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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我军后勤，那些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

实例
工兵 111 团 2 营 6 连烧煤量降到 2 两 3 钱

� � � �

抗美援朝结束后， 国家要求节
减军政费用，用于经济文化建设。我
军后勤服从国家建设大局， 处处注
意节约，事事防止浪费，做到了钱要
花得少，事要办得好。

1957

年，总政和总后联合发出
指示，要求全军大力节约煤电，掀起
了推广先进炉灶，节约炊事用煤，支
援国家建设的热潮， 工兵

111

团
2

营
6

连成为其中的典型。 他们把炉
灶改为马蹄形通风灶， 炉膛呈上大
下小、前高后低马蹄形状，能经常保
持膛内温度，使火焰紧贴整个锅底；

炉条间距约
1.5

厘米， 以达到不漏
碎煤；烟道口外窄内宽，使抽力均匀
等。

他们还不断总结提高烧煤技
术，如要求炊事人员做到三勤（勤添
煤、勤看火、勤关炉门）、三快（炉门
拉得快、添煤快、关得快）、三白（火
苗白、出烟白、煤渣白）等，进一步减
少了煤炭使用。通过种种办法，该连
平均每人每天用煤量由

28

两降到
2

两
3

钱。总后专门召开现场会，推
广他们的经验，全军

1958

年节省煤
炭

2900

多万公斤。

� � � � 80

多年来，我军后勤能够从无到有、从薄弱到完备，靠的是无数革命先辈的
艰辛与坚守，牺牲与奉献。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下，回顾历史，在那些鲜活的故事
中，我们可以寻找到观照当下的精神力量。

———编者

溯源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

� � � �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条
件十分艰苦。 下辖的

10

个工作部
门， 全部集中在瑞金叶坪的一个
大祠堂办公， 各部门只有

1

间
10

多平方米的小房间。 除少量技术
人员外， 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
工作人员，大家都没有薪饷，穿的
都是补丁衣和草鞋。 毛泽东在夜
间工作时经常只点一根灯芯（按
标准可点

3

根），而朱德的被子里
棉花都睡成了硬片子也舍不得换
新的，实在太冷，就往里塞点稻草

御寒。

1934

年年初，为了进行反“围
剿”和经济自救，毛泽东在第二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了报
告， 并强调指出：“节省每个铜片
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 是苏维埃
会计制度的原则。 ”

这篇报告全文刊载在
1934

年
1

月
26

日出版的《红色中华》

报上， 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
集》等各种历史文献中，报告中的
这句话被修改为“节省每一个铜
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并由

此成为我军后勤工作的重要方
针。

1934

年
3

月
13

日，《红色中
华》报向红军发出“为四个月节省
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动员。 中央临
时政府各部门率先带头， 制定了
“裁减非必要人员”“节省笔墨纸
张”“减少运输费” 等

9

条节省措
施。 与此同时，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红军部队主动减少被服和日用
品发放， 技术人员和国营企业职
工主动不要加班费， 甚至要求免
发全部工资；机关单位自辟“苏维
埃菜园”种菜养猪，家在苏区的区
乡工作人员还自带伙食办公。 “四
个月节省运动” 结束后，“节省每
一个铜板” 的风气仍然在中央革
命根据地延续。

实例
杨立三 3 角 5 分钱做一套军服

� � � � 1931

年， 中央苏区的红军增
加到

6

万余人， 但是红军的服装
厂只有

10

名缝纫工和二三十台
缝纫机，规模太小，做不了那么多
服装， 于是便将每人

3

角
5

分钱
的服装费发下去，由个人自制。 然
而， 瑞金城光买做一套衣服的灰
布就要

4

角
1

分钱。 许多人不免

因此泄气：“算了， 这几个钱做什
么衣服！ 买些花生塞塞牙缝，改善
改善生活吧！ ”

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官
长兼总经理处处长的杨立三听
闻，从叶坪赶到瑞金城打听行情。

当了解到制作军装的灰布的确买
不起后， 他就准备用白布染色代

替。 一核计，白布一套最低要
2

角
8

分，染色
5

分钱，价钱是
3

角
3

分钱。但是再算上裁剪缝制费用
5

分，加起来就是
3

角
8

分。 钱还是
不够。

他掐指算了又算， 最后决定
要战士们买布自己染、自己缝，光
花裁剪钱。 核算的结果是：白布每
套

2

角
8

分，染料每套
3

分，裁工
每套

2

分，线钱每套
2

分，总共恰
好

3

角
5

分。 他高兴地说：“就这
样定了，自己缝，总共

3

角
5

分，

不多不少，刚刚好！ ”

溯源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

战争打的也是后勤仗。 红军
创建根据地后， 虽然有了相对稳
固的后方作支撑， 但发展刚刚起
步，财政收入仍是捉襟见肘。

为站稳脚跟， 中央苏区制定
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提高农业生
产、 开办工厂， 同时根据革命需
要，在长汀建立了红军斗笠厂、红
军被服厂、红军兵工厂，为部队提
供军用物资。

全面服务于战争的后方生
产， 确保了红军在国民党的“围
剿”中屡渡难关。

1933

年
8

月
12

日至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

部
17

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粉
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
任务》 的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
作》一文是这个报告中的一部分。

文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一切工
作， 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
利。 ”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科学
阐明了经济工作和军事工作，以
及整个军事工作和后勤工作的辩
证关系， 被始终贯穿于人民军队
发展壮大的战争实践， 并不断丰
富完善，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帝国主
义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 中

共中央及时发出“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精
兵简政”等指示，不断减少日常支
出、扩大生产规模，基本做到了前
线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供应什
么， 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
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 作战规模不
断扩大， 作战地域由内线延伸到
外线， 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越发凸
显。

1948

年
5

月，时任中央军委后
勤部部长的杨立三在华东野战军
后方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后勤
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
切为了胜利的原则”，要求后勤系
统必须做到物资供应及时、 卫生
保障到位、兵站运输准时、军工生
产质好量多，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
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实例
白云山地区战斗中的后勤保障

� � � � 1951

年
1

月中旬，我志愿军第
50

军第
447

团奉命在水原以北的
白云山地区组织运动防御。

战斗中，由于敌火力猛烈阻击，

前送物资极为困难。部队喝不上水，

战士们只能靠扒开被炸翻的泥土，取
雪化水来解渴。坚守光教山主峰与西
北高地的第

5

连
1

个排三面受敌，已
两天没有吃上饭，未补充弹药。

为了保证部队守住阵地， 团战
勤指挥所请示团首长实施强行补
充。 团后勤保障分队冒着敌机敌炮
的轰炸扫射， 及时将

1500

发步机
弹、

400

枚手榴弹送到第
2

营。在运

送饭菜时，为了延长保温时间，他们
将装饭菜的铁桶裹上雨衣、 棉被前
送；为了防止滑倒，干脆把饭菜桶上
的带子系在身上，由山下往山上拖。

在
11

个昼夜的激烈战斗中，该
团后勤人员勇敢机智地与敌人的封
锁破坏作斗争， 共前运弹药

60

余
吨，运送大米两万公斤，为每连筹得
宰好的肥猪两头……达到了“保证
前方人员有粮、 有炮、 有弹”“饭到
口、弹到手”的要求。经过英勇战斗，

该团顽强抗击了美军第
25

师两个
团的进攻，歼敌

1200

余名，圆满完
成了防御任务。

溯源
艰苦奋斗，勤俭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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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战争年代
“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的
情形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开始了
和平环境下建设军队的新时期。 两
任后勤部长杨立三、 黄克诚先后明
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已经规定好
的预算内，尽量节约，以较少的钱办
更多的事”“为国家负责， 为部队负
责”。

中共八大后，国家提出了“勤俭
建国”的口号。

1956

年
12

月
15

日，

《解放军报》刊发了题为《勤俭建军》

的社论， 指出：“我们人民解放军向
来就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我们
要继续发扬这种光荣传统， 把勤俭
建军作为我军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
务，并且把它作出成绩来。 ”

以此为肇始， 全军积极响应党
的号召，叫响“艰苦奋斗，勤俭建军”

的口号，精打细算、厉行节约。 对军
队内部的基本建设费、 公共事业费
作出适当压缩； 大力精简军队后勤
编制， 其中仅总后机关就减员
42.32%

；向全军多次发出增产节约
指示， 宣传节约经验， 表彰节约先
进； 适当降低若干供给标准和军官
薪金；加强物资管理使用。

实行改革开放后， 国家开始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军费投入再次缩
减。 我军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
建设大局， 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
风， 把有限经费用好， 把紧日子过
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发展日
新月异，官兵生活大为改善，但“艰
苦奋斗，勤俭建军”的光荣传统更显
珍贵， 因为它早已成为我军后勤工
作的根本理念、 后勤建设的根本准
则和后勤官兵的职业操守。

工兵
111

团的马蹄形通风灶图纸杨立三日记中的账目表

后勤人员向阵地运送弹药

（据《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