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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桉 ： 海南 岛战役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 中 国人民解放军对海南 岛 国 民党

守军 实施的渡海登岛作战 ，
自 １ ９５０ 年 ３ 月 ５ 日起

，
至 ５ 月 １ 日 结束 ，

历 时 ５６

天 。 此战创 造了 以木帆船为主
，
配以部分机帆船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 ，

摧毁敌陆海空
“

立体防御
”

的战例 ， 为 解放军解放沿海及其他 岛屿 的作战提

供 了 重要的成功经验。 为纪念解放海南 岛 ７０ 周年 ，
本刊特推出一期专题策划 。

軍ｆ
纽

回忆海南岛战役

邛 华

［
１

］ 本文 由邓华将军之子邓穗 同志提供 ， 曾刊登于 １ ９８０ 年 ５ 月 发行的 《琼 岛星火 》 第
一

期 《海南解放三十周年专辑 》 内 ， 文字略有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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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华将军

海南岛位于我国南海 ， 是广东

省的一部分 ， 北隔琼州海峡 ， 与雷

州半岛相望。 １９５０ 年三 、 四月 间进

行的海南岛战役
，
是我人民解放军

解放中南地区的最后
一

战 。 １ ９４９年

４ 月 ２ １ 曰
，
毛主席、 朱总司令发出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 继第二、 第三

野战军突破长江天险 ，
直捣敌人心

脏宁 、 沪 、 杭及皖 、 浙、 赣边地区

之后 ， 我们第四野战军渡过长江 ，

解放了武汉三镇。 ６ 月底 ， 我第四

野战军并指挥第二野战军的陈赓兵

团 ， 遵照中央军委、 毛主席关于对

敌人采取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 ，

分路向湘南和广东、 广西之敌
“

华

中军政长官公署
”

白崇禧所部和
“

广

州靖公署
”

余汉谋所部发起进攻 ，

幵始了向中南的逬军 。 我军先后进

行了衡 （ 阳 ） 宝 （ 庆 ） 战役、 广东

战役和广西战役 ， 歼敌近三十万人 ，

解放了湘 、 粵 、 桂广大地区。 在这

次战略逬军中
，
我第 １５ 兵团同陈

赓兵团于 １ ０ 月 １４ 曰解放了南方重

镇广州 ， 陈赓兵团乘胜追击由广州

南逃之敌 ， 于 １０ 月 下旬在阳江、

阳春地区歼灭了余汉谋部
一

个兵团

四万余人 。 接着 ， 我第 １ ５ 兵 团所

属的第 ４３ 军在陈赓兵团指挥下 ，

继续向粵 、 桂边西进包抄 ，
配合由

桂北南逬的四野主力 ， 干 １ １ 月下

旬在廉江 、 博白地区歼灭了白崇禧

所属的张涂兵团 。 这些胜利 ， 为解

放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１９４９ 年 １ ２ 月中旬 ， 广西战役

刚刚结束 ，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即指

示四野
“

以第 ４３ 军及第 ４０ 军准备

攻琼崖
”

。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中旬 ， 四野

又转来中央军委给我兵团领导人邓

华、 赖传珠、 洪学智的指示 ， 指出

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 ，

一

是有坚

持在海南岛的我琼崖纵队的配合 ，

二是敌人战斗力较差 。 指示要求我

们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艘大海

船的机器 ，

一

次要能载运两万人 ，

并有
一

个军的指挥所随同登陆 ， 独

立作战 ，
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

南岛问题 。 四野前委根据军委的指

示
， 除这两个军外又配属

一

个加农

炮团 ，

一

个高射炮团以及部分工

兵 、 通信 、 防坦克兵 ， 会同琼崖纵

队 ， 统归我兵团指挥 。 １２ 月下旬 ，

第 ４０ 军与第 ４３ 军开逬雷州半岛集

结 ， 逬行准备工作 。 当时我们考虑 ，

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 。 陆地

作战搞不好还可以整顿部队重来 ，

渡海作战搞不好就会有全军覆灭

的危险 ，
因此必须慎重从事 。 既要

英勇果敢 ，
又要稳扎稳打 。 必须实

事求是 ，
因时因地采取得力措施 ，

并准备以必要的代价 ， 克服敌机舰

和茫茫大海的阻拦 ， 使部队顺利登

陆 ， 才能大量消灭敌人 ，
取得渡海

作战的胜利。 这就是我们作战的指

导思想 。

不久 ， 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

委冯白驹同志接到中央关于令其接

应大军登陆的指示 。 琼崖纵队随即

派参谋长符振中同志携带地图 、 电

报密码等偷渡过海 ， 向兵团汇报了

岛上敌我双方情况 。 当时海南岛守

敌为海岛防卫总司令薛岳所率五个

军
， 连同地方反动武装 ， 约十余万

人 ， 多半是由大陆逃窜来的残兵败

将 ，
只作了

一些野战工事 ， 防御比

较薄弱 。 我琼崖纵队有三个总队另

一

个独立团 ， 加上其他地方武装 ，

共约二万人 。 此外还有三个整县的

大块根据地和分散在各县的小块根

据地， 游击Ｋ〇 来人说 ， 他们正准

备接应大军登陆 。 这时 ， 敌人为了

除掉心腹之患 ， 也正在岛上布防和
“

扫荡
”

。 冯白驹同志建议我大军

分批偷渡 ； 不然 ， 先送
一

批弹药接

１ 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 曰
， 在 叶剑英

同志领导下 ，
兵团召开了有两个军

的首长参加的广州会议 。 根据中央

军委和四野的指示 ， 根据符振中同

志的汇报材料和我们所了解到的情

况
， 会议研究分析了敌我形势 、 战

役特点 。 大家认为 ，
总的形势子我

有利。 敌人立足未稳 ，
士气低落 ，

战斗力较差。 而我军有长期作战的

锻炼 ，
经验丰富 ； 在全国解放胜利

的鼓舞下 ，
士气高昂 ， 战斗力很强；

又有琼纵配合接应登陆 ， 有根据地 、

游击区可做登陆后的依托 ；
还有陆

上、 岛上广大群众的支援 。 但我们

也看到了存在着不利的因素。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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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强
，
但他们有飞机 ３０ 多架 ， 兵舰 ５０ 艘 ，

组

成了立体防御的环岛防线 ， 即以薛岳的字命名的所

谓
“

伯陵防线
”

， 封锁海峡、 据守海岛 ， 妄图负隅

顽抗。 这些情况是不能轻视的。 我军虽强
，
但既没

有大规模登陆作战的经验 ， 又没有在海上同敌机 、

敌舰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 如何渡过海峡、 削弱敌机

敌舰的作用 ？ 会议讨论中大家觉得 ，
只有夜间小批

人流 ， 敌人不易发觉 ， 才可使敌机敌舰无法发挥作

用 。 海南岛比较大 ，
登陆点多 ， 又有琼纵接应 ， 小

批人流是可以的 。 只要上去几批与琼纵会合 ， 增加

岛上力量 ， 就能接应我军主力大规模强行登陆 。 因

此 ， 会议最后确定了渡海作战采取
“

积极偷渡 ， 分

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
”

的战役指导方针 。 同时

根据上级指示 ， 决定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帆船为主 。

两军先各准备
一

个团偷渡 ， 取得经验 ， 以利再战 。

渡海作战关键是渡海工具 。 为了改装机器船 ，

兵团和地方在广州收集了百余部改装船的机器送到

前方 ， 但大部分因为太旧和马力小而不能使用 。 修

好了的 １２艘登陆艇在送往前方时 ， 也都坏在途中 。

野司派人到广州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到港、 澳购买登

陆艇 ， 但只买到
一

些防晕药 、 罗盘针 、 救生圈等 。

两个军根据广州会议精神 ， 自力更生改装了部分机

器船 （ 第 ４０ 军 ５０ 多艘 ， 第 ４３ 军 ４０ 余艘 ） 。 部队

到达雷州半岛后 ， 立即积极征集船只 。 地方政府成

立了
“

支前委员会
”

，
由地方、 军队共同组织

“

船

工、 船只收管委员会
”

， 动员争取了大批船工、 征

集了大量的船只 ， 并修补了
一些坏船。 第 ４０ 军打

下涠洲岛后 ， 又夺回了３００多只又好又大的木帆船 。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 ， 共征集了２００ ０多只木帆船 ，

为解放海南岛作了充分准备 。

兵团指挥所于 ３ 月 ２０ 日到达雷州半岛 ， 具体

了解了两军作战准备情况 。 当时 ， 两个军征集的木

帆船集中起来各运送两个师已不成问题。 我们还了

解到 ， 清明至谷雨期间有东北风、 东风、 东南风可

以利用 。 根据以上情况 ， 经报请上级批准 ， 兵团修

正了渡海工具以机帆船为主的决定 ，
而改变为仍以

木帆船为主 。

渡海作战的另
一

个重要问题是海上练兵 。 部队

纽

接到中央军委授予的渡海作战任务以后 ， 感到莫大光荣 ，

很受鼓舞 。 但到海边
一

看 ，
茫茫大海 ， 波涛汹浦 ， 敌人飞

机军舰耀武扬威 ， 许多同志对于能否渡过海峡产生了很大

疑虑 。 针对这些同志怕大风大浪、 怕晕船、 怕敌机敌舰的

思想
，
部队在党内党外召开了各种会议 ， 进行动员 ， 传达

中央军委 、 毛主席的指示 ，
说明了解放海南岛的重要意义 ，

指出我们胜利的条件 ，
也指出胜利途中的困难和克服的方

法 。 经过这些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 广大指战员认识到解

放海南岛这
一

战役任务 ， 既艰巨又光荣 ， 既有困难又有克

服的办法 ，
逐步消除了渡海作战的顾虑 ， 激发了革命英雄

主义 ， 提高了战斗情绪。 干部战士纷纷表示 ， 不怕流血牺

牲 ，
坚决打好解放中南最后

一

战 ，
争取在战斗中立功入党 。

于是 ，

一

个海上大练兵运动开始了 。 我们在训练中提出了
“

把陆军相当地变为海军
”

的口号 ， 要求部队
“

既能陆战 、

又能海战
”

，

“

敢于近战 、 夜战打敌兵舰
”

。 在练兵中我

们又采取了
“

船是课堂
” “

海是操场
” “

实兵实船
” “

先

昼后夜
” “

先近后远
” “

先单船后多船联合
”

等方法 ， 并

参考陆上练兵经验 ， 逬行部队战术与技术教育 。 练兵中 ，

干部战士情绪高涨 ， 苦练杀敌本领 ， 发扬了勇敢战斗 ，
不

怕疲劳、 连续作战的作风 。 除了 白天训练外 ， 部队还利用

每天傍晚练夜间动作 ， 常常练到半夜才回来 ， 有的竟练到

天亮 。 经过两三个月的航海实习和登陆学习 ， 部队逐渐克

１ ９５０ 年 ３ 月 ， 邓华为担任解放海南 岛任务的各部领导进行

战斗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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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了不熟悉水性和晕船的困难 ， 学

会了识别风向 、 划浆、 掌舵等航海

技术 ， 掌握了海上作战的战术 ， 做

好了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

海练中 ， 第 ４３ 军
一

个副排长带领

八个战士 ， 乘小帆船与敌舰遭遇 ，

他们在五六十米距离上
一

齐开火 ，

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 这
一

战例 ， 使

广大指战员提高了用木帆船打敌舰

的勇气。

３ 月初 ， 敌人海防部署已初步

完成
，
开始以海空军封锁琼州海峡 ，

同时在岛上对我琼崖纵队加紧
“

围

剿
”

。 我根据地被压缩 ， 粮食
一

部

分被抢走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如

不迅速派部队渡海支援 ，
琼纵处境

势必更加困难 ， 对我登陆也更为不

利 。 但是 ， 此时我军渡海作战的准

备工作尚未完成 ，
主力部队大规模

强渡的时机尚未成熟 。 兵团党委经

研究认为 ， 为了支援琼纵的反
“

围

剿
”

斗争 ， 加强岛上我军接应力量 ，

摸索渡海作战经验 ， 为大规模登陆

作战创造条件 ， 要抓紧当时尚有北

风的有利季节 ，
立即组织小部队进

行偷渡 。

偷渡需要使用多大的兵力呢 ？

我们考虑
一

排
一

连的偷渡比较困

难
， 如两个军各用

一

个加强团 ， 则

费时太长 ，
目标过大 ， 易于暴露 。

因此决定报请上级批准 ， 由两个军

各先以
一

个加强营的兵力 ， 乘敌
“

围

剿
”

岛上我军 、 两侧海防有所削弱

的有利时机 ， 分别向海南岛东西两

侧实施偷渡 。 兵团同时电示 ，
登陆

点的选择以
一夜航程为宜 ， 或于有

利天候提早起渡 。 要多安桨橹 ， 增

加速度 ， 务求拂晓或雾前登陆 。 为

了解决偷渡中的
一

些具体问题 ， 兵

团及两个军还都派人乘舟潜入岛

上 ， 进
一

步沟通了电台联络 。 琼纵

也派了
一

些干部及领航人员过来。

一

切准备工作就绪 ， 偷渡部队于 ３

月初开始行动 。 首先是第 ４０ 军第

１ １ ８ 师第 ３５２ 团
一

个加强营 ， 乘船

１ ３ 只 ， 于 ３ 月 ５ 曰 １９ 时半由雷州

半岛西南灯楼角起渡。 天明时 ， 该

部发现敌舰船 ，
立即机动地尾随敌

船前进 ， 使敌侦察机无法分辨清楚。

６ 曰 １ ４ 时
，
全营到达预定登陆点白

马井以南海域 ， 冒着敌机、 敌舰和

地面密集火力的封锁 ， 强行登陆 ，

击溃守敌 ， 与琼纵接应部队胜利会

师。 ３ 月 １０ 曰 １３ 时 ， 第 ４３ 军 第

１２８ 师第 ３ ８３ 团
一

个加强营 ， 乘船

２ １ 只
， 利用阴雨天 ，

自湛江东南硇

洲岛起渡 。 航行中虽遇 ７ 级以上大

风 ， 各船无法联络 ， 但部队仍然坚

定地向预定目标前进 。 经过与大风

大浪搏斗 １０余小时 ， 航行 ３ ６０余里 ，

主力终于于 １ １ 日 ９ 时在赤水港至

铜鼓岭
一

线先后登陆 ， 粉碎敌
一

个

团的抵抗 ， 当 日下午与接应部队胜

利会师 。 这两次偷渡的成功 ， 不仅

加强了琼岛我军的力量 ， 有力地支

援了琼纵的反
“

围剿
”

斗争 ， 更重

要的是进
一

步摸清了敌人海防的虚

实
， 取得了偷渡作战的经验 ，

打消

了木帆船不能渡海作战的顾虑 ， 更

加坚定了我军解放海南岛的信心 。

有了第
一

批偷渡的经验 ， 我们

又进
一

步考虑如何继续加强岛上我

军实力 ，
配合琼纵消灭敌人 ， 并进

而夺取海岸
一

两个登陆点 ， 为我军

主力强行登陆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

为达到这
一

目 的 ， 我们又拟定了较

大规模部队的偷渡方案 。 开始拟定

的方案有几个 ， 后经反复比较利弊 ，

听取了两个军的建议 ， 并由上级批

准 ， 最后决定由两个军各组织
一

个

加强团 ， 在敌人正面偷渡 。 经过周

密准备 ，
乃于 ３ 月下旬发起第二批

偷渡 。 ３ 月 ２６ 日 １９ 时 ， 第 ４０ 军第

１ １８师
一

个加强团 ， 乘大小船 ８ １ 只 ，

自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 。 因起渡后

不久即停风 ， 后又遇大雾和潮水东

流
， 各船无法保持队形 ，

只能各自

按预定的方向前驶 ， 于 ２７ 日晨起

陆续在临髙角东北 ２０ 公里地段上

分散登陆 。 登陆后部队逐步集中 ，

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 ， 先后击溃敌

十多个营的层层阻击 ， 顺利与琼纵

会合 。 ３ 月 ３ １ 日 ２２ 时 ３０ 分 ， 第

４３ 军第 １ ２７ 师
一

个加强团乘大小船

８ ８只 ， 在雷州半岛博赊港起渡 ，
４

月 １ 日晨 ４ 时 ， 主力在海口以东之

北湾港登陆 ， 与接应部队胜利会合

上
， 歼敌教导师

一

部
， 暂 １３ 师

一

个团 ，
逬入琼东根据地 。 这两个团

在偷渡过程中 ， 都多次击退敌舰拦

击 。 第 １ １ ８师航行中与敌兵舰遭遇 ，

两只木船不怕牺牲 ， 勇猛向敌舰冲

击 ， 掩护了主力前进 ， 后被敌击沉 ，

船上同志光荣牺牲 ； 第 １２７ 师专门

组织了三只打兵舰的火力船 ，
遇到

敌舰时 ，
他们主动迎上前去 ， 逼近

敌人 ， 所有火力
一

起开火 ， 猛打猛

冲 ，

一

直将敌舰赶到海口附近 。 后

因船慢 ， 风帆 目标大 ， 两只船被敌

击沉 ， 大部同志壮烈牺牲。 这些战

例进
一

步证明 ，
虽有困难 ， 但只要

坚决勇敢 ，
近战猛打 ， 敌舰是不可

怕的 。 广大指战员用木船战胜敌舰

的勇气和信心姑增强了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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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批偷渡部队胜利登陆后 ， 敌

人非常恐慌 。 他们停止围攻琼崖纵

队 ， 集中力量加强正面海防 ， 以防

我大举渡海登陆。 当时我们考虑 ，

我军进入岛上的兵力已近
一

个师 ，

加上琼纵的三个总队 ，
接应力量已

大大加强 ； 我之战役准备工作也已

大体就绪 ， 从几次偷渡中也已取得

了渡海作战经验
，
不仅侧翼偷渡获

得成功 ，
而且正面突破也获得成

功 ；
同时了解到谷雨 （ ４ 月 ２ １ 曰 ）

前后还有东风可以利用 。 这样 ，
主

力渡海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 ， 兵

团于 ３ 月 ２８ 曰在徐闻召集领导及

炮兵干部开作战会议 ， 确定均向雷

州半岛西南集中 ， 做好大规模渡海

的准备 。 ４月 １ ０ 日
， 兵团发出起渡

命令 ： 以第 ４０ 军六个团 、 第 ４３ 军

两个团为第三批渡海的第
一

梯队 ，

于 ４月 １ ３ 曰前集结完毕 ， 待风向 、

潮水有利我航渡时 ， 即不失时机地

起渡 （ 具体时间临时下达 ） 。 起渡

分界为徐闻西南的鲤鱼港 ，
登陆分

界为海南岛临高角的马袅港 ， 以西

属第 ４０ 军 ， 以东属第 ４３ 军 。 登陆

后各部队应迅速占领并巩固滩头阵

地
， 歼灭反扑和来援之敌 ， 保障后

续部队渡海登陆。 以第 ４３ 军主力

为渡海第二梯队 ， 在第
一

梯队登陆

突破后 ，
即迅速起渡登陆 ， 协同第

一梯队聚歼守岛之敌。 同时 ， 兵团

还向军委、 野司建议 ， 增调友邻
一

两个师为总预备队。

４ 月 １６ 曰
， 潮汐平流 ， 下午为

东风 ６ 兵团下达了具体起渡时间 。

１９ 时 ３０ 分 ， 我第 ４０ 军和第 ４３ 军

共 ８ 个团 ， 分乘帆船 ３ １ ８ 只 ， 机帆

船 ３２ 只 （ 第 ４０ 军 ２４５ 只、 第 ４３

纽

军 １ ０５ 只 ）
， 于雷州半岛南端起航。 经与敌舰彻夜海战 ，

登陆大军终于

突破海上封锁 ， 于 １ ７ 日 ３ 时至 ６ 时 ， 先后登上海南岛 ， 与接应部队及琼

崖纵队胜利会师 。

我大举登陆前 ， 海南岛守敌的地面部队编为第
一

、 第二、 第三、 第四

路军
， 分别配置于四个守备区 ， 进行环岛防御 。 第

一

路军由第 ３２ 军编成 ，

守备岛的东部
，
军部驻嘉积 ； 第二路军由第 ６２ 军及警保部队编成 ，

守备

海峡正面 ， 军部在澄迈 ； 第三路军由第 ６４ 军、 第 ４ 军编成 ， 守备岛的西部 ，

第 ６４ 军军部在加来 ， 第 ４ 军军部在那大 ； 第四路军由第 ６３ 军组成 ， 守备

以榆林为中心的南部地区 ，
军部驻榆林 。 这些部队中 ， 能实施机动的约有

五个师兵力 ， 防御重点在海峡正面第 ６２ 军守备区 。 我第 ４０ 军在博铺港 、

临高角地段登陆后 ， 先后在临高角地段击溃敌第 ６４ 军两个团 ， 在美台歼

灭敌
一

个师部及
一

个团的大部 ， 并奔袭加来市敌第 ６４ 军军部
， 迫敌逃窜 ，

将敌第 ６４ 军防御体系打乱 ， 控制了临高 、 美台 、 加来、 多文地区 。 我第

４３ 军在玉包港 、 雷公岛地段登陆后 ， 先后在桥头地区歼敌第 ６４ 军
一

个团 ，

在福山及其东南集结 ， 准备包围和消灭澄迈敌第 ６２ 军军部。

岛上守敌起初未发现我军主力已渡海 ，
乃调集兵力 ，

妄图消灭我威胁

其正面的第 ４３ 军登陆部队 。 至 １９ 日
， 敌第 ６２ 军主力已集结在澄迈 ， 敌

第 ３２ 军等部由海口
一

带向美亭、 澄迈增援 。 为歼灭敌人机动兵力 ，
便于

我后续部队登陆和夺取海口 ， 我们决心集中包围歼灭澄迈之敌和来援之敌。

１９ 曰 １ ６ 时 ， 兵团令第 ４０ 军向澄迈前逬 ， 围汗该地之敌 ； 令第 ４３ 军进至

美亭、 白莲地区 ， 歼灭向澄迈增援之敌 。 于 １９ 日晚向指定地区挺进 。

２０ 曰晨 ， 第 ４３ 军第 １ ２８ 师到达美亭地区 ， 与敌增援澄迈的
一

个多团

遭遇 ， 当即将敌包围 ； 第 １２７师也进至美仁地区及茅草山 、 风门岭
一

带阻

敌增援。 敌人疯狂反扑 ， 集中第 ６２ 军主力、 第 ３２ 军一部、 教导师两个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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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兵支援下 ， 分东西两面向我

军发起猛烈逬攻
，
企图对我实行反

包围 。 根据以上情况 ， 澄迈已经无

敌 ， 敌人主要兵力大部集结于美亭

地区
， 兵团决心乘敌向我进攻之

机 ， 展开
一

个大规模的围歼战 ， 消

灭敌人主力 ， 以便迅速夺取海口 。

此战带有决战性质 ， 对整个战局起

着决定性作用。 兵团遂令第 ４３ 军

克服
一

切困难 ，
坚守阵地 ， 紧紧吸

住敌人 ；
同时令向澄迈挺进的第

４０ 军
， 战胜疲劳 ， 连续作战 ，

沿

澄琼公路向美亭出援。 我第 ４３ 军

在两面作战的不利情况下 ， 打得非

常英勇顽强 。 激战至 ２ １ 曰 １ ０ 时 ，

歼灭敌人
一

个团部和五个连 ， 挡住

了敌人的疯狂逬攻 。 第 １２７ 师
一

部于风门岭
一

带打垮敌两个团的

十三次冲锋 。 据守
一

〇五高地的第

３ ８ １ 团 １ 连打得极为顽强 ，
正副连

长牺牲 ， 政治指导员负伤 ，
全连只

剩十余名轻伤员 ， 仍然守住了 阵

地 。 我第 ４０ 军主力于 ２ １ 日 １７ 时 ，

进至美亭东西两侧 ， 与第 ４３ 军形

成对敌合围态势 。 敌人见我强大援

军到来 ，
开始动摇 。 ２２ 日我两军

协同 ， 在白莲地区击破敌第 ６２ 军

和第 ３２ 军第 ２５２ 师、 教导师的抵

抗 ， 歼其
一

部 ；
同时全歼美亭突围

之敌 。 ２３ 日拂晓 ， 我军占领琼山 ，

当曰 ８ 时解放海口市 。
２４ 曰 １ 至 ４

时 ， 我渡海第二梯队第 ４３ 军指挥

所率五个团也顺利登陆 。

美亭决战之后 ， 薛岳恐慌万

分 。 他眼见大势已去 ， 害怕全军覆

灭
， 于 ２２ 日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

他 自己也乘飞机逃往台湾 。 我兵团

前指发现上述情况后 ， 于 ２４ 曰下

午 ６ 时 ， 向两军发出乘胜追击的命令 ， 分东 、 西 、 中三路猛烈追歼逃敌 。

１ ９５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我军解放榆林、 三亚 ， 胜利结朿了海南岛战役 。 整个

战役计歼敌 ５ 个师 、 ９ 个团 ， 共 ３ ．３ 万余人 ， 击毁敌舰 ５ 艘 、 击沉 １ 艘 。

残敌
一

部逃往台湾 ，

一

部彻底溃散。 至此 ， 薛岳所吹嘘的
“

伯陵防线
”

全

线崩溃 ， 海南岛宣告全部解放 。 这次战役 ， 开创了我军渡海作战胜利的先

例 ， 创造了木船战胜兵舰的奇迹 ， 完成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赋予我们的解

放海南岛的光荣任务 。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 ， 粉碎了蒋帮以海南岛为据点 ， 负隅顽抗的企图 ，

使海南岛人民得到了解放 。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
，
是与党中央 、 毛主席以及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分

不开的 。 中央军委、 毛主席不论从战略部署 ， 还是战术要求上 ， 都作了明

确指示 ； 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 １ ９５ ０ 年的工作任务 ， 把解放海南岛当成首

要的军事任务 ； 广东省人民政府在 １９５０年三 、 四月份中心工作的指示中 ，

号召群众
“

努力生产 ， 努力工作 ， 努力支前 ， 帮助解放军加速解放海南岛
”

；

中南军区及第四野战军在 １ ９５０ 年 ２ 月间举行高级干部会议 ， 详尽地研究

了渡海作战的问题 。 事实证明 ， 党的领导 ， 是海南岛战役的胜利保证。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 ， 是与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 各级军事

指挥员、 政治工作人员勇敢明智的指挥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分不开的 。

在战役过程中 ， 我军的指战员不怕疲劳和困难 ， 连续转战
，
征服海洋 ；

坚

定沉着 ， 善于近战夜战 ， 痛打敌舰 ； 不怕牺牲 ， 以
一

当十 ， 顽强坚守阻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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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 ， 冲锋陷阵 ， 越战越勇 ，
席

卷全岛 ； 后勤部门在部队分散 ，

交通非常困难 ， 敌机空袭威胁的

情况下 ， 完成了极其繁重的保障

任务 。 有这样的英雄部队 ， 什么

狂风巨浪 ， 什么
“

伯陵防线
”

，

什么虾兵蟹将 ， 统统不在话下 。

这次在大规模渡海作战的胜利
，

证明 了人民解放军不但在陆地

是无敌的 ， 在海洋也是能够克敌

制胜的 。 在渡海作战中为革命牺

牲的我军英雄儿女 ， 将永远得到

人民的怀念 ！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 ， 是与琼

崖纵队的长期斗争和配合接应

分不开的。 正如中共中央华南分

局 、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 、

广东省人民政府在 １ ９５０ 年 ４ 月

发布的告海南岛同胞书中所指

出的 ：

“

自 大革命至今 ， 海南

岛的人 民及其人民武装在中 国

共产党领导下 ， 经过土地革命战

争 ， 抗曰战争 ， 人民解放战争 ，

不间断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

斗 ， 在敌人层层封锁与远离主力

的情况下 ，
虽经国民党与 曰本帝

国主义的反复摧残 ， 从未松懈过

斗争意志 。 尤其近三年半来
，
为

配合全国解放战争 ， 更加前仆后

继 ， 奋不顾身 ， 粉碎了敌人无数

次的
‘

清剿
’

、

‘

扫荡
’

， 建立

了大块解放区与数万武装队伍 ，

创造了今年呼应大军渡海作战 ，

最后肃清蒋帮残余的有利条件。

这些功绩 ，
是永远为全国人民所

敬仰的 。

”

没有琼崖纵队的配合

接应 ， 海南岛解放不可能这样顺

利 。 琼崖纵队的领导者冯白驹同

志 ， 尤其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 他

不愧是久经考验 ， 忠于党 、 忠于人民 ，

艰苦奋斗
，
英勇 顽强 ， 深受海南人

民爱戴的领导人和胆略兼备的军事

指挥员 。 他率领琼崖纵队坚持 ２０ 多

年的斗争 ，
最后以强有力的配合接

应 ， 协 同渡海大军圆满地完成了解

放海南岛的战役任务 。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 ， 是与中南 、

华南人民及海南岛党政民的热烈支

援分不开的 。 来自 武汉、 广州、 香

港等地的海员工人积极参加了支前

工作 ； 雷州半岛各县、 区 ， 在解放

军到达的
一

个月前
，
就先后成立了

“

支援前线委员会
”

， 为子弟兵筹

粮、 备船 ， 仅仅海康
一

个县就准备

了几百艘帆船和数千名民工
；
海南

岛党政部门在 １９５０ 年
一

、 二两个月

内 ， 征集了５ 万市担粮食 ，
组织了６

万多人的民工运输队 ，

解放区 、 游击区都设立

了供应站、 救伤站
，
还

派出干部和 ４００名船工 ，

１ ７０ 余艘船只 ， 到雷州

半岛迎接大军
，
提供情

报 ， 担任向导 。 在人民

群众的热烈支援下
，
我

们四野后勤部和兵团后

勤各单位才能及时地把

几亿斤的 日 用物资 ， 从

水陆两路源源不绝地运

到渡海前线 ， 保证了前

线部队的需要 。

这
一

切 ， 都是海南

岛战役取得胜利的不可

行缺少的重要因素 。

海南岛的解放 ， 不

仅对于广东 、 中南地区

当时的经济恢复 ， 而且对于后来的

社会主义建设和宝岛的开发 ，
直至

捍卫祖国领土完整 ，保卫神圣海疆 ，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

附邓华将军创作的诗歌
一

首 ：

重访海南岛有感

邓 华

（

一

九七九年三月 ）

茫 茫海峡一天险 ，

负 隅顽敌伯陵线１

木船铁舰何以敌 ，

笑借东风踏海南 。

（ 编辑 ：
王浩然 ） 〇

１ ９７８ 年 ， 邓华与夫人李玉芝 、 儿子邓穗重访海南岛时

在天涯海角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