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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据 1948年参加平津战役的献县担架团政委
张华回忆，制作担架，要求舒适安全，将十几厘米
粗、三米多长的原木，锯成两半，做成担架的骨
架，两头各砍一个槽，用皮带或好布制作两条一
寸多宽、一米多长的带子，绑在骨架的槽内。用
时把带子搭在人的两肩上，担架两头各一人。不
用时并折在一起，扛着很方便；用时在交叉编织
的简易布网上铺一两层被褥可以躺人。

河北支前担架团，就是抬着这样的担架跟随
解放军冲锋陷阵。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河北支前
担架团在作战保障方面不遗余力。

早在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前夕,中共冀
南区党委就号召全区党政军民捐献大树、准备苎
麻、采购桐油。有的老百姓把家里的门板、老人
的寿材板都献出来用于造船和担架。

鲁西南战役时，冀南区后方指挥部专门组建

了由 1000副担架组成的担架战勤团保障前线部
队的供应，担架团团长、政委都由县级干部担
任。当时，担架团集合后，都会参照《担架须知》
为每副担架配备防空麻包、被褥枕头、白被单（预
备雪天防空）、小瓢（准备给伤员接尿用）等。

战争的艰辛考验着每一支河北支前担架团。
据鲁西南战役中的一位河北支前民工回忆，

“当年，我和老伴都18岁。刚结婚没几天，就和新
婚妻子上了前线。我的任务是带领 20多个乡亲
昼夜抬担架，救伤病员。妻子跟着妇救会的人上
前线，为战士们送饭送水，包扎伤员。”“我们担架
队不分白天黑夜冒雨上前线，一天抬下伤病员几
十人，浑身上下拧抹得不像个人样。”“我父亲和
我二叔更忙。他们夜里铡草、磨料、挑水，为部队
喂牲口。白天还要赶着轱辘头（太平）车拉烈士
的遗体。”在解放战争的支前担架团中，像这样夫
妻、父子全家齐上阵的情况数不胜数。

在太原战役中，河北景县3000名民工组成的
担架队在大队长曹子愚的带领下，长途跋涉 800
里，行军10多天，到达山西省榆次县。由于当地
水源极缺，队员们在干旱的河床里挖坑，用小碗
舀里边的泥水解渴。柴、米、油、盐也要到60多里
地以外去背，三餐都是小米干饭，连蔬菜也没有。

但是，千难万险也无法撼动担架队员的支前
热情。

1949 年 1 月 7 日，遵化担架团参加了平津战
役攻打东局子的战斗。队员们来回折返抬伤员，
一步不敢停歇，就连吃干粮、喝水的时候也是扛着
担架飞奔。仅一个昼夜，他们就往返 4 次，行程
100多公里，运送伤员370多人。东局子战斗仅担
架团二、三营抬下的伤员就有五六百人，担架团一
营更是连续转运伤员七天七夜没有休息。在运送
伤员过程中，刘宝增等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遵

化担架团跟随部队穿过结冰的护城河冲进了封锁
区。在指挥作战时，担架三团团长栾玉山和十几名
队员被炮弹击中，一营长赶来抢救，栾玉山摆摆手
说：“不要管我，快把你们营带上去。”栾玉山和7名
队员壮烈牺牲在了天津城墙下。队员们强忍悲痛，
火速赶到前沿阵地，又投入到紧张的运送工作中。

1月15日凌晨7时许，天津宣告解放，平津战
役结束。这次支前运动是解放战争中华北地区
规模最大的，除了遵化“万人担架团”，还有被授予

“钢铁民工团”光荣称号的安国县担架团也是战功
赫赫，曲阳、望都、雄县、任丘等地担架团更是在平
津战役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参与转移和救治了
大量伤员。孙毅将军在《华北七纵和冀中军民在
平津战役中》一文中称道：“在平津战役中，冀中人
民表现了高度的参战积极性和热情，其事感人肺
腑，其景令人永志不忘，其贡献有口皆碑，他们的
巨大贡献和光辉业绩将载入史册。”

在解放战争支前工作
中，河北各地的担架团在党
的领导下比照部队严格管
理，大大提高了支前效率，为
各战线提供了有力支援。

据晋察冀军区编印的
《担架须知》所述，各担架团
按三三编成，即三副担架为
一班，每班十五人，平均每副
担架五人，三个班为一排，三
排为一连，若干连为一大队，
若干大队为一总队。担架队
中除一般担架队员外还有通
讯员、伙夫、司务长、卫生员、
文书等人员。

在完整建制下，担架团
的日常管理也以军事化为
主，注重行政领导，强调组织
纪律，以政治工作为主抓思
想建设。为了充分发挥党的
核心堡垒作用，指挥部设总
支部，各担架团以连为单位
建立党支部，选出支书、宣
传、组织、保卫、民运 5名委
员。班排按人数多少设立党
小组，要求在不影响执行任
务的情况下每天开会一次，
并逐级随时汇报。

以党的组织巩固担架团
管理，担架团的战斗力、凝聚
力不断提高。

比如阜平远征担架团中
7 个连 955 人就有党员 363
名，基本每副担架有一名党
员。在绥东打聚乐堡时，担
架团党内动员、党外带头，完
成了艰巨的抢救任务。而在日常工作中，
党员干部更是和群众同吃同干，带头互助
补鞋，替生病民工抬担架背米袋子，解决支
前行军中的问题。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解决
问题，民工情绪大涨，涌现出许多积极分
子，各地担架团在支前中火线发展党员，如
武清担架团的李茂营、王志林等。

担架团在行军中通过
开展立功运动、反逃亡运
动等激发队员支前积极
性。一方面以建立“功过
簿”为主，制定了以“评思
想、评纪律、评艰苦、评任
务、评功劳”为主要内容的
记工标准，公平量化支前
功过；另一方面通过反逃
亡、坦白反省运动来教育
管理有逃亡倾向的队员，
并以进行评比、互相挑战、
开展文娱活动的形式打消
队员顾虑。

为了让担架员能够放
心出任务，没有后顾之忧，
各地武委会还多方照顾支
前干部队员的经济生产。
参加担架团的民兵、民工
的伙食待遇与地方军待遇
相同，家中田地也会有人
替耕，还会有人帮助解决
队员家中困难。另外，担
架团会向完成支前任务的
干部队员发放完工证（荣
归证）。这些都为担架团
能够完成好任务，有力支
援前线战斗打下基础。

文/上官诗媛 王林芳

河北随军支前担架团：

穿越在枪林弹雨中的“特殊”部队
上官诗媛 王林芳

“把爱护伤病员，应当看成像爱护自己的家
人兄弟一样，在道路上、在宿营地要耐心照顾伤
员起居饮食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丢掉伤病
员，妥善送到指定地点，否则我们就对不起自己
的良心，因为伤员打仗流血牺牲都是为了我们，

帮助我们翻身的。”
这是 1948 年 7 月冀热察区武委会编印的教

材中第一课《担架员应有的责任》的部分内容。
1947 年，随着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开

始，晋察冀军区、冀热察军区为配合主力部队

作战,保证伤员运送,下令成立担架团。经历土
改后的河北解放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解放军更为拥护，全力以赴在人力、物力上支
持主力部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
功勋。

据统计，仅在平津战役中，察哈尔、冀东、冀
中区三地就出动担架 23600 副、担架员 143801
人 、大 车 612195 辆 、牲 口 1234369 头 、运 输 队
1443303 人、粮食 28639 万斤、马料马草 20148 万
斤，支前总人数达2607344人。

“走啊，向前向前向前走。我们是隆尧英雄
担架员，爬山过岭一路到太原。阎匪不消灭，我
们不罢休，坚决消灭，解放太原城。担架员要努
力，太原战役中人人要立功。要刻苦，能耐劳，纪
律不违犯，英雄要果敢。大家再呐喊，我们再欢
呼，解放太原光荣还家中。”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流
传的《隆尧担架队进行曲》，创作于1949年4月隆
尧担架队赶赴前线参加太原战役期间。

在解放战争中，河北各地担架团响应上级号
召和调度，配合主力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南下
强渡黄河，奔袭千里出征察南，转战平津解放北
平，不惧辛劳，穿梭飞奔。

为支援刘邓大军南下作战，冀南区选拔组织
了 11 个民兵突击连和担架队跟随部队横渡黄
河，冒着枪林弹雨，抢运物资、弹药和伤病员。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冀南区组织 162名民
兵和2000余名民工、200副担架随军南征。

被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模范县”的阜平
县，在 1948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也组织了 950 余名
民工组成支前担架队，随大军北上支援绥东、察

南战役。
1948 年 11 月初，为支援解放平津，遵化“万

人担架团”等26个本地担架团按照冀东区“各县
参加辽沈战役的3万副担架不返回，随东北大军
行动”的要求，迅速集结奔赴天津。

1949 年 3 月，冀南区组织担架 3500 副，冀中
区也动员组织了 15 个担架团、1421 副担架支援
太原战役前线。成千上万的燕赵儿女翻山越岭
转战千里，舍生忘死奔向火线。

在转移战场的路途中，平原地区的担架队员
们不适应爬山，脚上磨起了泡，就用马鬃穿针滞
留，这样可以保证脓水顺着马鬃流出来，以此保
证赶路不掉队，早日抵达前线。队员们一走就是
几个月，遵化远征担架团更是战完辽沈，又奔平
津，8个月才返回家乡。当时，成分不一的担架队
员中有人打了退堂鼓，队部除了做好思想工作，
朗朗上口的支前歌谣也能激励人心。

“人又精神马又欢，火车不住冒白烟。努力
干来加油干，在家不如在外头。吃米粥领菜金，
扭扭秧歌多顺心。劝大家别发愁，比较在家还好

受。有时间能回家，听咱队长来讲话。打太原有
办法，不用大家提意见。安安生生在这住，保证
大家有出路。”嘹亮粗犷的歌声抚慰了多少离乡
支前队员的心。

队员们唱着《民工做什么》《模范担架员》《抢
救彩号》《支前立功歌》《担架队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歌》等支前歌曲，穿过一场场战火硝烟。而在
驻扎休整时，队员们也将这些支前歌曲唱给当地
老乡们听，宣传动员群众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

“我们是模范担架员，生龙活虎上太原，不怕
山高路又远，坚决消灭阎锡山。群众纪律不违
犯，战场纪律更慎严，爱护伤员如弟兄，这才是模
范担架员。大炮一响照满天，太原敌人完了蛋，
手中拿着完工证，坐上火车回家转。”从歌词内容
中可以看到战争的残酷和队员们的舍生忘死，也
能看到他们转战千里希望立功回乡的心情。

当时，每名完成战斗任务的支前队员都会收
到一张这首《模范担架员》歌曲里唱到的“完工
证”。上面详细记录了每个人在支前作战中的起
止天数、功过次数、英勇事项，以便回乡后论功行

赏和留作纪念。
后来，河北担架团还参加了支援第四野战军过

境南下的支前工作，一直奋战至华北全境解放。

河北各地担架团历经抗日战争的考验，有着
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不穿军装，却组织规范、
纪律严明，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抬着担架在枪林
弹雨中穿插救护转运伤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
战斗。

行军打仗，组织纪律就是战斗力。以遵化县
武委会主任杨青为总团长，由 6 个团、9500 余人
组成的遵化“万人担架团”在出征平津时提出“我
们的任务是抢救伤员，对伤员要精心爱护”“要爱
护自己的‘武器’，每天检查自己的担架”“住到哪
里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执行‘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等10条注意事项，加强担架团思想建设，
坚定支援前线信心。

战斗过程中，队员们也是令行禁止，自觉
自律。

1948年12月18日，遵化担架三团、四团连
夜渡过永定新河跟随部队作战，打扫战场。当
担架四团进驻北塘时，队员们饥肠辘辘，看到
一间粮仓中全是雪白的大米，正想分发给各炊
事班，四团长李凤九郑重地说：“同志们！《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支歌你们会唱不会唱？不
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现
在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有组织的担架队
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怎么能不经领导批
准，私自动老百姓的大米呢？”听团长这么一
问，大家继续煮自备的高粱米，离开时还将柴
火钱压在了灶台上。

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安
平县近千人的远征担架团也继承了优秀的革命
传统，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在
1948 年 3 月跟着主力部队三纵八旅出征支援察
南战役两个多月，有 180 人立功,涌现出贾端良
支前典范连、赵满圈模范排、齐宗堂模范班等
先进集体。

1948年5月24日《冀中导报》报道，野战军徐
州部在察南前线举行隆重典礼，把“支前模范人
民功臣”的锦旗赠给了贾端良领导的安平远征担
架团第六连。该连共128人，这次支前70天无一
人掉队、逃亡，反而涌现出了大小功臣51名。

第六连坚持军民一家亲，在战斗和行军空隙

积极帮助群众生产。仅在北成寺、三台两个村就
帮助群众锄草 1020斤，背粪 150担，捣粪 160担，
劈木柴940斤，编盖天30个，起猪圈3个，打土坯
2650 个，抹房 3 间。在群众纪律上，队员们也做
到了“借物返还，损物赔偿”。在迷托安村，担架
员和振冰等 4人赔群众 4个针，刘双印给房东丢
了一个锤子，赔款3400元。

战场上他们也纪律严明。攻进花稍营、桃花
堡时，街上堆满了国民党军遗留下的衣服、鞋子、
被褥，虽然队员们衣衫破旧，但无一人私占。他
们把在战场上缴获的大枪 5 支、战马 5 匹、子弹
1500粒也全部交给团部。无论战时平时，该连都
给友邻担架队作出了榜样，体现出河北支前担架
团的优良作风和突出的战斗力。

解放战争中的河北各解放区担架团是人民
群众舍生忘死支援前线的真实写照。他们在战
斗中保障了伤员的及时转移与救治,有力地支援
了前线，展示着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伟大力量。
他们用自身的行动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做了生动的诠释。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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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赞皇
县民工参战支前作出重大
贡 献 ，获 得 了 众 多 奖
励。

◀遵化担架团用过的
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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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县远征担架团奔赴前线途中。安平担架团领到“民工模范”奖旗时的场景。

跟着大军转战南北

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解放战争时期，有这样一些特殊的队伍穿梭
在战火纷飞的华北平原上。

他们不是正规部队，却同样英勇无畏、不怕
牺牲。

他们抬着一米来宽、三米多长的担架在枪林
弹雨中穿插救护转运伤员。

他们全力以赴在人力、物力上支持主力部
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仅在平津战役中，察哈尔、冀东、冀中区三地，
他们就出动担架23600副、担架员143801人，支
前总人数达2607344人。

他们就是河北各解放区的随军
支前担架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