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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说起解放战
争时期的华北野
战军，熟悉军史
的人都知道它有
三个兵团：一个
是周士第领导的
第十八兵团，由
晋绥军区和晋冀
鲁豫军区的二线
部队组成。一个
是杨得志领导的
第十九兵团，由
原晋察冀野战军
的部队扩编而
成。还有一个是
杨成武领导的第
二十兵团，主要
由晋察冀军区地
方部队升级而
成。

事实上，在
这三个兵团之
外，还曾有一个
鲜为人知的兵
团——华北补训
兵团。

它是翻身农
民入伍战士的培
训团，又是国民
党军队战俘的改
造团；它阵容庞
大，任务特殊，占
据要塞城市石家
庄；它悄悄组建，
又匆匆结束，留
下的信息和资料
极其有限，以至
于很多人连它的
名字都没听说
过，但它在保卫
石家庄和支援全
国解放战争中所
做的贡献，却不
能被历史磨灭。

【阅读提示】

1947 年 11 月，石家庄
解放后，各项事业发展都十
分迅速，很快便成为解放区
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石家
庄解放后至中共中央迁往
北平前后的一段时间，石家
庄还驻扎了一些中央机构，
以及学校、医院，留下了珍
贵的红色印记。

《人民日报》在石
家庄印刷发行

1948年5月，晋察冀和
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
并。同时，中央决定晋察冀
边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
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
报》合并，改为华北《人民日
报》，作为华北局的机关
报。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改
刊的《人民日报》重新题写
了报头，于 1948 年 6 月 15
日在平山里庄创刊。

1948年8、9月间，为便
利报纸的出版发行和投递，
除一部分继续在平山里庄
印刷外，《人民日报》印刷厂
一部分搬至石家庄市北焦
村，利用纸型铸版印刷《人
民日报》，并在石家庄市南
大街设立《人民日报》经理
部，负责纸张和印刷器材的
购置、报纸的发行等业务。
北平解放后，《人民日报》迁
往北平出版，设在石家庄市
的印刷厂和经理部也随之
迁往北平。

华北军政大学在
石家庄成立

1948年4月，随着全国
规模的战略反攻的开始，华
北各战场乃至全国需要一
大批指挥人才。为此，中央
军委决定，在石家庄成立华
北军政大学。

1948 年 6 月 11 日，由
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
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军区
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
教导团合并组成的华北军
政大学在今石家庄市鹿泉
区南新城村成立，叶剑英任
校长兼政委。

至 1950 年 9 月改名为
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时，华北
军政大学向华北和全国战
场输送初、中、高级指挥员
和兵种骨干46000余名；培
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
1000 余名，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国防
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中央外事学校在
石家庄建立

1948年5月，周恩来指
示在张家口外语干部训练
班的基础上，建立中央外事
学校，校址在今鹿泉区南海
山村。

1948 年 12 月，中央外
事学校师生根据上级指示，
赴平津前线参与接管平津
工作。1954年8月，外事学
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
(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
大学)，成为我国最著名的
高等外国语学府之一。

白求恩国际和平
医院进驻石家庄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
恩国际和平医院诞生在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其 前 身 是
1937年 11月 7日由白求恩
创建的晋察冀军区后方医
院。1939年 11月 12日，白
求恩在抢救伤员时不幸以
身殉职。为了纪念他，1940
年1月5日该院更名为白求
恩国际和平医院，印度援华
医疗队员柯棣华担任首任
院长。1947年由陕北迁至
今石家庄，现位于石家庄新
华区中山西路。

文/花克强

华北补训兵团：

前线作战部队的兵员补充站
花克强

▲解放石家庄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冲入石家庄市区。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华北补训兵团发布的进军南下通知书。 花克强供图

▼位于鹿泉区南
海山村村民家中的中
央外事学校校舍旧址。

河北日报资料片

从晋察冀补训团到华
北补训兵团

1948年5月上旬，为适应解放战
争的飞速发展，满足部队扩编和兵源
补充的需要，遵照中央军委和朱德总
司令的指示，华北军区在解放不久的
石家庄组建了“华北补训兵团”。

但鲜为人知的是，华北补训兵团
的组建，最先起源于晋察冀补训团。

1947 年 4 月，刘少奇、朱德率领
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开展中央委托
的工作，其中就包含帮助和解决晋察
冀的军事问题。

朱德在华北部队实地调查研究
后，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
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 12
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 7 万
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
政。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
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经中央同意，朱德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变革。

首先，朱德亲自指导晋察冀军区
再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并将野战军
指挥机构与军区分开，把主力集中起
来打歼灭战。其次就是建立晋察冀军
区后勤部，建立统一的补训部队，统
一领导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
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
军完全脱离后方勤务，从而适应打运
动战与打大歼灭战的要求。

但大量的新兵和解放战士补入
作战部队以前，迫切需要进行军事技
术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以保证前线
部队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和纯洁性。因
此，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统一而有计划
的训练和教育工作被提上日程。

据此，1948 年 3 月，晋察冀军区
成立了晋察冀补训团。

随后，刘少奇提议将晋察冀与晋
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统一的
领导机构，使之成为“关内的基本解
放区”。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央和毛
泽东的赞同，并很快付诸实施。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
以后，为配合整体战略局势，1948年
5月上旬，正在行唐县上碑镇组织军
队改革的朱德总司令发布指示，要求
在晋察冀补训团的基础上，组建华北
补训兵团。

华北补训兵团成立后，机关设在
原国民党石门税务大楼，与石家庄警
备区是一套机关，两个牌子。

华北补训兵团的驻地为何选在
石家庄？

这与解放战争后期，石家庄重要
的战略地位密不可分。

石家庄位于石德（石家庄―德
州）、平汉（今北京―汉口）、正太（正
定―太原）三条铁路交会处。

1947 年 11 月石家庄解放以后，
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
一片，石家庄成了联结东北、西北、中
原、华东解放区的交通枢纽。随着解
放军和城市工作者的积极建设以及
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石家庄在解放
战争中的战略基地作用和后方根据
地作用愈发突出。

具有保障和后援职能的补训兵
团设在局势相对稳定的石家庄，不仅
方便各项工作的安排和部署，同时也
能保障学员人身安全，使他们安心训
练、迅速提高。

把更多国民党军俘虏
变成“解放战士”

华北补训兵团的主要任务是负
责补充新兵和训练、改造俘虏，为前
线部队补充兵员。改造战俘是其重点
工作之一，也是很有特色的工作。

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
期，人民军队的兵员补充主要是动员
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军，解放战
争前期主要是动员解放区翻身农民
参军。

但随着解放战争规模的升级，需
要军队数量越来越大，加上我军士兵
伤亡增加，兵源存在缺口越来越大，
同时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日益增
多。把更多的国民党军俘虏变成解放
战士，成为当时增加我军战斗人员的
主要途径之一。

所谓“解放战士”，即“被人民解
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
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
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因为用俘虏来补充兵员存在一
定的风险，所以我军最初并没有大量
吸收国民党军俘虏，只有一小部分经
过审查且自愿积极转变的国民党士
兵加入我军，还有一部分俘虏需要经
过登记和短期的政治教育之后再吸
收入伍，剩余部分被遣散回家，而军
官则大部分被集中看管。

1947年3月，晋察冀野战军政委
罗瑞卿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
甚至要求：“补充解放战士限制，不超
过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这就说明俘虏
中还有很多没有被吸收进入我军。

随着战事的激烈和扩大，对兵员
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仅靠翻身农民参

军已经远远不够，尽量多地补充解放
战士显得越来越重要。杨成武曾经反
思说：“过去争取俘虏入伍太少。”

当历史的脚步走进 1948 年，中
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
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持续发动攻
势，并相继取得胜利。抗日战争胜利
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
途”已经逐渐明朗。

至 1948 年夏季，解放军总兵力
增至 280 万人，其中正规军近 160 万
人。不但基本上形成了野战军、地方
军、游击部队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
而且在军政素质、技战术水平、武器
装备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下降
至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用
于一线的174万人。虽然在数量上还
占优势，精锐尚存，但是士气低落，在
战略上没有完整的战线，几个主力集
团军已被解放军分割在彼此孤立的
几个战区内。

此时，解放区大量的翻身农民踊
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解放战士也越
来越多。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解放战士，除
了战术上的节节胜利，主要还是基于
我军的战俘政策。

我军对战俘的优待政策，是从红
军时期就已经形成的。1946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布《对俘虏工作的
指示》，确立了“权衡利弊、灵活运用”
的方针，明确了“大部争取补充我军”

“做好俘虏教育”等规定。
对被俘士兵一方面努力改善其物

质生活条件，及时医治伤病。另一方
面，我军还从尊重俘虏人格出发，平等
对待，不搜腰包，不没收私人财物，不
侮辱责骂，不歧视虐待，尊重战俘民族
习惯，给予通信自由等。后来根据需要
针对被俘下层士兵又增加了“诉苦”

“三查”工作，开展团结互助运动、立功
运动，一大批战俘通过吐苦水，挖苦
根，认清了阶级，认清了敌人。

这些宽待政策缓和了战俘敌对情
绪，促进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以致
经常出现“随俘随补随教随战”的参
军热潮。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接受过
军事训练并参加过作战，解放战士往
往比刚参军的翻身农民更有战斗力。

华北补训兵团的军事教育主要
是以突击方式让新学员学会战士必
备的技术，熟悉军事生活，适应军队
集体，遵守军队纪律，养成良好军人
习惯。日常训练以投弹、射击为主，强
调技术及各个战斗动作训练，以土工
作业、爆破、刺杀为辅，并着重脚力锻
炼和夜间锻炼。

华北补训兵团的政治教育，主要
是用人民解放军的传统教育和时事
教育来改造战士的思想，使他们接受
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熟悉革命军队
的制度、纪律、生活，提高阶级觉悟，
坚定打败国民党的信念。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到大决战前
夕，俘虏国民党军的人数大量增加，
华北补训兵团接收训练新兵和改造
国民党军战俘的任务越来越繁重。鉴
于此，华北军区决定，由冀南、晋中、
太行、冀鲁豫、太岳军区各组建一个
俘训旅，划归华北补训兵团建制，依
次称第5、第6、第7、第8、第9补训旅。

至 1948 年 12 月，华北补训兵团
共形成4部（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
卫生部）9旅另一个教导大队的规模，

均驻防在石家庄市郊附近村镇。

从华北走向全国

石家庄解放后，各项事业发展都
十分迅速，工商、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的恢复和壮大，使其成为当时华北的
政治和经济中心，有力地支援着前线
的物资、兵员和宣传工作。作为当时
解放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石家庄还
驻扎了很多中央机构以及学校、医院
等，如中国人民银行、《人民日报》印
刷厂、华北军政大学、中央外事学校、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

因此，保卫石家庄、保卫华北人
民政府也是补训兵团在训练之余的
重要使命。

学员们经常配合公安机关侦察敌
情和敌特秘密电台，打击潜伏特务和
地痞流氓的破坏活动。在国民党军飞
机轰炸石家庄时，补训兵团一边同其
他驻军用高射机枪、高射炮等组成火
力网对付来犯敌机，一边与有关部门
协同组成消防队、抢险队、救护队，组
织全市人民进行防空，实行灯火管制。

1948 年 10 月，傅作义企图乘华
北野战军正在外线作战、石家庄兵力
空虚之机，用闪电战术偷袭石家庄，
进而捣毁中共中央机关。

为防备万一，华北军区副司令员
萧克决定将重要的物资和设备搬出
去，把石家庄变成一座空城。他找到
华北补训兵团司令员曾涌泉和副司
令员叶楚屏说：“保卫石家庄这个战
役，我要以你们的司令部兼我的司令
部。”之后，补训兵团一边积极备战，
准备武装保卫石家庄，一边组织物资
搬运和撤离。

在华北补训兵团和其他部队的
团结保护下，华北人民政府领导华北
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平津、
徐州、晋中和察绥四个战役的支前任
务，领导华北人民恢复发展生产，建
立正常司法制度，稳定社会秩序，并
从组织动员与思想教育上做好了解
放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为全党提供了
城市工作经验和城市管理经验。

华北补训兵团成立后，共举办了
3 期集训，训练新战士 8.3623 万名，
训练解放战士和初级军官 6.1947 万
名，共计培训干部战士 14.557 万名，
向西北、中原、华南、华北各战略区输
送优秀兵员11.6459万名。

1949年7月，解放战争接近尾声，
中央军委决定结束华北补训兵团训
练任务，现有43000名教员学员南下
做肃清残敌的最后决战，其中补训第
1、3、5、8旅调归第二野战军，补训第
6、7、9旅调归第四野战军，补训第2、4
旅分别并入华北军政大学和北平纠
察总队，兵团机关调归公安部队。

补训兵团从成立到结束，前后只
有一年零两个月，圆满完成了为各野
战军训练输送优质兵员的工作任务，
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它将大量翻身农民训练成合格
的解放军战士，又将大量俘虏兵转变
成解放战士，极大地减轻了作战部队
的负担，增强了前线部队的战斗力。
尤其是对战俘的成功改造，使他们大
多变成了勇敢的解放战士。在后来的
大批功臣、模范、英雄当中，有不少是
在华北补训兵团改造过来的解放战
士，他们不仅成为部队骨干、杰出人
物，有的甚至成长为军、师级领导
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