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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阅读提示

开枝散叶

人才辈出

华北军政大学除了军事教学，
还兼管着其他方面工作，学校培
养 的 人 才 ， 也 在 许 多 领 域 发 光
发热。

1948 年 6 月，中央外事学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在石家庄
南海山村成立，党政领导关系都隶
属于华北军政大学。

1948年12月，华北军政大学文
工团在石家庄康庄村成立，全团一
百一十多人，全团接受华北军大指
导，向华北军大汇报工作。

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排练了
《血泪仇》《军民一家》《杨勇立功》
《不要杀他》《军大教官》《刘胡兰》
等文艺节目，在南新城村为军民演
出，激发了广大军民的革命热情。
后来，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的一批
文艺骨干调到北京组建了总政文
工团。

华北军政大学出版社，也是全
军最大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的
前身。

为了保证教官和学员专心完成
教学任务，叶剑英力主成立了华北
军政大学干部子弟学校。最初叫妇
女学校附属儿童队，开始在申后村
办学，由驻在申后村的妇女科管
理，后妇女科及儿童队搬到校本部
所在地南新城村。1951年迁至石家
庄，1953年与平原军区新英干部子
弟学校合并，命名为华北军区“七
一”学校，就是今天石家庄第二十
四中学的前身。

华北军政大学不仅肩负着艰巨
的教学任务，而且随时准备投入
战斗。

1948 年 10 月，傅作义调动部
队，妄图偷袭刚解放的石家庄，华
北军政大学出动4000多名学员布防
在滹沱河南岸，随时准备击退来犯
之敌。

开国大典之前，急需组建一支
便衣保卫队，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
农向周恩来请示从哪选人，周恩来
毫不犹豫地说：“从华北军政大学挑
选呀。华北军政大学号称万人军
大，那里什么样的人才没有啊？而
且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1949 年 1 月，经过精挑细选，
上级从华北军政大学校部调走76名
优秀学员，经过培训组建了新中国
第一代便衣警卫队，到北京执行保
卫任务。开国大典前三个月，还从
华北军政大学抽调 350名营连以上
学员，组织一个方队，赴北京实地
训练五十多天，参加了开国大典阅
兵式。

开国大典期间对北平实行军管
的纠察总队，也由华北军政大学附
属的步兵学校学员组成。其中有 4
人被选拔为护旗手，护送毛泽东主
席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
旗。 文/杨宏伟 孟玉

1948 年春，全国各个战场形
势继续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
随着全国规模战略反攻的到来，
我军迫切需要大批中高级军事指
挥人才充实军队。

军校在哪里办？中共中央的
选择是华北。

此时的华北，石家庄的解放
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
完全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
区，并成立了华北局、华北军区
等机构。华北成为当时全国最大
的解放区。

华北军政大学筹备阶段的重
大问题由中央决定，日常工作、
后勤供应由华北局负责。经过中
共中央和华北局反复酝酿，决定
按照办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
的办法，将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
学校、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军政
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等
五个单位合并组建华北军政大学。

在《中共中央西柏坡大事记》
中，这样记载着解放军军事史上的
这一重要决定：1948 年 5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华北军事政治
大学，叶剑英任校长兼政委，副校
长萧克，副政委朱良才，校址设在
石家庄附近的南新城村。

今天，石家庄市鹿泉区太平
河畔的南新城村，依然保有华北
军政大学旧址。

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门仅剩下
两处石柱静静地屹立着，穿过修
缮后的临时校门，是一个开阔的
院落。

院内两间东西向平房，分别
是校长叶剑英的办公室和学校会
议室。叶剑英的办公室比较宽
敞，房间内陈设有八仙桌和条
几，靠近北边的窗户旁，有一部

叶剑英当年用过的电话。办公室
的墙壁上，挂着叶剑英与女儿叶
向真的合影。

1948 年 5 月 23 日，叶剑英来
到南新城村，华北军政大学的筹
建工作也由此拉开序幕。

1948 年 6 月 11 日，华北军政
大学在南新城村西的树林里，召
开了连级以上 800 多人参加的大
会。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代
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
区正式宣布华北军政大学成立和
人员任职命令。学校下设政治、
教育、校务三个部和校办公室，
大部下面设二级部及处或科，校
领导和三大机关直接领导各学员
大队。

行政机构建立了，学校自上
而下还要成立党组织。

以 校 长 叶 剑 英 、 副 校 长 萧
克、副政委朱良才和教育部长谭
家述等6人组成学校党委会，叶剑
英为党委书记。党委会实行集体
领导的分工负责制，统一领导全
校的工作。

1948 年 7 月 1 日 17 时 30 分，
华北军政大学隆重举行庆祝“七
一”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华
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晋冀鲁
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及华北、
华东、中原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
部队代表出席大会。

朱德总司令在开学典礼上作
了重要讲话，指出华北军政大学
是在继承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
学的传统基础上，适应解放战争
形势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任重
而道远。他以“得天下英才而育
之，一乐也”勉励大家为创办好
军大而努力奋斗。

一个诞生在小村庄里的军
校，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成为我
军办学规模最大的军事院校和
解放军最高学府。

它就是石家庄陆军指挥学
院的前身——华北军政大学。

这所大学，在解放战争的滚
滚硝烟中紧急筹建，探索并总结
出一套创办大军校的宝贵经验，
是解放军军校进行正规化、综合
性教育的先驱。

它肩负着培养我军中高级
军事人才的重任，先后为解放战
争和新中国国防建设事业输送
了4.6万名军政干部和专业技
术人才。

八一建军节将至，让我们回
顾那段历史，探寻我党我军军事
教育的河北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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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办一所什么样的军校，中
共中央在筹建之初就确立了方向。

中共中央提出如下办学指导
思想：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
战争服务，要多为战争培养干部，
多为前线输送军事政治人才；二是
要把华北军政大学办成正规化的
新型军校，为新中国军队正规化建
设培养人才。

1948 年 10 月，叶剑英在华北
军政大学礼堂为全校教员作了《提
高自身素质 完成教学任务》的报
告，提出学校教学理论：“不教而战
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进
一步阐明了学校的历史使命——
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全国的解放
战争，全心全意为战争服务，解决
战争提出的新课题，这对教员治学
和学员集中精力学习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达到了教学为战争服务的
目的。

教学如何为战争服务？从当时
的教学内容上，就能看出是重视和
培养实战经验。

依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华北军
政大学的战术教学课程侧重于攻
坚战、山地战、水网稻田战、河川战
训练，并加强各兵种合同战术的教
育；技术教学课程则侧重于炮、工、
摩托等专业训练，重点是山炮技术
训练；工兵技术训练课程以爆破和
架桥为主，同时进行坑道作业和筑
城训练。

在一个小村庄里，真能办成一
所正规化的新型军事学校吗？许多
人当时信心不足。

华北军政大学成立初期，由于

学员的文化程度、职务、来自单位、
经历、年龄不同，思想情况比较
复杂。

有人认为，成立华北军政大学
只不过是精兵简政，合并几个单位
而已，对其担负为革命战争培养军
事骨干这一光荣使命认识不足。有
些教员和机关干部不安心学校工
作，想到前方去；有些学员认为学
校学习的东西到前方用不上；还有
些工农出身的学员，担心文化程度
低学不好。

面对教职工和学员的消极心
态，华北军政大学深入开展了有针
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制定了
学校各项大政方针，说明我军正向
着大规模正规作战的方向迈进，号
召全校同志要认清战争形势和自
己的职责，克服不利于工作、学习
和团结的各种消极情绪，要求各级
领导和教员从政治上、军事上以及
科学文化知识上帮助学员，使他们
经过短时期的训练，能奔赴战场，
当好指挥员。

针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经历各不相同的情况，学校对学员
进行考核和分科编队。全校学员编
成八个大队和三个直属队，加上并
入军大的步兵学校和妇女学校，全
校共12186人，号称“万人军大”。

分科编队后，全校教职员工在
组织上走上正常轨道，保证了学校的
工作和学习沿着正规化方向发展。

1948年6月17日，华北军政大
学政治部创办《华北军大》校刊，组
织开展竞赛、立功创模和各种文体
活动，使学校各项工作开展得生动

华北军政大学院子的东南方
位，摆放着一些木凳和两块门板。
这个院子，就是当时学员们露天上
课的地方，以木凳为课桌，以门板
为黑板。

校园北侧的一排房屋已经坍
塌，那是1948年被国民党飞机轰炸
后留下的残垣断壁。

这些，只是当年华北军政大学
艰苦办学条件和危险教学环境真
实写照的缩影。

当时，大部分学员住在民房
或土庙里。为确保学员能住得
下、住得好、学得好，南新城村
村民将刚分得的房子让给教员和
学员住，腾出村西打麦场供学员
训练，修建大礼堂供学员培训讲
课和文艺演出。

教员的津贴每月发 30 斤至 50
斤小米。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
建立了器材室和印刷厂，为教学和
翻印资料创造了条件；为了改善生
活，搞好后勤保障，学校还建立了
生产基地，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
办起了制酱、制醋和磨面作坊，各
大队养猪、养牛、种菜，使伙食得到
一定改善。

为了解决来队家属吃粮问题，
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了家属工读学
校，动员能参加工作的家属，每天
学习政治文化，学习织布、打毛巾；
建立了子弟学校，把儿童送去读
书。这样，解决了一大批干部的后
顾之忧。

但教员不足，是华北军政大学
创建之初面临的严峻问题。

最初，全校能讲课的教师仅36
人，且只能担任12个单位的教学科
目，按学校 48 个教学单位计算，教
员缺额高达四分之三。并且长期
在校的教员缺乏实战经验，刚从前
线来的教员缺乏教学经验。

面对如此巨大的师资缺口，学
校想到的办法是“班师请贤”。

“班师请贤”，即从敌人阵营里
起义、投诚和被我军俘虏过来的人
中，吸收有真才实学者来校任教。
一时间，这一提议，在全校教员和
学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很快，华北军政大学来了 270
多名有一定军事理论或技术专长
的旧军官。他们大都曾就读于陆
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等，还有人曾留学苏联、美国、日本
等。但他们也有顾虑，担心任教得
不到信任，摘不掉帽子，思想上不
坚定。有些学员说：“常败将军教
常胜将军，这是给自己脸上抹黑！”

叶剑英在校党委会上要求各
级领导对旧军官要做到政治上平
等、思想上重视、态度上诚恳、生活
上关心。在学习组织上，将他们与
党员干部编在一起，不歧视、不轻
视。学校依据教学能力，将全校教
员分为初、中、上、高四个级别，分
别享受排、连、营、团干部待遇，各
级都有伙食补贴和教员优待，极大
地调动了教员的积极性，提高了教
学质量。

教材，是学校初创时面临的另
一难题。

建校之初，学校没有现成的教
材。为解决“教材荒”，华北军政大
学收集国内外军校的基本军事教
材，结合教学目的进行重新编写。

还有很多教学案例，直接来自
战争，以战教战。

在编写战术教材的过程中，军
大抽调一部分有军事理论底子的

教员组成参战组奔赴解放前线战
场，先后参加了太原和济南战役，
观摩实战，收集作战经验和资料，
回来帮助教员和学员及时了解前
线情况，将实际作战经验补充到教
材中去，使学校教育与战场实际紧
密结合。

就这样，全校很快编写出 30
余种军事教材和 20 余种政治教
材，为全校统一教学内容打下了
良好基础。

国民党军听说华北军政大学
号称“万人军大”，把黄埔军校的高
才生都拉过去了，十分气愤。1948
年 9 月，国民党飞机多次对石家庄
及其周围进行轰炸，其中三次目标
对准华北军政大学校本部所在地
南新城村。学校牺牲 21 人，伤 22
人；村民被炸死78人，伤95人。

虽然遭受敌机的狂轰滥炸，但
华北军政大学的教学工作和革命
热情更加高涨，很快恢复了教学秩
序。南新城村民拥军热情不减，当
年就送 20 多名热血男儿参军支援
前线。

华北军政大学是人民战争的
产物，标志着人民军队正规化开始
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南新城村办学的 2 年多里，
华北军政大学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先后向华北和全国各战场培
养、输送各兵种骨干，以及初、
中、高级军政指挥干部和专业技
术人才4.6万余名，培养军事、政
治、文化教员 1000 余名，研究和
编写教材 80 余种，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国防建设事业
作出重要贡献。

直至 1950 年 9 月，华北军政
大学光荣完成了历史使命。此
后，一部分教职工随刘伯承到南
京创建军事学院，大部分骨干留
在石家庄组成华北陆军军官学
校，此后该校经历数次更名，成
为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2017
年，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与南
昌陆军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

活泼，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
经过组织创建和思想作风整

顿，华北军政大学很快结束了初创

时期的混乱状况，在组织上和思想
上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办
学质量得到提升。

华北军政大学学员学习攻城战术。本版图片均由孟玉提供

华北军政大学石刻校匾。

◀华北军政大学礼堂。

▼华北军政大学第一期学员毕业证书。

渴求军事人才，紧急创办大军校

克服重重困难，输送数万军事人才

明确办学方向，迈向正规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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