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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宁战役面粉公司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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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宁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联着我党我军
在历史重大关头的前途和命运，它用隆隆的炮声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曙
光。

没有细壤，泰山不能成其高；没有涓流，江海不能就其阔；没有
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血肉之躯，共和国的大厦就没有今天这般巍巍
耸立。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海军
通讯员 郭羽

“1948年农历八月十七，我们负责攻
打龟缩在集宁面粉公司的国民党部队残
余势力，按照上级要求晚上12点结束战
斗。当时人进不去，就用炮打，一直打到
晚上12点也没能攻破，战斗暂停。第二
天开始用远程炮轰炸，穿梭在街道中的部
队都往面粉公司集中，还是没有攻破，后
来用炸药包炸开了面粉公司的后墙，战士
们冲进去跟敌人拼刺刀……”今年95岁的
老兵孙二娃思路清晰地讲述着发生在“集
宁战役”中当年的那段烽火岁月。

孙二娃1945年参军，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绥远军区服役。他参加的这次战斗
正是集宁战役中的最后一次大战——察
绥战役之首战集宁的场景。

集宁（今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在 20
世纪中期只是一座小城，它的城围只有7
公里，城区面积3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不过
2万人。按照《集宁战役》一书记载，从
1946年1月到1948年9月的3年时间里，
国共双方在这个地区共爆发了3次大战。
为了表述方便，把3次战役通称为“集宁战
役”，孙二娃参加的是集宁战役的最后一
次大战。

集宁战役，解放战争时期我区影响力
最大的战役之一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的集宁，
地理位置突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
地。解放前，集宁是绥东地区的心脏，集
宁东边的张家口（当时的张垣）是我党晋
察冀根据地的中心，西南边的山西是我党
西北部晋绥根据地，集宁如果被国民党占
领，我党的两大根据地将被隔开。从交通
方面来说，集宁地区是我国最早建铁路的
地区之一，所以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同
时，集宁是通往我国东北、华北、西北以及
蒙古国、俄罗斯的捷径。至关重要的战略
位置，使得集宁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
点。

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集宁战
役》一书主编、乌兰察布市作家协会名誉
主席、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研究会副会长
任致中研究集宁战役已有16个年头了。
他说：“近期正在参与由内蒙古党史办主
办的‘集宁战役’课题，并且围绕集宁战役
编写、发布系列集宁战役背后的感人故
事。通过研究发现，解放战争时期，国共
双方在集宁地区爆发的应该是4次战役，
更正将在修订本《集宁战役》中订正。这4
次战役，分别是1945年10月‘绥远战役之
绥东作战’、1946年 1月‘集宁反击战’、
1946年 9月‘大同——集宁战役’、1948
年9月‘察绥战役之首战集宁’，统称‘集宁
战役’。”

经受战争洗礼的集宁，如今还留有火
车站水塔、集宁面粉公司旧楼、集宁战役
指挥部等集宁战役遗址，向人们倾诉着那
段烽火岁月。

“在查阅到的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
起草的与集宁战役相关的 52份电报、电
令和他的著作、年谱和公开发表的谈话
中，曾上百次提到当时还鲜为人知的集
宁、丰镇、兴和、卓资山、陶林、凉城、绥
东、平地泉、隆盛庄、旗下营、台基庙、玫瑰
营、张皋……”任致中介绍说。

“绥远战役之绥东作战”——绥远战
役最精彩的部分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就片面制
定所谓接收计划：一方面命令八路军、新
四军原地待命，一方面疯狂向解放区大举
进攻。1945年 8月 16日，即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给傅作义发
出密电：日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你战区
部队迅速沿平绥线向东挺进，勿稍松懈；
努力进剿铁路沿线共军，火速接收包头、
归绥、集宁、大同、张家口诸城市……8月
18日，蒋介石又正式指定傅作义为热河、

察哈尔、绥远三省受降官。
从8月中旬至9月初，傅作义所辖的

12战区发生多起国民党军强占我抗战胜
利成果并疯狂进攻解放区的战例。他们
抢占毕克齐、归绥，抢占了被八路军解放
的集宁、丰镇、兴和、武川、陶林、凉城、尚
义等城镇。此外，傅作义还将投降的伪蒙
疆部队改编为两个集团军，任命汉奸王英
和李守信分别担任集团军总司令，并大肆
恢复旧政权，建立地方武装，自以为建立
起“热、察、绥反共隔绝地带”，以期控制整
个华北战局。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中央于
1945年 9月 19日，提出了“向南防御，向
北发展”的战略方针。9月11日，中共中
央军委给各地指示中指出:为促进谈判，
推迟国民党军深入东北、华北，争取全部
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必须布置几个
有力战役。晋察冀、晋绥两军区立即组织
察绥战役，消灭傅作义部，解放绥远，收复
归绥，夺取雁北13县。于是，我晋察冀、
晋绥两军区厉兵秣马，积极组织发起绥远
战役(也称绥包战役、平绥战役)。为完成
绥远战役的作战任务，晋察冀军区决定集
中3个主力纵队9个旅，晋绥军区集中5
个主力旅，共14个旅 5.3万人，由聂荣臻
和贺龙亲自带领挥师西进、北上。根据中
央军委的指示，绥远战役分绥东作战和会
攻归绥两期实施。前期是指从10月18日
开始的，以集宁为中心的绥东地区隆盛庄
争夺战至25日结束的卓资山阻击战和集
宁争夺战；后期是指我军围攻归绥、包头
的战役。前期的绥东作战，我军势如破
竹，大获胜利。而后一阶段，则敌我相互
胶着，没有完成预定目标。

以集宁为中心的绥东作战，包括隆盛
庄争夺战、卓资山阻击战和收复集宁的3
场战斗。我军对攻占集宁做了充分准备，
制订了几套方案。毛泽东主席10月24日
给聂荣臻、贺龙的电报中说:“如傅部主力
固守集宁，一时不能攻克，望集中主力歼
灭十八台、卓资山、三道营、旗下营、白塔
之敌，占领集宁、归绥间二百余里铁路，发
动群众建立政权，收集粮食，使集宁傅部
陷于孤立，然后歼灭之。”

集宁守敌是第 35 军军部和第 101
师。第35军是傅作义的老本钱，而101师
又是 35军的王牌。聂荣臻深知，如果把
101师消灭掉，那将是对傅作义的一个沉
重打击。他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冀
察、冀中两个纵队聚歼该敌。战争进程使
傅部没敢固守集宁，在我军的猛烈打击
下，傅作义部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被我军
各个击破，采取了“一触即退”的战法，部
队拼命向西逃窜。战斗打响后，冀中纵队
击溃了敌人一个团。敌第 35 军军部和
101师不敢恋战，乘夜弃城向西逃去。于
是，24日，晋察冀部队较为轻松地占领了
集宁。至此平绥铁路从大同以北之孤山、
丰镇至集宁250里一线全部被晋察冀野
战军控制，切断了傅作义与阎锡山沿铁路
的联系。

“集宁反击战”——树立榜样的一次
战役

集宁是平绥铁路线上的咽喉，向南直
通大同、向东可达张家口，向西直达归绥，
是连接我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通向东
北解放区的枢纽，也是国民党军队打通平
绥铁路线的战略要地。据任致中主编的
《集宁战役》书中记载，1946年 1月 5日，
根据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国共双方签订
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10日正式公布
并颁发于13日24时生效的“停止冲突命
令”（简称“停战令”）。由共产党代表周恩
来、国民党代表张群（2月10日后换为张
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最高三人委
员会，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
督双方执行“停止冲突命令”。

在“停止冲突命令”生效前，蒋介石阴
谋抢占我华北地区各战略要点，妄图分割
华北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分割晋察冀与
晋绥解放区的联系，并从东西两面对张家
口构成进攻态势。1月11日，蒋介石向各
地国民党军下达了务于1月13日前占领
要点的秘密命令。特别电令傅作义派部
队务于在“停止冲突命令”生效之前，攻占
集宁县城。

集宁是平绥铁路上的重镇，是绥东的

心脏。它连接着大同、张家口、归绥，连接
着我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敌人要打
通平绥铁路，夺取战略要点，集宁就成为
首当其冲的争夺对象。集宁在抗战胜利
后，国共双方虽然有过争夺，但一直在我
军手里。傅作义接到蒋介石密令后，派孙
兰峰率国民党军、伪蒙骑兵4000多人，于
13日突袭集宁。我军奋起抵抗，但因寡不
敌众，决定撤离，傅作义部于14日8时抢
占集宁。毛泽东主席惊闻集宁失守，电令
贺龙司令员，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集宁。

于是，姚喆司令员率晋绥军区27团从
卓资山回援集宁，绥蒙军区骑兵旅从陶林
驰援集宁，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马龙部、
陈仿仁部，也从丰镇、遇驾山等地北上集
宁参加战斗。根据贺龙司令员的指示，我
军各部队于17日 18时 30分向城垣发起
总攻。残酷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夜，18日
晨，我军收复集宁。

任致中介绍说：“这次战役的胜利，有
力地捍卫了抗战胜利成果，沉重打击了国
民党的有生力量，增加了我军重庆谈判的
砝码，同时集宁作为军事调处成功范例的
第一小组，也为全国的38个军调执行小组
做出了榜样。”

“大同——集宁战役”,积累经验的一
次战役

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后，
我党提出攻取“三路（平汉铁路北段和正
太、同蒲铁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和
大同）”的战略计划，其中一个是攻取大
同。当时大同是阎锡山的地盘，经过几次
战役后，大同被我军团团包围，但未能攻
破。这时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
鉴于大同岌岌可危，急令傅作义出兵解
围。1946年9月5日，傅作义精心策划了

“围魏救赵”的军事战术，以战区主力部队
向绥东进攻。国民党总指挥董其武率部
占领卓资山后，随即进攻集宁。在董其
武部攻打集宁被我军围歼时，傅作义急
电35军 101师、榴弹炮团、32师、骑兵第
四师火速增援攻城之敌。由于我前方指
挥部指挥失误，调动外围主力阻击傅作义
增援部队，失掉战机，使得傅作义部援军
突破防线，会同101师、32师董其武部于
13日攻克集宁，我军被迫撤离，随之大同
撤围。这是集宁三大战役中的第三个战
役“大同——集宁战役”。

察绥战役之首战集宁，配合辽沈战役
的一次战役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反
攻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在东北战场上展开
了辽沈战役。8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等中央领导在西柏坡召见了聂荣臻、
杨成武，授命华北第3兵团进军绥远，“要
首战必胜”“占领集宁城”，将国民党傅作
义主力拖在平绥线上，使其不能出关支援
东北战场。

第3兵团的将士们不负毛泽东主席和
中央军委的重托，以摧枯拉朽之势，从9月
20日开始，连续完成了红砂坝阻击战、大
土城歼灭战、瑰营阻击战、南毫堑阻击战
等集宁外围战役，于9月26日凌晨2时完
成对集宁的包围。于26日18时30分，在
战场总指挥姚喆司令员的指挥下开始攻
城。战斗进行了近17个小时，于27日11
时结束战斗。这次战役共毙伤、俘虏敌军
将士 3535 名，还缴获大量武器辎重等。
这次战役以及第3兵团随后的胜利进军，
完成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拉住傅作
义主力，不使出关”的战略任务，解放了集
宁和绥东广大地区，攻占了包头，包围了
归绥，使坐镇北平的“剿总司令”傅作义大
为震惊。

任致中动情地说：“集宁战役是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联着
我党我军在历史重大关头的前途和命运，
它用隆隆的炮声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曙
光。”

四次战役，我军共歼灭俘获敌人2.6
万余名。而我军牺牲阵亡的将士，有的留
下了姓名，更多的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没有细壤，泰山不能成其高；没有涓
流，江海不能就其阔；没有千千万万革命
先烈的血肉之躯，共和国的大厦就没有今
天这般巍巍耸立。

集宁战役纪念馆外景

集宁战役纪念园一角

参加集宁战役的老兵孙二娃

党员干部参观集宁战役纪念馆

集宁战役指挥部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