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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喝健康、就喝仙灵红；

仙灵红茶酒、提神又养生；

饮后口不干、风吹头不痛；

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

� � � �

新品上市，诚邀信阳八县两区合作代理商，

共同创造白酒神话，为中国喝酒人的健康，提供

一份满意的答卷！ 即日起，到信阳市各烟酒门店

购买任何一款仙灵红茶酒， 凭酒瓶盖到公司可

免费兑换价值

380

元的仙灵红茶酒一瓶。

另：面向白酒市场，招聘业务精英

10

名，市场总监

1

名！

抗美援朝：新生中国的强军实践

� � � � 1950

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进行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

争。 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

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

彼时彼境， 美军将战火燃至中朝边界鸭

绿江边， 新中国的唯一选择只能如毛泽东所

说“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

损害极大。 ”参战利益之一，便是我军开启了一次

伟大的强军实践， 在当年这场世界上现代化水平

最高的战争中迈入了现代化之路。

■

与对手边打边谈以打促和———

确立现代局部战争思想

建设一支强大军队之路， 应该体现为三

方面的并举，那就是军事思想的创新、武器装

备的改善、部队编组和作战方式的变革。 对于

刚刚从农村包围城市、用“小米加步枪”打下

江山的人民解放军来说，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

次巨大的挑战。 直面挑战的人民解放军，最终

在这三个方面同步高歌猛进。

抗美援朝战争与以往国内历次战争的重

大区别， 首先在于局部战争成为军事斗争的

式样。 战后，西方将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第一场典型的“有限战争”，此后这种形态更

成为国际间军事斗争的主要式样。 这是因为

在各大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 为避免造成

大规模的毁灭， 交战各方都不能无限制地使

用作战手段。

不谋而合的是， 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在这

场战争中得出殊途同归的结论。

过去，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研究对象

是全面战争， 包括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

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却是在新中国国家政权

已建立， 国民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的条件

下进行的。 我军在这场战争中，作战时间、空

间、目标和手段都有很大限制，军事行动受到

国际形势的严格制约，并与政治斗争、外交活

动形成更密切的结合。

在志愿军入朝前， 中国政府就特别强调

“朝鲜战争地方化”，努力防止战争的扩大。 以

“志愿军”名义参战，也是毛泽东努力避免与

美国正式宣战， 努力使国内保持和平状态之

缘故。

面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

强敌，中国虽实行同苏联结盟的战略，仍只能

达到有限的胜利目标。 将敌人从鸭绿江边驱

赶到三八线附近， 再以双方妥协方式结束战

争， 便已经达到了保卫我国安全和援救邻邦

的目标。 确立这种局部战争的观念，是毛泽东

军事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新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的又一项重要启示， 是我国

应坚持毛泽东一向倡导的积极防御的原则。

出兵前中国政府先礼后兵， 通过印度驻

华大使潘尼迦转告英美， 而且敌人逼近鸭绿

江边才出战，显示出参战是迫不得已，使我国

能在国际上获得同情和支持。 同时，我军强调

的积极防御历来是攻势防御，寓防于攻，在战

略上是后发制人，战术上却是以进攻为主。 前

期运动战中，志愿军往往大胆实施敌后穿插，

攻其不备；后期阵地战期间，志愿军虽坚守阵

地， 但多数战斗行动仍是依托坑道积极向敌

军反复进攻，把斗争焦点转到对方阵地上，才

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不过， 抗美援朝战争实行的积极防御也

在悄然变化。 世易时移，国内战争期间的农村

根据地没有多少坛坛罐罐怕打破，解放后的许多

战略要地和经济命脉区却不能轻易让出。

新中国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御

敌于国门之外， 保障我国工业基地东北的安

全， 因此要变诱敌深入为运动战反攻和坚守

防御。 经过五次战役的实践，

1951

年

6

月，中

共中央确定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

结束战争”的新方针，标志着已基本实现进行

国际局部战争的思想转变。

战争中有胜利的荣光，也会有血的教训。

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 毛泽东军事

思想中又增添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内容，其

中特别表现为强调建设现代化国防军， 将后

勤工作放在现代化战争中的重要位置， 并要

求全军实行历史性转变， 即如同毛泽东所说

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

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 同时，

毛泽东还强调：“需要克服过去曾经是正确

的， 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 不统

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 ”

全军指战员通过实战体验和学习中央新的

军事指导方针，努力克服“游击习气”，对现代化战

争的思想认识也有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可以说，

60

年前的这一天，征尘未洗的人

民军队，站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强军之路的

一个新起点上。

■

把美军当作学用苏式武器的“陪练”———

在现代战争中换装现代装备

旧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 从清

末洋务派直至国民党当局都依靠从国外多头

引进武器，形成国内军队装备“万国牌”的状

况。 长期“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

解放军， 装备的武器型号自然杂乱且大都破

旧，且自身没有弹药和零配件的生产线。

志愿军入朝之初， 装备有来自十几个国

家的杂式武器， 在紧急情况下只好按枪炮口

径、型号在部队间做了调配。 例如第

38

军使

用日制三八式步枪，第

40

军使用缴获的美制

步枪，全国又以“打扫仓库”的方式把所存的各

种口径、不同型号的枪炮弹分类送往前线。 美军初

见之下，还以为这支扛着三八式、捷克式的军

队是“朝鲜预备役部队”，接战后发现其战斗

力空前强大才“和小伙伴们被惊呆了”。

可以想象， 当年志愿军的后勤人员是如

何“压力山大”。 但就连这样，入朝之后仅仅几

个月的高强度现代战争也让我军仓库见底

了。中央军委随即决定全军改用苏联装备。空

军从

1950

年开始装备苏式米格战机，陆军自

1951

年起也陆续将入朝部队和国内部队予以

换装。

新装备如何尽快形成战斗力？ 答案只有

一个：边打边学。

炮兵是战争之神， 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时

期陆军建设的重点， 从

1950

年底至

1951

年

春国内紧急建立了

6

个炮兵训练基地， 组建

了

5

个地面炮师和

4

个高射炮兵师。 这些部

队接收了苏联装备后只进行了

1

至

3

个月的

突击训练，初步达到走得动、摆得开、打得响

即入朝。 至

1952

年，志愿军火炮总数已增至

15000

门，能够有板有眼地与美军进行相当规

模的炮战。

志愿军坦克兵临时接收了苏军的坦克和

自行火炮

500

余辆， 都系二次世界大战中生

产和使用过的

T-34

、

JS-2

（即斯大林

2

式）坦

克和

SU-100

自行火炮。接收时中方打破训练

常规， 采取由苏军坦克乘员以手把手教的方

式，进行了

3

个月突击训练。 坦克驾驶员仅驾

驶了

4

至

5

个小时， 还达不到如今驾校标准

的一个零头， 炮手也仅发射过

20

到

30

发炮

弹，刚刚能够把坦克开得动、打得响便入朝，

随后在作战中逐步摸索出成熟的战术并提升

了技术水平。

与之相比， 新中国空军几乎是 “一夜长

大”， 创造了世界空军建设史上的奇迹。 从

1950

年秋至

1953

年秋，人民解放军空军由只

有

1

个航空兵师、几十架作战飞机，发展到拥

有

23

个航空兵师，近

3000

架飞机，从战机数

量看仅次于美苏而跃居世界空军第三位。

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华提供的武器，

只有空军装备比较先进， 陆军装备大都是二

次大战中使用过的旧货。 如苏军在

1947

年后

开始装备

AK-47

自动步枪，对中国只提供波

波沙

-41

冲锋枪 （中国仿制品为

50

式冲锋

枪）和更老式的莫辛

－

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

为

53

式步枪）。 苏军

1949

年以后开始装备

T-54

坦克，将已逐步淘汰的

T-34

送到中国。

苏联的这种供应武器方式， 起初也是因时间

仓促且事先缺乏准备， 便从驻远东部队现役

装备中临时抽调。 如

1950

年末，苏军将

10

个

坦克团和若干炮兵部队开到中国后， 官兵便

留下装备回国。

掌握了新装备后，我军“临阵磨枪”直接

上战场练兵，“陪练” 者又是世界最高军事技

术水平的美军， 部队迅速提升了战术技术水

平。 停战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发表

的公开讲话中便叹息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敌

人仍然没有被击败， 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

大及更具威胁性。 我说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

共产主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了如何打近代的

陆地战争。 ”

看到中国军队装备天翻地覆的巨大变

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身兼志愿军

司令员的彭德怀曾感慨地说， 军队这几年的

进步，超过旧中国几十年。

■

让战场成为新技术兵种演习场———

军队建设和作战方式实现历史性飞跃

百年来，中国人屡受列强欺侮，强军梦与

强国梦在心底牢牢扎根。 建立一支屹立世界

强军之林的先进军队， 这一梦想在抗美援朝

战场上终于变成了现实。

战争期间，根据中央“边打边建”的指导

思想， 我军作战部队基本都按现代战争的要

求实行了新编制，建立了诸多新技术兵种，并

将战场作为演习场， 实现了由单一兵种作战

向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历史性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堪称我军进行现代战争的

一部百科全书。 从

1950

年至

1954

年，中国用

购买和仿制的苏制武器装备了

106

个陆军

师、

23

个空军师，按苏式规范实现了全军武器

标准化、系列化。 换上新装备的各军兵种部队

（海军除外）多数又以志愿军名义陆续到朝鲜

战场轮战， 在同世界强手的实战较量中学会

了如何打现代化战争。 毛泽东曾高兴地说：

“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 、大炮 、坦克都有

了。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

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

当年新中国的空军是全军建设的重点，

在自身刻苦努力和苏军帮助下， 经过朝鲜上

空进行的当时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空战锻

炼，几乎是从无到有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1951

年秋， 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曾感叹道：“几

乎在一夜之间， 共产党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主

要的空军强国之一”。 虽然当时年轻的中国空

军还不能从世界上最强的美国空军手中夺取

制空权，却打出了国威军威，并在战略要地和

国土防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世界战争史上， 军队由以枪战为主过

渡到以炮战为主，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过去主要靠破旧枪支作战的解放军， 正是在

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中完成了这一历史性过

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解放军的地炮师数

量发展到

17

个，高炮师发展到

8

个，其中大

部分入朝参加过轮战。 同时，入朝参战的陆军

25

个军的直属炮兵， 也都经历了激烈炮战的

考验。 战争后期，志愿军炮兵已名副其实地成

为起到重要作用的“战争之神”。 据美国军方

统计，战争中美军伤亡有

62％

系炮火所造成，

32％

系枪弹所造成，

4％

系地雷造成。战后中央

军委为陆军确定的编制中， 炮兵连数量已经

超过步兵连， 炮兵火力已取代步兵火力成为

全军地面火力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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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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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

江。 黎 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