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
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在世界历史上都
是极其罕见的。

解放区在人力方面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动员
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
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
17 万，临时民工 32 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
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
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
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
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
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

从馆藏的“泗沭县各区支前成绩统计表”可以
看到，当时的江苏支前工作几乎是全民动员。人
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
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泗沭县部分区支前成绩统计表

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华北解放区亿万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支
前。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支援什么；解放军打到
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当时流传的一些歌谣，
充分体现了空前高涨的支前热情。

歌曲《民工谣》

歌曲《欢送常备民工出征歌》

运筹帷幄 严谨有序的支前组织

陈毅同志在《如何爱护民工与组织民工》一文
里说道：“这样一支由劳动人民组成的志愿劳动大
军，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其政治觉悟的
深刻，其工作过程的辛苦，风餐露饮的日夜勤劳，
还要与美蒋飞机炮火进行搏斗，他们爱护伤员爱
护公物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保证了繁难任务的完

成。数十万劳动人民的组织和指挥逐渐形成系统
和秩序，这是一门钜大精深的组织科学，这是在我
党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天
才的伟大表现，这是我军能保持常胜光荣成绩的
有力因素之一。”

陈毅关于如何爱护民工和组织民工的报告

调动几百万民工支前，仅仅靠人民的支前热
情是不够的，还需有严密有序的组织、高瞻远瞩的
部署，还要充分调动民工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提高
民工的政治觉悟。

以华中地区为例，中共华中工委办事处成立
了华中后勤司令部，并建立健全了各级支前组织
机构。在各级政府内成立固定垂直系统的支前机
构，并与原有各级民兵机构相结合，平时负责研究
与办理有关支前及民兵等业务工作，战时则作为
各级支前司令部或大队部的主要骨干。

中共华中工委办事处关于成立华中后勤司令
部的决定

中共华中六地委、苏皖六专署关于成立支前
机构的联合决定

在严密有序的组织下，民工的政治工作得到
了迅速有效的开展，解放区十分重视民工的组织
与领导问题，提出要将政治教育与生活照顾相结
合。不仅要关心民工的日常生活，还要注重政治
教育，提高民工的政治觉悟，形成民工与部队战士
相互鼓励的良性循环。

华中支前司令部政治部翻印华东支前委员会
政治部支前民工政治工作提纲（1948年）

因地制宜 实践中来的支前智慧

在支前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朴实无华却非
常实用的经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广大支前民工
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劳动智慧，就地取材，用最简单
最平凡的工具为支前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担

架、担架车、担架篷被称为支前担架队的“3 大发
明”，根据战场实际，担架有抬着走的、拉着行的，
更有可防风挡雨的。战役中，战场上担架队完成
了9.8万伤员的转运任务。

支前民工“三件宝”——狗皮、蓑衣、葫芦瓢

狗皮铺在伤员身下，给伤员取暖，蓑衣披在担
架、粮车上，为伤员和粮食遮风挡雨，葫芦瓢则用
来给行动困难的伤员接大小便，普通的物品，广泛
的用途。

为了更好地配合战斗，全力支前，减少损失，
许多有效的经验得以总结和推广。以华中支前司
令部参谋处编印的《民工参战常识教材之一》为
例，内容包括“怎样带领民工行军宿营、防空常识、
民工担架在转运中如何行军集合吃饭休息上下担
架、注意伤员保暖、运粮办法、怎样帮助民工和民
工家属写信、怎样使担架平稳”七个部分，全部都
是通俗易懂的话和非常实用的经验总结。

《民工参战常识教材之一》

在江淮三分区支前司令部支前手册里也包含
了“为什么要出后勤，后勤工作做些什么事情，后
勤人员应遵守的纪律，怎样服务，防空常识”等内
容，手册中将支前工作的注意事项编成朗朗上口
的口诀，方便推广宣传:

一、生活要紧张，提出五快运动。
集合快、吃饭快、睡觉快、走路快、转送快。
二、担架要抬好，伤员要爱护。
真正做到走时担架员，住时看护员。
走路要平稳，放下要轻慢。过沟、过堑、过河

都要小心。
伤员渴时要给茶，饿时要给饭，不要使伤员遭

受太阳晒，下雨淋，或挨冻。
三、运送弹药物资要负责，不使受损失，做到

如同爱护自己东西一样。
不要随意拨弄，以防走火，不得任意抛弃，必

须时时看管；不得私自窃取；易坏物品要时时小
心，注意保护。

四、行军常识。
按次行进，不可乱队；密切联系，不可掉队；
干不难工（民工），工不难干；夜间行军不可吃

烟说话；发生情况要镇静听指挥，不可乱跑。
就是这样，通过手册、画报、宣传语，这些宝贵

的支前经验和智慧在民工中广泛流传，减少了很
多不必要的损失，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
保障。

中共如东县委关于担架民工动员要点

江淮三分区支前司令部支前手册里的部分内容

舍生取义 众志成城的支前精神

支前工作能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最离不
开的还是支前民工们不惜一切也要确保完成任
务的信念，是他们排除万难也要支援前线的精
神。在支前工作中，涌现了大量感人肺腑的英
雄事迹。

淮海战役时他率领民工 400 余名、小车 350
辆，在风雨交加、道路泥泞的艰苦情况下，克服重
重困难，日夜兼程为前线部队运送军粮。当行至
宿县以北古饶集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袭击，
为了不使粮车遭到损失，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飞
机轮番轰炸扫射的危险，沉着指挥民工分散隐蔽，
不幸负伤，一度昏迷。当苏醒过来发现仍有少数
粮车未隐蔽好时，他忍着疼痛继续指挥民工隐蔽，
粮车隐蔽好了，高全忠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
牲时年仅26岁。

为护粮车英勇牺牲的高热爱伤员亲如兄弟的
石连生全忠

为躲避敌机空袭，唐和恩组织队员想方设法
隐蔽粮车，带头绕道下河破冰涉水，按时把粮食、
弹药送到战士身边。在牌庄地区，一条20多米的
河道挡住了去路。当时正值冬季，任务十分紧
迫。如果绕路，要多走十几公里，费时费力。考虑
到前方部队用粮紧急，运输队开了个紧急小会，征
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决定克服困难，涉水渡河。当
时，正值隆冬季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
着薄冰块。唐和恩以身作则，脱下棉衣，和一位同
志抬着粮车首先下河。冰冷的河水像针扎一样侵
入身体，唐和恩快步渡河，谁知道，刚一上岸，还来
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经过上空。运输队跑
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离开了危险地带，才穿上衣
服，这才发现每个人都冻得浑身青紫。

用一根小竹竿探支前路的唐和恩

唐和恩从家乡启程时，随身携带了一根3尺多
长的小竹竿，以备路上休息支车和夜间行走使用，
后来经过的地方多了，他为了纪念自己的支前行
动，利用中途休息间隙，就把走过的城镇乡村地
名，用小刀密密麻麻地都刻到小竹竿上。在淮海
战役期间，他们总计行程约4000多里，竹杖上密密
麻麻地刻着山东、江苏、安徽3省88个城镇村庄的
地名。把这些地名按地理位置联接起来就形成了
一条支前路线图。

小竹竿成为支前民工支前历程的生动见证

为救生员不顾一切的担架队员石连生
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石连生的一件破旧

半截棉袍，这件“珍贵文物”记录了当年担架队保
护伤员的感人故事。淮海大战前夕，石连生穿着
一件新棉袍从乐陵出发，率领一个担架班运物资、
送伤员……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战斗。一次，从战
地到营包扎所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了，石连生和队
员张墨升、李依山冒着炮火冲上阵地，发现一个伤
员在炸倒的矮墙下呻吟，伤员的大腿被子弹打穿，
鲜血不断涌出，急需止血包扎。但当时找不到包
扎物品，情急之下，石连生把伤员抱上担架，并迅
速从自己新棉袍的下襟处抽出棉花为他擦血、堵
伤口，又撕下袍襟布为他包扎。之后，石连生的棉
袍便成了战士们的重要救命物资。战场上，一时
无物给伤员包扎伤口，他就从棉袍上撕下布和棉
花代替包扎物品；转运伤员时，没有棉被，他不是
把棉袍垫在伤员的身下，就是盖在伤员身上为其
取暖，而自己却冻得瑟瑟发抖……战役结束时，崭
新的长袍只剩下破旧的半截。

被石连生用来救治伤员的棉袍，一件长袍变
成了短袄

为了伤员们得到及时救治，石连生和队员们
每次都是跑步运送，他们的脚底都是血泡连着
血泡，有的甚至化了脓，但他们都咬紧牙，没有
一个人停下来休息。一次转运中，一位重伤员
大小便不通，腹部胀得很厉害，生命垂危。由于
找不到导尿和灌肠的医疗器械，石连生就用嘴
给伤员吸小便，用手指给伤员抠大便，挽救了伤
员的生命。

热爱伤员亲如兄弟的石连生

还有拄着木棍完成转运任务的朱正章；赤脚
走完400里淤泥荡的副队长朱永兰；不顾儿子牺牲
的噩耗，坚持在医院护理伤员的妇女会长霍英；承
受着连续丧子的巨痛，依然忙碌在加工军粮、赶做
军鞋的队伍中的范大娘……

太多太多感人肺腑的事迹，他们都只是淮海
战役中支前民工的一个缩影。有一部描写淮海战
役的电影，影片名是《今夜星光灿烂》，而淮海战役
中那 543 万人民群众，就像这历史天空的满天繁
星，他们用赤诚的心照亮了新中国解放的道路。

淮海战役胜利后，人民筹集的军粮还剩余约
5亿斤。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在那样一个资源
非常紧缺的年代，这每一口军粮都是老百姓从自己
嘴边省下来的。“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军吃
饱饭。”“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支前!”不需去问人民
群众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淮海战役
胜利后，颁发给支前民工的一面锦旗上已经把答
案写的明明白白——支前，人民自己的事业。

放眼世界，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为了改变人民
命运如此牺牲奉献，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为保护人
民利益如此奋不顾身。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
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
的人……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
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只有心中真正装着人民的军队，才会为了人
民的事业无惧牺牲。也正因如此，人民军队才赢
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才有了战胜一
切敌人的坚强靠山和力量源泉。淮海战役以少胜
多的奇迹就是军民鱼水情的胜利。民心所向，这
就是人民的力量，有着543万的繁星照耀，淮海的
夜，星光永灿烂！

【编者按】2019年江苏省档案馆、徐州市（博物）档案馆、淮海战役纪念馆联合编纂了“‘十三五’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利
用项目”《人民必胜?淮海战役支前档案选编》，纪念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所选档案涉及民工组织、宣传动员、物资运输、表彰
总结等支前工作的各个方面，用真实史料反映了淮海战役的壮阔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价值弥足珍贵。今天，让我们通过书中
的一些珍贵档案，再一次感受人民战争的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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