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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从此，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结束了l00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者相
互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陆、海、空三军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向世人展示了新中国建设强大国
防的坚定意志，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新中国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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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防动员组织体系    二、不断增强国防动员基础    三、日趋完善的国防动员法规制度　第二节　国
家遏制和打赢战争的强大支撑    一、自卫战争展现新中国动员伟力    二、临战动员准备取得战略成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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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是中国国防和军队的根本制度  二、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国防的基本目标  三、完成多样
化军事任务是对国防和军队的时代要求  四、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富国强军的总方略  五、积极
防御的军事战略是国防和军事斗争的根本依据  六、独立自主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本立足点  七、依
靠人民群众是建设和保卫国防的法宝  八、实现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  九、维护世界和
平是国防和军事力量的一项重要任务  十、改革创新是推进国防和军队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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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　　安全的坚强盾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
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其核心职能由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转
变为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履行巩固国防、抵御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社会稳定、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保障人民和
平安宁的神圣任务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节　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
央军委向全国进军的战略决策，以坚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发扬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
精神，迅速对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追击。
消灭了西南地区、中南和西北部分地区、华东闽南地区及部分沿海岛屿残存的140余万国民党军队，接
着进军新疆和西藏。
到1951年10月，解放了除台湾地区及东南沿海部分岛屿之外的全部国土，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
伴随着大规模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人民解放
军迅即展开清剿匪患、消灭国民党在大陆和东南沿海岛屿残余武装的作战，并参与实施了镇压反革命
、平息动乱和稳定社会局势的军事行动。
　　一、迅速剿灭匪患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追击的展开，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
当局垂死挣扎，他们为了卷土重来，有计划地在一些新解放区和部分沿海岛屿预置了大量土匪特务武
装。
早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南京时，国民党当局就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和贵阳市开办
“游击干部培训班”，训练土匪特务武装领导骨干4700余人，并将他们派遣到各新解放区。
国民党当局溃败到台湾后，其潜留在大陆的大批特务和党政军骨干分子，与溃散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
相聚为匪，并继续发展土匪武装。
他们乘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拼命网罗旧官僚、地主武装、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反动会
道门头子和惯匪，聚众结伙，建立起所谓“救国军”、“自卫军”、“保民军”等形形色色的土匪武
装，总数累计达270余万人。
这些土匪武装组织，多则千人以上，少则几十人，广泛分布于各新解放区，尤其是浙江、福建、湖南
、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新解放区的匪患最为严重。
　　土匪武装在国民党反动势力操纵下，形成了一股股猖獗的反动破坏势力。
特别是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和派遣第7舰队侵入中国领土台湾后，这些土匪武装活动更为猖獗。
他们秉承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企图，袭击基层人民政权，破坏民主改革和生产，
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偏远农村，破坏城乡交通，抢劫物资，杀害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绑架
勒索，奸淫妇女，扰乱社会秩序；骚扰和妨碍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偷袭、抓捕和残杀人民解放军
零散外出人员；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发展武装，组织暴乱，无恶不作，为患甚烈，给新生的人民政
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面对土匪猖獗的严峻形势，迅速剿灭匪患，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一项重大而
紧迫的战略任务。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新解放区匪患早有预见，并高度重视剿匪问题。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南方解放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在乡村
中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
渡江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及时指出：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
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加强新解放区的剿匪。
1949年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发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把剿匪作为一项重要作战任务去
完成，坚决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
土匪的任务”；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配合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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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反革命分子”。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华东、中南地区加快剿匪的步伐，限令湖南、广西、
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在1951年5月底前剿灭一切股匪。
　　为了尽快清除匪患，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
的剿匪方针。
明确要求在匪情严重的地区　　要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
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在军事打击或政治争取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
同时，还制定了剿匪政策和策略指导的基本原则。
在剿匪政策方面，对匪特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在策略
指导的基本原则方面，强调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求达到打击、瓦解、争取
与最后消灭匪特的目的。
　　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从1949年5月开始，陆续在新解放区展开了剿
匪作战，到1953年年底结束。
先后共抽调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2个旅又21个团和海、空军各一部，共计投入150余万人
的兵力，共歼灭匪特270余万人，缴获各种火炮2100余门，各种枪支130余万支（挺）和其他大量装备
物资。
　　人民解放军在各地剿匪作战基本上都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剿
大股土匪。
主要是选择匪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军事行动，集中优势兵力给股匪以歼灭性打击
，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
第二阶段，实行分区驻剿，歼灭小股土匪。
人民解放军歼灭或击溃大股土匪后，通常使用一定数量的部队驻防，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使分散活
动的小股土匪难以集股再起。
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深入开展政治攻势，争取零星股土匪投降自新，消灭分散活动的
匪特。
第三阶段，结合土地改革，肃清潜藏散匪。
参加剿匪的部队，主要是积极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政权等中心工作
，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铲除匪特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彻底消灭潜藏散匪。
由于全国各地匪情不同，剿匪斗争规模及其起止时间也不尽相同。
　　剿灭华北地区匪患。
华北解放前夕，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该地区潜伏大批匪特，并组成了所谓的“地下军”、“游
击军”。
解放初期，已发现的匪特达3万余人，每股数千人至数十人不等。
在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今分属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平原（今分属山东省、河
南省）等解放较晚的地区，土匪多为大股活动。
在天津、北平（今北京）、山西省太原附近和平原省的新乡、安阳地区，土匪多为小股活动。
其中，绥远地区匪患最严重，且多为骑匪。
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经常远距离流窜，袭击解放军小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
通运输和各项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1949年5月，华北军区召开剿匪工
作会议，制定华北地区剿匪的方针、政策、原则和战法。
剿匪部队根据军区的统一部署，针对该地区土匪分布情况及活动特点，决定以绥远、平原和察北地区
为重点，采取灵活战术，用大包围、暗掏窝等战法对股匪实施清剿。
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剿匪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首先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等省的
大股土匪实施进剿。
1950年3—12月，华北军区又组织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和3个骑兵支队及部分地方武装，在绥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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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规模剿匪作战。
各省经过大约半年时间，剿灭了本地区的大股匪特。
从1951年1月起，华北全区转入驻剿小股土匪及肃清潜藏散匪的阶段。
至1951年年底，华北地区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剿匪作战，共歼匪特5.3万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各种枪
支8800余支（挺）和部分其他军用物资。
基本肃清了华北地区的匪患，保证了全区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等工作的顺利进
行。
　　剿灭华东地区匪患。
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和华东大陆的逐步解放，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在溃逃台湾之际，有计划
地潜留下一批反动军官、特务分子、党政骨干和残余部队，并网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组成土匪武
装，打出所谓“绥靖军”、“救国军”、“自由军”、“自卫军”等旗号，依托山区、湖泊特别是省
县交界，推行“游击计划”，企图配合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实现“反攻大陆”的目的，致使苏、
鲁、皖、浙、闽等省均有匪患为害，尤以浙江、福建的匪患最为严重，并且多为国民党溃逃部队。
截至1949年7月，华东大陆共有土匪武装746股，千人以上的股匪12股，总计11.3万余人。
这些土匪武装与地主武装、反动会道门、惯匪相互勾结，杀人越货，破坏铁路、公路、桥梁和邮电通
信设施，煽动生活困难的民众闹事，袭扰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运输线。
在匪患严重的安徽省立煌县（今金寨县）、浙江省于潜县（今并人临安市）和福建省永安、清流、将
乐、屏南、泰宁、建宁、光泽、明溪、三元（今划归三明市）等11个县，土匪武装组织暴动，占领县
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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