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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听党指挥坚决听党指挥 永远服务人民永远服务人民
———红色档案铭记人民军队不朽功勋—红色档案铭记人民军队不朽功勋

[编者按]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党领导下的人民
军队有了自己的专门节日。纵观中国革命史，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人民
军队始终坚决听党指挥，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钢铁长城。档案是最好的见证。值此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之际，
我们选取部分馆藏档案，重温人民军队的辉煌历程，永远铭记人民军队的不朽功勋。

1930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和江
苏省委的决定，原（南）通、（海）门、
如（皋）、泰（兴）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军长何坤，政委董畏民（后为李超
时）,参谋长薛衡竞，政治部主任余
乃诚。4月3日，通海特委和红十四
军军部在如皋县贲家巷公开打出
红十四军的旗帜。随着红十四军
军事斗争的开展，通海、如泰两块
游击区域扩大到 125 平方公里，红
十四军主力发展到 1500 余人。6
月，红十四军整编为两个师：第一
师师长张世杰，政委黎昌圣；第二
师师长秦超，政委兼参谋长黄火
青。军长何坤牺牲后，由政委李超
时兼军长。9 月底，红十四军被强
敌打散。在短短 7 个月中，红十四
军经历了大小近百次战斗，建立了
地跨 7 县的游击根据地，并在游击
区域内进行了分田建政的实践，发
展自卫队员数万人。

1940 年 10 月 10 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队一部
与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先头部队会师后，进入县境。次
年1月25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
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
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对新四军部队进行整编。新
四军在盐阜地区及华中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推动政权建
设、恢复经济、关注民生和创新文化，成为华中抗日战场
的中流砥柱，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盐城市档案馆馆藏新四军在盐城时相关档案包括新
四军军部驻盐城时期主要机关分布图、盐城县政府布告
等，是新四军在盐城开展革命活动、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见证。

红十四军告工农群众书

1930 年 6 月 13 日，中
共江苏省委发出第 23 号
通告，要求“通海区要尽可
能集中一切武装，扩大十
四军的力量，所有行动队
都应编入十四军”。

红十四军第三师军旗

新四军在盐城档案新四军在盐城档案

盐城县政府布告

3师8旅22团单家港防御战经过要图 新四军军部驻盐城时期主要机关分布图

车桥战役发生于1944年3月上旬，新四
军以牺牲54人、138人负伤的代价，歼灭日军
大队长以下465人、俘虏中队长以下24人以
及伪军483人，缴获92式平射炮1门及其他
军用品。车桥战役拉开了华中局部反攻的序
幕。车桥战役的胜利，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

的根本好转，使整个华中敌后战场形势出现
重大转折。

江苏省档案馆及淮安市档案馆馆藏车桥
战役档案记载了陈毅、粟裕、叶飞等革命家在淮
安区车桥镇指挥车桥战役的历史事件，对于研
究车桥战役发挥重要作用。

↑粟裕陈丕显叶飞关于开展车桥战役理由致
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报

→延安《解放日报》关于车桥战役报道

1945 年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但盘踞在高邮古城内的日军仍在负隅顽抗。
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亲自部署
指挥，以15个团的兵力，发动了高邮战役，用
一周时间收复了高邮城。

在高邮战役中，仅高邮一城，新四军就歼
灭日军1100余人，生俘892人；歼灭伪军5000
余人，生俘3493人；缴获各种炮60余门、枪支

4308 支，军用品无数，战绩居华中抗日战争
之最。此役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日
伪军据点，将苏皖解放区连成一片。至此，长
江以北除南通、扬州等城市为国民党军队抢
占外，其余地区均已为解放区军民所收复。

高邮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全面
胜利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对拒不
投降的日伪军发动的最后一战。

日军向新四军缴械日军向新四军缴械

19451945年年1212月月1717日日，，华中华中
野战军关于同意粟裕建议进行野战军关于同意粟裕建议进行
高邮战役致中央的电文高邮战役致中央的电文 高邮战役要图高邮战役要图

苏中七战七捷形势图之七：如黄
路战斗（8.25-8.31）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即在各个战
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苏中解放区
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隔江对峙，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
向之一。华中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
于“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
指示，决定在苏中解放区的前沿地区江都
至如皋一线，摆开战场，迎歼敌军。1946
年7月13日至8月27日，粟裕、谭震林指挥
刚整编就绪的华中野战军共15个团约2.5
万人，在苏中同国民党军整编第83师第19
旅第 56、第 57 团及旅属山炮营等 12 万国
民党军队作战，连续取得宣泰、皋南、海安、
李堡、丁堰、如黄路、邵伯等七次战斗的胜
利，歼敌5.3万余人，史称“七战七捷”。

江苏省档案馆馆藏《苏中七战七捷的
概述》是粟裕1946年9月25日在华野干部
会议上对整个战役的总结报告，后面附有
各个战役的形势图。报告详细地介绍了战
斗经过，客观、中肯地总结了作战经验，是
我军历史上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献。

除此以外，泰兴市档案馆馆藏苏中七战
七捷形势图，是研究全国解放战争史，研究
江苏、泰州、泰兴解放战争史的重要史料。

七战七捷后我主力撤离苏中时敌人态势（苏中战役
形势图）

淮海战役于 1948 年 11 月 6 日在徐
州打响，历时60多天，胜利完成了歼敌
主力于长江之北的光荣任务，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中国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也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
的奇迹。这场战役中，数百万支前民工
和亿万解放区人民群众，坚定地站在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身边，用血
肉之躯开辟了第二战场、另一个前线。

江苏省档案馆、徐州市档案馆、扬州
市档案馆及泰州市档案馆馆藏支前上百
件档案,包括宣传动员、组织部署、支前
实施、总结表彰等相关内容。

淮海战役支前档案淮海战役支前档案

淮海战役民工运粮路线图

渡江战役支前档案渡江战役支前档案

渡江战役，又称京（宁）沪杭战役，是我军继辽沈、
平津、淮海战役之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又一次带有
决战性质并迅速转为战略追击的一次大战役。在这场
伟大的战役中，江北解放区人民群众掀起了一场长达
5 个多月的规模空前的之前运动，发动民工、筹措粮
草、征用船舶，还为部队提供了大批的作战器材和军需
物品，进行掘渠翻坝、修桥筑路、架设电话、供应茶水等
大量劳务。

江苏省档案馆藏有关渡江战役支前档案有千余
件，扬州、泰州、南通、淮安等各市档案馆，以及不少的
苏北县级档案馆，都有相关的馆藏。内容主要包括华
东支前司令部、苏北支前司令部以及各地委、专署、分
区、县有关支前工作的指示、决定、训令、通知、总结、统
计、布告、简报、报纸、名册等，主要涉及民力动员、物资

调运、立功奖惩、供
给标准等，内容相
当完整，对于回顾江
北人民奋勇支前的
壮丽情景，铭记他们
对渡江战役的重大
贡献，坚持和发扬老
区人民艰苦奋斗的
革命传统，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

1949年 3月25日，苏北支前司令
部政治部《支前报》第一期刊登了苏北支
前司令部颁发的《关于支援大军渡江的
紧急动员令》，要求苏北全体党政军民
“一致紧急动员起来，立即加紧工作，提
高速度，提高效率，提高技术，不懈的努
力”，“高度发扬革命的集体英雄主义，掀
起立功运动，造成支前高潮”。

1949年3月23日，《华东支前司令
部关于补充随军常备民工的决定》。

车桥战役档案车桥战役档案

高邮战役档案高邮战役档案

苏中七战七捷档案苏中七战七捷档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档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档案

苏中七战七捷形势图之一：宣
泰战斗（7.13-7.14）

苏中七战七捷形势图之
二：如南战斗（7.17-7.22）

苏中七战七捷形势图之三：海安战
斗（7.30-8.3）

苏中七战七捷形势图之四：李堡
战斗（8.10-11）

苏中七战七捷形势图之五：
丁堰、林梓战斗（8.21-22）

苏中七战七捷形势图之六：邵伯战斗
（8.23-8.26）

淮海担架总队行军路线服务地点略图

1949 年 3 月
30日，苏北支前司
令部关于制订并颁
布《苏北支前人员
奖惩条例》的通令。

渡江支前光荣证

支前司令部奖状

民工服务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