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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346346））

大事记：解放许昌

迎接黎明曙光的鏖战拉开序幕
□ 记者张铮

风物犹在，换了人间。
在年末岁尾这个特殊时

期，有人畅想未来，也有人回
忆过往。记忆的车轮把我们
带回 1947 年 12 月，一场迎接
黎明的鏖战在古城许昌拉开
序幕。

之后，经过长达半年的
“拉锯战”，平汉铁路（今京广
铁路）上的许昌城终获解放，
千年古都迎来新生。许昌人
民从此告别苦难，开始建设自
己的幸福家园。在解放许昌
的战斗中，多少儿女英雄犹如
一颗颗星、一盏盏灯、一簇簇
火，照亮莲城大地，也照亮理
想的天空。

1947年12月14日夜
炸开西城门

为攻克许昌城打开突破口
12 月 22 日，记者来到了西大街与

劳动路交会处，曾经许昌城的西城门就
在这里。如今，西城门早已没了踪迹，
留下的是一派繁荣的城市景观。谁曾
想到，74 年前的 12 月 14 日，这里经过 13
个小时的激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许
昌城守军，首次解放了古城许昌。

说起 1947 年 12 月 14 日深夜那场战
斗，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许昌市资深
党史文史工作者陈书壮告诉记者，解放
许昌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的
重要一战。此次战役配合了刘邓大军
在大别山的反“围剿”和陈谢兵团的战
斗行动，打乱了敌人在中原地区的全面
防御体系。

1947 年 12 月 14 日 23 时许，中国人
民解放军发起对许昌城的总攻。指战
员个个奋勇当先，枪炮声、爆破声响若
惊雷，机枪、步枪弹密如雨。

当二十二团准备通过南城门小石
桥进城时，敌人将燃烧弹丢在装满汽油
的汽车上，顿时小石桥被大火吞没。唯
一通向城内的西城门独木桥，成为攻克
许昌城的关键。

二十三团的官兵在团长石一宸、政
委王良恩的指挥下向西城门发起进攻，
三营八连指导员李华带领爆破队，连续
进行了 4 次爆破，仅用 8 分钟就炸开了
西城门。副连长杨佩山立即带领 30 名
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在炮火的掩
护下，冲进硝烟弥漫的许昌城，占领制
高点，连续打退敌军反扑，保证了后续
部队源源不断地冲进许昌城。

许昌六次解放时间表
许昌第一次解放

1947 年 12 月 14 日夜，华东野
战军第三纵队二十三团向许昌西
城门发起攻击，经过13个小时的激
战，12月15日12时，全歼许昌城守
敌，至此许昌第一次获得解放。

许昌第二次解放

1948 年 1 月 6 日，华东野战军
第一纵队再克许昌城，国民党军两
个营逃窜。同年1月19日，人民解
放军主动撤至城东汪庄、谢庄一带
待命。2 月 8 日，国民党军暂编二
十六旅重占许昌城。

许昌第三次解放

1948年2月12日，人民解放军
再次攻克许昌，许昌第三次回到人
民手中。2月19日，人民解放军撤
出，国民党孙元良兵团由郑州南下
再侵许昌城。

许昌第四次解放

1948 年 4 月 7 日，华野陈（士
榘）唐（亮）兵团为掩护晋冀鲁豫野
战军主力西越平汉路转至豫陕鄂
地区，第四次解放许昌，国民党军
暂编二十六旅弃城逃窜。5 月 9
日，国民党军反扑，中共许昌县党
政机关撤至城东北伍连村一带。

许昌第五次解放

1948年5月14日2时30分，华
野陈（士榘）唐（亮）兵团第八纵队
二十二师突袭许昌，全歼国民党军
第二十一旅，第五次解放许昌。为
了尽快参加开封战役，人民解放军
主动向东撤退。同年5月23日，国
民党第七十五师占领许昌，5月24
日，敌十一师进击许昌。

许昌第六次解放

1948 年 6 月 7 日，中原野战军
一部在豫皖苏五分区地方部队和
县大队的配合下，第六次解放许
昌，守敌二十六旅向郑州方向逃
窜，从此结束了“拉锯”局面，许昌
永远回到人民手中。

1947年12月15日
维护社会秩序

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
经过 13 个小时的激战，1947 年 12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许昌城守
军，首次解放了古城许昌。

“此次战役，摧毁了敌人的兵站补
给基地，彻底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缴
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调动了大别
山的敌军，对支援刘邓大军作战起到了
重要作用。”陈书壮说。

根据资料记载，1947 年 12 月 15 日，
许昌城第一次获得解放，华东野战军第
三纵队立即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任命
丁 秋 生 、刘 春 二 同 志 分 别 为 正 、副 书
记。任命丁秋生、刘春、马冠三、王文
介、石甘棠、杨士敬、车文仪、庄进、马西
夫和纵队政治部组织宣传、民运、保卫、
联络等部的部长和司令部、后勤部负责
同志及各师地方工作委员会正副主为
委员。同时，任命八师二十三团团长石
一宸为许昌城防司令，维护社会秩序。

城市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
持城防秩序，保护工商业；抓紧清查缴
获物资，研究分发办法补充部队，上缴
和转交兄弟纵队、部分交地方接管；对
侵犯群众利益事件进行善后处理，多与
地方同志交流情况，协同配合工作。

第三纵队首次攻克许昌城后，豫皖
苏五地委、五专署决定成立许昌县人民
民主政府（辖农村）和许昌市人民民主
政府（辖城区），县、市人民民主政府随
军进驻许昌。许昌县人民民主政府机
关驻地在现在的许昌市南大街，县长是
孙志光。许昌市人民民主政府机关驻
地在现在的市区西大街，市长是贺群。

县、市人民民主政府配合城市工作
委员会接管城市，维护社会秩序，宣传
我党政策，开仓放粮、安顿兵马粮草及
军队食宿等工作。

1947年12月31日
许昌城举行
万人祝捷大会

李伟峰、宋爱平撰写的《风萧马鸣
战中原》文章中，记载了许昌各界庆祝
解放的盛况。

1947 年 12 月 16 日，解放军入城后，
某部政治部刘主任亲至许昌中学，讲解
人民解放军各项政策及土地法大纲，对
战斗中受惊吓的师生表示亲切地慰问。

1947 年 12 月 17 日，解放军同全市
教师 150 余人联欢，席同许多教师纷纷
向解放军提出要求，索取解放区书报阅
读。当日，许昌中学学生与解放军同志
举行了友谊篮球赛。

1947 年 12 月 18 日，解放军举行爱
国自卫战争胜利照片与解放区书报展
览会，来参观的学生络绎不绝。《论联合
政府》《论持久战》等书均被借阅一空，
展览会在教育界要求下延续了 3天。

1947 年 12 月 31 日，许昌城隆重举
行万人祝捷大会，民众喜气洋洋，骏歌
载舞，会场锣鼓喧天，口号声、欢笑声响
成一片。当全副美械装备的解放军城
防部队走进会场时 ，广场群众欢声雷
动，掌声不息。

豫皖苏边区第五专署的彭副专员
宣布了民主政府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建
立廉洁政治、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
工生活、开仓济贫、实行耕者有其田等
各项重要政策，号召民众迅速恢复生产
营业，拥护解放军，支援爱国自卫战争。

当天，随军文工团放映了《解放许
昌之战》《许昌人民分粮》等幻灯片和

《逃出阎王殿》《兄妹开荒》等剧目，受到
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解放军开仓济贫。

许昌群众热情慰问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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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解放许昌后，
解放军在西城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