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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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野以“三查”促“三整”

粟裕“熟筹”后向中央军委“斗胆直陈”

朱德总司令莅临濮阳整军

华野在濮阳整军工作圆满结束

朱德和陈毅、、粟裕住过的房子。。

������1948 年 2 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陈毅、粟裕奉中央军委命令率华东野战军，在濮阳进行了历时 3 个月的新式整
军运动。 这次整军是以土改教育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以“三查”为手段，以“三整”为目的，彻底克服了官兵中右倾
保命、军阀残余、腐化堕落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了广大指战员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在这次
整军期间，粟裕将军根据当时中原战争形势，向中央军委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设想。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经过
分析研究，接受了粟裕的战略方案，改变了中央军委在中原战场上原来的作战部署。 中央军委对华野濮阳整军极为
重视，派朱德总司令于 5 月 12 日至 18 日到华野整军地（司令部驻濮阳县城东孙王庄村）进行视察，历时 7 天，在将
士中间进行新的作战部署和战前动员，首次提出“解放全中国”口号，大大鼓舞了华东野战军全体将士。这次整军，对
当时战争和军队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100 周年诞辰之际，笔者撰写这段革命历史，深切缅怀先辈丰功伟绩，也为昭示后人。

��������1947 年 7 月，解放战争已进行了一年。 这一
年，国民党军不可一世地向解放区疯狂进攻，步步
挤压解放区，解放军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
在解放区进行自卫防御，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粉
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基本上挫败了他们对
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 根据形势发展，中央军委
为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 于 1947 年 7 月 21 至
23 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
扩大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问
题。决定全军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解放区实行
土地改革。会上，毛泽东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
年时间解决的战略设想。

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邓小平于 1947 年 6 月
至 7 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4 个纵队 12 万
余人，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接着发起鲁
西南战役，打开南进通道，甩开紧急驰援的蒋介石
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到外线作战。由
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标志着人
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开始。随后，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相继展开了战略进

攻。 1947 年 8 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
战军第四、 第九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
等部组成太岳兵团 8 万余人， 于晋东南强渡黄河
挺进豫西、陕南，在豫陕边区往返机动作战，建立
根据地。 9 月初，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等 8
个纵队，共 18 万人，组成西线兵团，在鲁西南进行
沙土集战役后，以 6 个纵队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
豫皖苏，扩大原有根据地。 11 月底，刘邓、陈粟、陈
谢三路大军“三箭齐发”，在中原形成“品”字形犄
角阵势，犹如三把钢刀插进敌人腹部，对蒋介石的
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威胁。

1948 年初，蒋介石鉴于对陕北和山东重点进
攻的失败，为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局面，采取尽可
能争取东北、 力争华北、 集中力量争夺中原的策
略，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实行所谓“总体战”战
略。在中原战场，他调兵遣将，摆兵布阵：将徐州顾
祝同、九江白崇禧、西安胡宗南 3 个集团在中原战
场的 37 个整编师约 66 万人 （占全国作战部队的
三分之一），除配属给中原 8 个绥靖区担任点线防
御外， 其余主力部队组成 6 个机动兵团和 4 个快
速纵队，集中兵力对付解放军的进攻。这 6 个机动
兵团为邱清泉兵团（整编第 5 军）驻商丘、胡琏兵
团（整编第 18 军）驻驻马店、孙元良兵团（整编第
47 军 ）驻郑州 、张轸兵团驻南阳 、张淦兵团驻安
庆、裴昌会兵团驻潼关。从这一布局不难看出蒋介
石的用心，是以陇海、平汉铁路为依托，集中优势
兵力对付刘邓大军和华野进军中原的部队， 并加
强长江防线，确保南京和江南地区的安全。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 为改变中原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夺取中原作战的
主动权，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战术，想法缓解中
原压力。 于 1 月 27 日，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
副政委粟裕 （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在中央
开会）发电指示：为迫使敌人改变中原地区的战略
部署，确定由粟裕率华野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
第六纵队渡长江南下， 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
作战任务， 吸引敌人 20 至 30 个旅从中原战场回
防江南。要求粟裕先在湖南、江西 2 省周旋半年至
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时
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原新四
军老根据地），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
付地位，疲于奔命。并为粟裕率部渡江制订了 3 套
方案，特别嘱咐粟裕“熟筹见复”。电报最后说：“此
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 王、 陶作极机密讨
论，不让他人知道。 ”这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继
安排刘伯承、 邓小平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的第二
次战略跃进计划。

中央军委为使粟裕更好地完成渡江作战任

务，1948 年 2 月 19 日，又电示粟裕：“如鲁西南被
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等 3 个纵队可考
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 2 个月。 ”

粟裕遵照中央军委命令， 从河南省临颍县率
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四纵队，于 2 月 27 日北渡黄
河到达老解放区濮阳县。第一纵队、第六纵队按预
定时间，于 3 月 15 日也到达濮阳。 华野随即召开
纵队干部会议， 然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新
式整军运动。两广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随后跟进。参
与这次整军的部队近 10 万人（含部分地方干部），
司令部设在濮阳县城东孙王庄王炳方家大院，部
队分驻在城内、柳屯、清河头、新习、胡状、五星、岳
村、保安、大桑树等集镇及其周围村庄。

��������3 月 12 日， 中央军委电示华野第
一兵团：要把遵守纪律、执行政策作为
部队整训的主要内容，“教育领导全体
指战员保证出动后， 不仅在作战上而
且在执行党的一切政策上， 树立人民
解放军的模范。 ”

华野部队官兵由于长期作战得不

到修整， 部分官兵思想不纯、 作风不
纯、组织不纯等问题比较突出，中共华
野前委按照毛泽东主席新式整军思

想，结合当时的整党和土改工作，以团
为单位组织实施。 首先组织官兵学习
毛泽东主席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土地法大纲》等文件，提高他们对
土地改革重大意义的认识。 废除封建
剥削的土地制度， 是中国民主革命的
一项基本任务，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
大贫苦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
拔掉穷根的一次社会大变革。 只有普
遍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才能充分
调动广大农民进行生产、 建设和支援
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同时也使广大指
战员认识到了土地改革必要性， 端正
了态度，做到自觉支持土地改革，拥护
土地改革。

这次新式整军， 主要采取以土改
教育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首先在官
兵中组织群众开展诉苦活动， 在诉苦
的基础上进行“三查”，即查阶级、查工
作、 查斗志。 通过摆查问题进行 “三
整 ”，即整顿组织 、整顿思想 、整顿作
风。

在基层以组织整顿为重点， 对党
员普遍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和怎样做一

个合格党员的教育， 广泛征求党员对

支部的意见，并逐个评论党员。 在连队
班、排组织中，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和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发展了党员，
调整了骨干。 连队还改选了支部，实行
了民主推荐干部的办法，提拔了大批优
秀工农骨干充实到连、排、班基层指挥
员岗位上。对少数混入部队的阶级异己
分子，进行了妥善处理。 通过揭发检举
等手段， 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混
进部队里的极少数坏分子说出了自己

的罪恶阴谋，进行了惩办处理。 进一步
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

性，纯洁了队伍。 指战员牢固树立了为
劳苦大众当兵、为劳苦大众打仗、为人
民群众服务的思想。

在领导干部中，主要是肃清军阀主
义残余。 4 月 5 日，从中央开会刚回到
部队的陈毅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

说，要树立起新的观念，明确各部队不
仅是一个战斗单位，而且是一个讲纪律
的单位。 必须强调政治领导，要发扬一
面打仗一面做好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新区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要认真开
展自我批评，特别是检讨执行党的方针
政策问题。 他严肃地指出，前委中目前
虽然还没有人敢于对抗党的政策路线，
但在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和严格军队的

纪律上，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当然，检查
军阀主义倾向不是要找出一个什么代

表人物，而是着重于分析这种错误倾向
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中找出克服
的办法。 他指出，只要在广大干部战士
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领导以高姿态进行
深刻检讨， 这种错误偏向一定能够克
服，在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不要赶时

髦，一定要强调用原则解决问题。
通过发扬民主，列举事实、查找军

阀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
想根源，进行深刻批判，使广大领导干
部受到了深刻教育。 他们充分认识到，
军阀主义倾向同人民军队的本质是根

本对立的，反对军阀主义是人民军队建
设的长期艰苦的任务。从而提高了他们
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他们的
领导作风，增强了团结。同时，也厘清了
政治与军事、首长制与党委领导、干部
与群众、军事与民主、战争需要与人民
负担等方面的政策、理论问题。因此，整
个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前委内部
更加团结，思想更加统一，步调更加一
致，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执行新的
作战任务有了可靠保证。

通过“三查”“三整”，广大指战员解
放了思想，放下了包袱，思想作风、工作
作风、组织纪律性都得到了提高。从而，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兵教兵、 官教兵、兵
教官的练兵高潮。 在教练场上，将士们
学习军事技术，练刺杀、攻坚、防空、越
障、渡河、跌爬滚打，杀声震天。 为适应
江南战争的需要，指战员还加强了在水
网稻田、丘陵、城市等不同环境下的进
攻和防御能力；培训干部山地、河川、水
网和城市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司、政、
后、卫生、供应、军械等部门精简机构；
研究实施运输、卫勤、弹药保障及经费
供给标准问题、随队地方干部制订发动
群众、筹措地方党政机构、发行东南流
通券等措施。 同时，以多种手段多种方
式对敌人进行侦察等，为渡江作战做了
充分准备。

��������粟裕作为有全局
观念、有战略眼光的将
军 ，在整军期间 ，一面
紧锣密鼓地筹划着渡

江作战，一面观察分析
着中原战局及其作战

方略。
1948 年 4 月中旬，

随着战争形势瞬息万

变， 各路野战军干部、
新兵的补充都已到位，
新式整军工作基本完

成等诸多有利因素不

断增长，粟裕将军对整
个形势的了解也更加

透彻，对数月来反复构
思的在中原与国民党

军打大仗，将其消灭在长江以北的“腹
案”也更有信心。 结合当时实际情况，
粟裕多次对中央军委 1 月 27 日电令进
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 他认为，要改
变中原战局， 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
底打败蒋介石， 中原和华东的野战军
应集中兵力同国民党军在中原进行几

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的歼灭战，尽可
能地把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 再打过
长江南进比较合适。 面对中原强大的
敌人，如果他现在率领第一、第四和第
六 3 个纵队渡江南进，到国统区进行宽
大机动作战， 这无疑会给敌人以很大
震惊、威胁与牵制。 但是，也存在难以
克服的不利因素。 第一，3 个纵队加上
地方干部和民工近 10 万人渡江后，要
在国统区转战数省， 敌人必然进行围
追堵截，而自己的军队远离解放区，在
无大后方作依托的情况下连续作战 ，
兵员的补充、 粮草弹药和其他物质的
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等方面，都
将遇到很大困难。 第二，3 个纵队渡江
南进后， 可以调动中原部分敌军回防
江南， 但估计调动不了在中原战场上
的国民党主力第五军到江南跟他们打

游击， 也调动不了在中原战场上的桂
系主力第十八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 。
因为， 如果桂系主力第十八军和整编
第四十八师到江南， 蒋介石从派系斗

争考虑则认为是“放虎归山”。 第三，华
野 3 个纵队渡江后在转战过程中，预计
会有约 5 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
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灭敌军 3
至 5 个整编师。第四，从战略角度看，在
广阔的中原战场我军应该组成强大的

野战兵团，实行大兵团作战。 在一个战
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
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
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
时，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 4 个主
力纵队，华野有 6 个主力纵队，再加上
两广纵队和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
模歼灭战的。如果他带 3 个纵队渡江南
进，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 4 个半机械
化主力师，则势必分散人民解放军在中
原的兵力，增加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困
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敌我兵
力比例，削弱敌人的优势，进而改善中
原战局。 因此，他认为华野 3 个纵队还
是暂时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粟裕将军将自己的这一构想和谋

划同华野一兵团前委一些高级将领进

行多次交流讨论，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
支持，又征得刚回部队的老首长陈毅的
同意及刘邓等人的赞许后，4 月 18 日，
将自己的想法和中原作战方略建议，以
个人名义大胆而果断地电告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报告后，对粟

裕将军的想法和建议高度重视，特别引
起了一直关注中原战局变化的毛泽东

主席的高度关注。 4 月 21 日急电陈毅、
粟裕一起到中央当面汇报。

4月 25日黄昏，陈毅、粟裕从濮阳出
发，4月 30日到中央驻地西柏坡后，随即
前往阜平县的城南庄。 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五大书记正在那
里开会，当毛泽东主席听到粟裕来了，便
大步走出屋门， 拉住粟裕的手摇了摇，
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欢迎你，粟裕
同志。 ”亲切的乡音，灼热的褒奖，令粟
裕非常激动。 到屋里毛泽东、朱德、周恩
来、刘少奇、任弼时，还有李先念、薄一
波等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听取粟裕将军

汇报，当即进行研究。 中共中央书记处
决定， 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
采纳粟裕的建议。 也就是说，最高统帅部
改变了原来令粟裕“虎穴掏心”的渡江南
进战略，采纳了粟裕江北作战的建议。

为充分发挥粟裕独立指挥作战能

力，中央军委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军区和
中原野战军工作；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司
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在征求粟裕意见
时，经粟裕再三请求，陈毅继续保留在
华野的职务，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
员兼代政委。 这样，华野的所有重担便
落在了粟裕肩上，赋予了他独立统领华
野在中原的作战任务。

�������中央军委领导对粟裕下一步作战行动
甚为关心。 为了让粟裕更好地在 4 个月至
8 个月时间内，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
敌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的作

战任务。 在指示刘邓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力
在平汉路南段寻机歼敌， 钳制国民党军队
北援行动做配合的同时， 又派朱德总司令
到濮阳华野驻地进行视察， 指导华野将士
做好南渡黄河驻入中原打大仗的各种准备

工作。
5 月 12 日晚， 朱德总司令受党中央、

毛主席委托，在陈毅和粟裕陪同下，从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风尘仆仆地到达濮阳县城

东孙王庄华野整军司令部所在地。当晚，朱
德和陈毅、粟裕一起住在房东王秀珍家中。

朱总司令不顾疲劳，次日便召开会议，
听取整军汇报。晚上，在一兵团直属队欢迎
会上，他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全体指战
员的问候和关怀， 对华野新式整军运动给
予了高度评价。 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华野
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和华野近期不渡江南

进， 而在中原集中兵力消灭国民党军有生
力量的决定。 接着扼要地介绍了当时的形
势和任务，强调执行政策和纪律的重要性。
最后提出， 解放全中国这一伟大而光荣的
历史任务。 他信心百倍地说：“渡过黄河组
织好队伍，在江北打几个大歼灭战，胜利一
定是我们的。 ”

5 月 18 日，朱总司令从濮阳县城东孙
王庄华野司令部返回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中共中央所在地。 朱总司令在濮阳视察了
1 周，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和部
队领导干部讨论有关作战方案； 深入士兵
当中指导作战技术； 到田间地头向农民了
解党的土改政策落实情况和生产、 生活问
题，还帮助年幼体弱的农民担水；到工商户
家中，了解党的工商政策，发现问题及时指
导地方干部马上纠正， 给濮阳人民留下了
很多感人的故事。

��������5 月 29 日， 中共华野前委扩大会议
通过了关于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陈
毅代表华野前委作总结报告。

为完成新的作战任务，大量歼灭国民
党军在中原地区的机动兵力，进一步发展
中原和华东战局，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5
月 30 日，陈毅与邓子恢带领 4700 名地方
干部离开濮阳，也离开了华野，于 6 月 14
日到达中原机关驻地河南省宝丰县皂角

树村，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合，到中原局开
始了新的工作。 同日，粟裕率领华野指挥
机关和一、四、六、两广、特种兵纵队由濮
阳出发，于 5 月 31 日南渡黄河，向鲁西南
之定陶、成武地区挺进。

就这样，华野在濮阳完成了历时 3 个
月的新式整军任务， 奉中央军委命令，迈
着雄壮的步伐离开濮阳，如铁流般地踏上
了新的征程。 （濮阳县老促会）

������《毛泽东选集》，《文汇报》，《新周报》，
《河南文物通讯》，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
办工作室编 《粟裕年谱》，《中共濮阳县历
史 》，张震 《忆濮阳整训 》，解放军出版社
《张震回忆录》，少华著《粟裕与毛泽东·陈
毅》，刘统著《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王郁
昭谈华野部队在濮阳整军情况》， 任宗尧
《对华野一、四、六纵队四八年在濮阳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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