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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12 月，在宿迁大地打响了人
民解放战争第一役——宿北战役。宿北
战役从1946年12月13日打响至19日结
束，历时7天，以其坚决、彻底地歼灭国民
党整编师的战绩率先载入人民解放战争
史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迅速结
束苏北战事”的计划，对整个华东战场乃
至全国战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宿北战役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第一
次提出“人民解放战争”概念后的第一场
大规模战役，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
会师苏北后打的第一仗，也是解放战争华
东战场五大战役（宿北、鲁南、莱芜、孟良
崮、淮海）的开局之战、首胜之战。

宿北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蒋介
石反革命集团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解放区
军民的士气；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
的全面进攻，争取全国解放产生了重大影
响，是宿迁地区革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辉煌一页。

宿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五个首次”
奇迹：

首次展示出解放战争初期巨大的人
民力量，探索建立了华东军区各级支前机
构和民工支前制度，实现在一次战役期间
群众支前规模达到43万余人，为大规模
运动战提供了胜利保障，直至莱芜战役后
趋于完善。

首次提出“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打
一仗进一步”的口号，为提升我解放军战
力奠定了基础。

首次创造性发展了毛泽东“运动战”
军事思想，在中共“七大”首次提出运动战
后，第一次将我军运动战规模上升成为大
兵团运动歼灭战，开创了解放战争以来一
次参战部队数量达到20万人以上，其中
主战场达 11 万人以上，将“集中优势力
量，各个歼灭敌人”作战方针运用得更加
彻底。

首次创造了大规模歼敌的战役范例，
开创了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我解放军一次
歼灭3个整旅的范例。

首次胜利实现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
成为华东战场由前部转入纵深的开端与
标志，促成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与山东野

战军会师成功，为后续的鲁南、莱芜等战役
的胜利以及改变战场态势奠定了重要基础。

鉴往知来，向史而新。在宿北战役胜
利75周年到来之际，如何继承和发扬宿
北战役精神，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对我
们有重要的启示。

一以贯之始终坚持讲政治，
是宿北战役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自抗日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就清醒敏
锐地估计到内战的不可避免，提出了“向
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目标。中共中
央和中央军委对华东战局极为关注，曾明
确电示：“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
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

1946年9月，中央军委给陈、粟、谭的
指示并严令山野、华野：“两军会合第一
仗，必须打胜。”“此战关系极大，不宜打得
过早，望诱敌深入沭阳附近，然后集山、华
全力聚歼之。”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讲政治是具
体的……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
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
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

行。大家想想，如果党中央发出的号令没
人听，做不到令行禁止，那还谈什么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从 11 月底到 12 月上旬，陈毅、邓子
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领导同志，在
涟水西北陈师庵等地多次召开了会议，学
习中央“三个月总结”精神，着重领会“集
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并对照华东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提
高战术水平，统一战略思想。

同心同德始终坚持讲团结，
是宿北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懂团结是真
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团结出凝聚力，
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也出干部。”

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是两
大野战军首长首先向中央军委提出来
的。提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中央
军委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
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
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
委。如同意请即公开（对内）执行。”

陈毅作为宿北战役的司令员，粟裕作

为整场战役的指挥官，在战役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军中有“陈不离粟，粟不离陈”之
说，相互配合默契，为宿北战役的胜利奠
定了基础。

华东野战军参谋秦叔瑾回忆：“粟裕
指挥战役，陈毅完全信任与支持，每次战
争动员前，陈毅都会讲话，谈形势、后勤、
作风、思想。为保证粟裕专心考虑战役部
署还特意强调不准任何人打扰，任何军事
行动由粟裕全权负责。”

放眼宿北战场，各参战部队积极配合
组织战斗伺机消灭敌人，山东和华中野战
军担任阻援任务的部队，在盐城、涟水和
峄县以东地区坚决阻击进攻之国民党军，
其中华中野战军第6、第7师和第10纵队
各一部在涟水方向浴血奋战，将整编第
74 师等部阻止在六塘河以南地区，保证
了主力在宿北作战的胜利。共产党军队
这种团结支援和顾全大局的精神正好与
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以邻为壑”形成鲜
明反差。军心齐，使得宿北战役的胜利之
果生根发芽。

顽强拼搏始终坚持讲血性，
是宿北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有希望的
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
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
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
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宿北战役前，我军面临严重局面：其
一，解放军无论在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
均处于劣势；其二，我军淮南淮北先后撤
出，淮阴淮安相继失守，回旋地区较小。宿
北战役既是激烈的运动歼灭战，又是艰苦
的分割战、阻援战。主攻部队加紧猛攻，不
惜一切代价，力求速战速决；阻援部队千方
百计堵住敌人增援，在69师未被歼灭之前，
不让援军靠近一步。叶飞在《苦战骆马湖》
中曾评价：“此仗的战斗过程并不是那么一
帆风顺，而是曲折的，甚至一度极为风险。”
但是我军始终保持艰难困苦面前决不低
头，讲究策略、敢于拼搏、勇于牺牲，直至
夺取胜利。

何以祥《“集中兵力”全歼敌预三旅》
一文中写道：“攻得上，守得住，表现了广
大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
连续突击的战斗作风。这种作风来源于
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英雄主义。”

千千万万的革命先辈，是靠一股劲，
一股气，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精神令敌
人胆寒畏惧，让我辈肝肠回旋。

凝聚力量始终坚持讲民心，
是宿北战役乃至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不竭动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
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国民党
对于人民的呼声置若罔闻，倒行逆施，在
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毛泽东指
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

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
助，但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为了做好宿北战役保
障工作，宿迁人民积极发展生产，筹集粮
食，支援前线，部队走到哪里，群众就把粮
食送到哪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
战，保家保田，大批优秀子弟组成支前队伍
赶赴前线。宿北战役开创了人民群众大规
模支前的先河，也开创了人民战争的全新
形式。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
在于我们党紧紧抓住了人心这个最大的政
治，从而汇聚了最磅礴的民心和民力。

本期作者：宿迁市档案馆 费 超
宿豫区档案馆 沈克勤

鸣谢单位：宿北大战纪念馆、宿北大
战遗址公园。

“正是初冬落叶黄，档案故人踏李
巷。十件仿真沧海事，共挂云帆迎朝阳。”
近日，“苏南小延安”、南京溧水区白马镇
红色李巷景区负责人杨民仆通过吟诗等
方式，表达对江苏省档案馆档案资源开发
处周云峰处长一行李巷之行的谢意敬意。

在先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省档案馆
档案资源开发处与溧水区档案馆及红色
李巷挂钩联系，组织人员从馆藏新四军在
溧水战斗生活的档案文献中，精选了 10
多件珍贵红色档案，由省档案馆技术保护
处精心做成仿真件，并深入挖掘这些红色
档案背后的故事，以充实“红色李巷”展陈
内容，用档案助力基层开展红色旅游，用
心用情服务基层。2021年 11月19日，江
苏省档案馆赴溧水区，开展“档案服务红
色旅游”活动，考察调研红色景区布局、规
划、发展情况，捐赠省馆馆藏关于“新四军

在溧水”的10多件珍档仿真件及近年编
著出版的一批红色档案书籍，周云峰处长
还和溧水区档案馆高明芳馆长、红色李巷
领导杨民仆一起，就档案服务红色李巷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并达成下一步深度
合作意向。

这是今年初列入省级机关2021年度服
务江苏高质量发展考核目标规划的一项重
要重点任务和创新工作。江苏省档案馆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批
示指示精神，落实《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
常委会2021年工作要点任务分解方案》，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和“两在两同”建新功活动，推进红色档
案与文化、旅游整合发展的创新举措。

红色李巷是红色档案服务文旅促进
乡村振兴的江苏典范，2015 年由档案部
门牵头打造，2017年10月对外开放，是档

案服务大局、服务民生、服务治国襄政、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载体和成果，见
证了红色档案和红色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和可贵探索的历程。
100余件珍贵革命历史档案、上百张图片
资料以及20世纪80年代征集进馆的反映
新四军在溧水抗战的大量档案史料以及
报纸、抗币、粮草票、税收凭证等实物档
案，进一步完善红色档案故事，充实讲解
内容，丰富景区展陈内容，真实再现了这
片土地上那段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血雨
腥风的岁月，同时也让深藏闺阁的宝贝疙
瘩重塑生命，走秀大众视野，活起来、动起
来、火起来、亮起来。

溧水地处南京近郊，为苏南西部丘陵
山区，境内茅山山脉突起绵延，是长三角
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
地，也是当时进入南京的“南大门”，有利
于新四军的立足、发展，并直接威胁日伪
政权统治中心。1938 年 4 月 24 日，党中
央、毛主席电令项英“主力开泾县、南陵一
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根
据电示，新四军军部从在江南集中的第
一、二、三支队中，各抽调一个连的侦察人
员计400余人，组成以粟裕为司令、钟期
光为政治部主任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先期
前往苏南敌后实施战略观察，为主力部队
开赴苏南敌后抗日做准备、打前锋。

1938年5月，粟裕根据主席电令，率领
新四军先遣队抵达南京溧水里佳山，吹响
了新四军东进苏南抗日的英勇号角，打开
溧水抗日新局面，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创建
苏南模范抗敌根据地的光辉篇章。同年
6月8日，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和
粟裕的先遣支队在溧水新桥胜利会师。
溧水是华中抗战最为艰苦的地区之一，抗
日军民同仇敌忾，坚决应对日、伪的顽固
夹击，战斗频繁惨烈悲壮，牺牲的群众、干
部及抗日将士是苏南最多的地区之一。

离南京主城区不足100公里、一派恬
静的江南乡村李巷，群山环绕、隐蔽偏僻，
既便于部队长期驻扎，又便于及时转移，
因而成为新四军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的
落脚点。1941年11月塘马战斗后，新四
军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党政领导机关转移
来到李巷及周边地区，李巷成为苏南重要
的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苏南抗日指挥中
心，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留
下了战斗足迹。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红色
李巷，见证了新四军的成长与壮大，传承
了新四军顽强拼搏的精神。

据《溧水抗日战争史料》记载，陈毅三
次来到李巷，都住在村民李光保家。江渭
清、钟国楚等新四军将领都曾在此战斗生
活过，与当地村民结下深厚情谊。“抗战为
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扎根群众、发动
群众。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根本站不住脚
的。”溧水区新四军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会员
曾宪军表示，“溧水人民没想到新四军来了
以后，真的就是买东西给钱，睡觉借门板
会还，还帮老百姓挑水扫地、干农活，所以
他们认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队。”

当时，李巷形成指挥中心、训练班、兵
工厂等完善的组织体系，颁布了《苏南施
政纲领》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法令，开展了
减租减息运动，许多中小学恢复正常教学，
人民生活稳中向好，各方面建设都得到长
足的发展。于此，李巷荣得苏南“小延安”
之美誉，至今，人们还亲切地这样称呼。

为讲好红色故事，促进文旅融合发
展，推进乡村振兴，2016 年，李巷被正式
确定为溧水区四大都市田园休闲度假体
验区之一，把李巷打造成苏南地区最有影
响力、高品质的红色旅游景区和红色教育
基地。2017 年，溧水深度挖掘溧水红色
历史，围绕红色李巷挖掘打造了包含 77
处革命遗址的“红色矩阵”，开发建设贯穿
全区的“红色专线”，新四军历史研究馆、

党史教育馆、李巷大舞台等一批场馆得以
立项建设。此外，溧水还依托丰富红色资
源，创新开发专题课程 37 个、微党课 10
个、音乐教学课6个。

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大半
个世纪以来，一向不为外人所知的李巷一
时间声名鹊起。如今的红色李巷山清水
秀，宁静质朴，陈毅旧居、江渭清旧居、李
坚真旧居、溧水人民抗日斗争纪念馆、溧
水抗战公安保卫馆……一处处红色遗址、
遗迹，向游客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随着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李巷比从前热闹多
了，卖水果、土产、工艺品的小摊位、小推
车、小篮子随处可见。据不完全统计，红
色李巷景区自2017年10月开放以来，累
计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成为红色文旅
网红打卡地，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引擎、增
长极。

红色旅游带来经济繁荣和乡村
振兴。李巷所在的石头寨村建有蓝
莓基地4700亩、黑莓基地1900亩，
2019年“两莓”产量达3000多吨，产
业产值达6000多万元，石头寨村全
部脱贫，实现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2.8万元。村民李普伢一直

以务农为生，2009 年的一场车祸造成李
普伢三级伤残，失去了劳动能力，妻子也
身受伤害，长时间治疗休养后康复。他们
家2016年被列入南京市建档立卡一般贫
困户。2017 年红色李巷开村后，村里安
排李普伢从事保洁工作，妻子在物业公司
上班，他家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4377元，实现脱贫。

唯有橘园风景异，碧丛丛里万黄金。
溧水近年来发展快速，成绩耀眼，江苏省
2019 年县（区、市）高质量发展考核中位
列全省第三，一举迈入全省县（区、市）第
一方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实现程度
排名全省第四，并且拥有国家临空经济示
范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等“六大
试验示范区”。

本期作者：江苏省档案馆 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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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宿迁市档案馆藏）

,1946年12月20日，《新华日报》报道宿北战役情况（省档案馆藏）

江苏省档案馆向李巷捐赠红色档案及红色档案书籍

江苏省档案馆捐赠的档案仿真件

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役的意义和启示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役的意义和启示
———纪念宿北战役胜利—纪念宿北战役胜利7575周年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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