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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濮阳”系列之五

□ 孟 晋 袁冰洁

九曲黄河裹挟着漫漫黄沙， 在台
前县孙口镇拐了一个 90 度的大弯，由
此变得温顺、安澜了许多。历史的记忆
回到 1947 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
晋冀鲁豫野战军， 就是在这里强渡黄
河，千里跃进大别山，进而拉开了人民
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

序幕。
今年 6 月 30 日，是刘邓大军强渡

黄河 72周年纪念日。记者再次来到将
军渡，瞻仰革命英雄纪念碑，回顾那段
永不尘封的红色往事， 看滚滚黄河奔
流到海不复回，那经久不息、波澜壮阔
的历史涛声，依然在耳边回响。

黄河河防司令部旧址
黄河河防司令部旧址，位于台前县孙口镇孙口村南。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邓首长率 12 万大军，在老区人

民的全力支持下，以孙口渡为中心渡口，强渡黄河天堑。 刘
邓首长渡河之前，指示冀鲁豫军区党委，在孙口村建立黄
河河防指挥部，具体负责渡河的准备工作。 司令员先后由
王化云、曾宪辉担任，郭英任政委。

因指挥部处于黄河滩区，屡遭黄河水患，现留主房三
间，年久失修，屋顶部分损坏。

白蜡仝刘邓首长临时
指挥部旧址

白蜡仝刘邓首长临时指挥部旧址，位于台前县孙口镇
白蜡仝村。

刘邓首长渡河前，把渡河指挥部设在孙口镇白蜡仝村
孟家胡同，在这里指挥 12 万大军渡过黄河。 该旧址有房屋
3 间，砖土结构，因年久失修，现已无法居住。

陈楼造船厂旧址
陈楼造船厂旧址，位于台前县马楼镇陈楼村。
为了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老区人民在这里建立船

厂。 该厂制造的平头大船———爱国号， 长 8 丈 5 尺， 宽 4
丈，是渡河时最大船只。 1947 年 7 月 4 日，刘邓首长乘此船
顺利渡过黄河。

造船厂旧址向南 2 公里为黄河，向东 3 公里为刘邓大
军强渡黄河的将军渡，风景优美，现有当地居民居住。

刘邓大军张堂渡河处
刘邓大军张堂渡河处，位于台前县吴坝乡张堂村东浮

桥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堂渡口是当年刘邓大军渡河点之一，和孙口将军渡

遥相呼应。 在此处渡河的部队，起到了策应中心渡口主力
渡河、合击南岸国民党守军的作用。

1981 年，台前县人民政府在此立碑纪念。 现有渡河标
识牌一座，上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张堂渡
河处”，保存较好。

张堂渡河处建有浮桥。 此浮桥多为两岸运输沙石等建
筑材料所用，为这一带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桥陈毅办公处旧址
刘桥陈毅办公处旧址，位于台前县孙口镇刘桥村。
1947 年 9 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

率领华野第六、 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及野战军机关，从
这里渡河，转入外线作战。 在渡河前，陈毅曾在孙口镇刘桥
村居住。 该旧址有主房 4 间，为土屋。

摘自《河南省濮阳市革命遗址通览》

人民支前油画。。

历史缘何选择将军渡

从台前县孙口镇向东南方向大约行驶

2 公里，就到了将军渡。 这里原本是一个被
称为孙口渡的名不见经传的古老渡口，因
72 年前刘邓大军在此强渡黄河， 才成为令
人瞩目和敬仰的地方。

如今的将军渡， 已经被打造成一个红
色旅游景区。 景区内建成了刘邓大军强渡
黄河纪念馆、纪念碑、将军亭、纪念广场等
景点。 站在将军亭，看滔滔黄河从遥远的西
南方向奔涌而来， 又向着东北方向奔流而
去，有一种时光飞逝的感觉。 当年，刘邓首
长就是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遥望黄
河对岸，烟雨空蒙处是山东的村庄，刘邓大
军从这里强渡黄河后， 迅速发起鲁西南战
役，先后夺取郓城、定陶等地，继而逐鹿中
原，千里跃进大别山。

漫步于将军渡景区， 不少人都会问这
样一个问题： 刘邓大军当年为什么要选择
在这里渡河呢？

台前县文史学者岳耀喜告诉记者 ，选
择孙口渡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中心渡

口， 有党中央决定实施战略进攻的宏观决
策背景， 又有孙口作为黄河中下游一带水
路交通枢纽位置优势的客观原因； 既有各
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周密部署， 更有台
前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 可以说，历史
和当时现实诸多条件的有机结合， 使孙口
恰好处在这个结合点上， 因而刘邓大军强
渡黄河以孙口为中心，成为客观必然。

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单方撕毁“双十协
定”，对人民军队发起攻击，人民解放战争
由此爆发。 人民军队经过一年的大作战，战
争形势和敌我力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
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 由战
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条件成熟。 根据战
争形势，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确定战
略进攻方针和主要进攻方向：刘伯承、邓小
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

山，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
团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转战
苏鲁豫皖地区。 三路大军突出国民党军队
包围圈后， 展开外线机动作战。 在黄河以
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海边的广大
中原地区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战略进攻。 当
时，中央军委给刘邓大军部署的战略方针，
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
黄河，直趋大别山”。

岳耀喜说， 刘邓大军将孙口渡选为强
渡黄河的中心渡口， 是因为孙口有着独特
的优势。 从地理上看，此处黄河是由豫北平
原进入山东丘陵地带的过渡带，河床较窄，
水势稳定，易于渡河，为黄河中下游的水路

要冲，是接连鲁西南和鲁西北的交通枢纽。
从军事上讲，孙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刘
邓大军渡河前夕，孙口北靠冀鲁豫解放区，
东不足 50 里紧连泰山余脉丘陵地带，进可
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 从群众基础来看，
人民解放军在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 台
前县是革命老区， 自 1932 年 7 月开始有党
组织的活动以来， 一直是冀鲁豫抗日根据
地重要组成部分。 台前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 革命思想觉
悟高。

连夜渡河摧毁敌人防线

记者来到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参

观。
纪念馆共分 8 个展厅，分别为序厅、战

略态势、渡前准备、强渡黄河、渡后战役、人
民支前、英雄儿女、深切怀念。 参观一圈下
来，我们对那段历史和渡河的过程，有了比
较明晰的了解。

1947 年 6 月，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部
署，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刻调集部队，着手渡
河准备工作。 作战之前，刘伯承详细写出了
《敌前渡河战术指导》。 6 月 20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 、政
委邓小平向部队下达 《晋冀鲁豫野战军鲁
西南战役基本命令》。 根据鲁西南战役基本
命令，鲁西南作战各军渡河及作战任务，又
于 6 月 26 日重新调整分配。

6 月 23 日，刘邓首长率领主力一、二、
三、六 4 个纵队 12 万大军，由安阳西北的蒋
村出发，奔向鲁西黄河北岸。 6 月 30 日，进
驻台前县境。 当日，刘邓首长便亲临孙口渡
察看黄河水情，部署大军夜间渡河。 同时，
冀鲁豫军区独立旅为掩护刘邓主力部队渡

河，当晚 9 时，在吴坝乡十里井村等处，冒
着敌军炮火的阻击和 8 架飞机的轰炸 ，率
先强渡黄河， 一举突破黄河天堑， 向南挺
进，即刻打响战斗，牵制了驻防在黄河南岸
的国民党部队， 减轻了敌军对黄河北岸各
个渡口的压力。

孙口渡是此次渡河的中心渡口。 以孙
口为中心，西有濮县李桥、白堽，范县林楼；
东有张堂、十里井、万桥等处。 一纵队在东
线张堂一带渡河， 二纵队在中心地带孙口
渡河，六纵队在西线李桥一带渡河，三纵队
为预备队，后在孙口、林楼、李桥渡河。 在东
起东阿县，西至濮县，全长近 150 公里的地
段上，实施大规模渡河作战。

6 月 30 日夜 12 时，指挥部下达渡河命
令，二纵先遣部队在孙口强渡，水手从船坞
中将隐蔽的船只推出， 先遣连的勇士乘上
12 只木船，船头上架起机枪，迅速向南岸驶
去，不到一刻钟即抵达对岸。 敌人发觉后，

猛烈阻击。 此时，北岸解放军炮兵阵地发起
攻击，掩护部队过河。 在炮火的掩护下，一
船船战士迅速过河，向敌人冲去。 一夜间，
国民党部队精心设防的自诩足抵 40 万大
军的黄河防务全线崩溃。 美国军事顾问团
接到战报后惊呼：“东方的马奇诺防线失守
了。 ”

刘邓首长乘坐的爱国号

在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记者看到，
一艘木制大船停在里面， 船的名称为爱国
号。 工作人员介绍，当年，刘伯承和邓小平
就是乘坐爱国号渡过黄河的。

6 月 30 日夜，先头部队渡河后，迅速攻
破了敌人严密设防的地堡群， 为主力部队
打通了道路。 随后，经过三天的艰苦奋战，
刘邓大军 12 万主力部队全部过河。

刘邓首长是 7 月 4 日渡河的。 当日晚
上，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野战军指挥部来到
台前县孙口渡，准备从这里渡河。 承担运送
刘邓首长渡河的船只，名为爱国号。 待刘邓
首长走近，船工程文立、程广礼等人将爱国
号从船坞中推出，刘邓首长敏捷地跳上船。
然后，船迅速向黄河南岸驶去。

行进过程中， 敌军侦察机投下一颗颗
照明弹，将河床照得通明。 面对敌机临空，
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刘邓首长， 不仅
临危不惧，而且谈笑风生。 邓小平说：“敌人
怕我们渡河寂寞，给点亮了天灯。 ”刘伯承
赞同地说：“不明修栈道， 怎么能暗度陈仓
呢！ 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嘛！ ”

当爱国号到达河对岸下船后， 刘邓两
人同时把手伸向水兵队长，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辛苦了，是你们为人民立了大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 迅即发起鲁西
南战役，经过 28 天激战，歼灭敌 2 个师部、9
个半旅共 5.6 万多人。 接着，部队南征，从
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当中杀开一条血

路，经过 20 多天的行军和战斗 ，在 8 月底
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完成千里跃进的壮举。

台前人民支援刘邓大军渡黄河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举， 树起了人民解
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里程

碑。 随后，陈毅、粟裕率领 30 万华东野战军
在此转战，林彪、罗荣桓率领 50 万东北野
战军从此向江南进军。 孙口渡被称为将军
渡的美名，也由此而来。

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里， 专门有一
个人民支前展厅， 向人们展示了台前人民
对刘邓大军渡河的支持。 岳耀喜也向记者
介绍了当时台前人民对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的支持情况。
为支援人民军队，寿张 、张秋 （台前当

时属此两县）两县人民，积极参军。1945 年 8
月至 10 月， 寿张县青年近 3000 人参军入
伍。1947 年春，寿张县 3000 人、张秋县 2000
人参加晋冀鲁豫野战军。 父送子、妻送夫、
兄弟同时参军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

为支持刘邓大军渡河，1947 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上旬，寿张、张秋两县组织数万民
工，完成修复黄河大堤第一期工程，打破了
国民党企图利用“黄河归故”水淹解放区的
险恶目的，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行战略
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保证对刘邓大军渡河前战勤准备工

作的统一组织领导，1947 年 2 月，冀鲁豫军
区成立了黄河河防指挥部。 寿张县委配合
黄河河防指挥部发动群众， 将县境各个渡
口船只进行集中修补、隐藏，并先后兴建十

里井、林楼、张堂、孙口、毛河（后移陈楼）5
处大的造船厂， 沿黄 10 里以内的群众主动
把自家的大树砍伐， 奉献给造船厂， 共造
120 多只大船。 同时，为了确保刘邓大军安
全渡河， 黄河河防指挥部组建了 2300 多名
水兵武装，共编五个大队，其中四大队防驻
孙口。 水兵昼夜苦练划船、隐蔽抢救、游泳
等技能。 另外，沿黄 8 里以内的村庄群众直
接归黄河河防指挥部的调遣。

1947 年春，“黄河归故”后，为防止国民
党武装、特务及还乡团等越河侵扰破坏，保
护解放区的安全，寿张、张秋两县分别组织
了河防团。 两县河防团 6000 多名民兵日夜
固守在长达 50 公里的河防线上， 在重点地
段设防，与敌人隔河对峙，并不时还击河南
岸来犯之敌。 黄河河防指挥部与寿张县、张
秋县河防团实行军民联防， 形成了攻不破
的百里防线。

除上述支前工作外，1947 年上半年，具
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台前人民，在寿张、张秋
两县县委的领导下，积极为驻军腾房，安排
后方机关。 同时，主动做鞋、磨面、运送粮柴
物料，组织担架团、儿童团、姊妹团等。 男女
老少， 不分彼此， 全力投入到了支前工作
中。

此外， 在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过
程中， 孙口渡口全体水手和民工不顾对岸
敌人炮火阻击与空中敌机骚扰，不怕牺牲，
争分夺秒，在急流险滩中昼夜抢渡，一夜往
返运送部队八九次之多。 刘邓大军强渡黄
河后，1.2 万名台前儿女又从孙口渡口出发，
动用担架 1200 多副、大车 200 辆、牲畜 400
头，冒着枪林弹雨随军南征，足迹遍及苏鲁
皖豫四省五十多个县，行程近万里。

可以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也是党的
群众路线在台前的一次生动实践。 在人民
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 台前人民选择勇敢
地站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一边， 留下了
可歌可泣的故事， 用鲜血染红了脚下这块
热土。

永远不会忘记将军渡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去 72 年。 但是，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故
事， 从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台前人民心中
模糊过半分。 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
台前县委、 县政府以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
河纪念地为依托， 沿临黄大堤规划建设了
将军渡黄河游览区。 目前， 游览区已建成
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 、 纪念碑 、 将军
亭 、 纪念广场等景点 。 将军渡黄河游览
区， 而今已经成为河南乃至全国著名的红
色景区。

而今，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
但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英勇精神， 却一直
激励着台前人民， 并融进了台前人民的血
液之中。 多年来，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
台前，属于河南省三山一滩的典型区域，一
直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为摆脱贫困，台前人
民目前正弘扬渡河精神， 全力以赴开展脱
贫攻坚新战役。 在中央、省、市各部门的支
持下，在全县人民的支持下，今天的台前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站在将军渡景区的将军亭内， 看黄河
奔涌咆哮，时而翻卷起一朵朵浪花，时而环
绕出一处处漩涡，似乎在问苍天，问大地，
问两岸的黄河儿女： 还记得 70 多年前发生
在这里的故事吗？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正全力以赴大
打脱贫攻坚战的台前人民， 给出了这样响
亮的回答。

本版组稿 袁冰洁 图片提供 王为峰强渡黄河。。

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

刘邓大军渡河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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