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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众多的军区中，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战略区，选择丁一级、二级军
区共200个，扼要记述了每个军区的发展历程，及在历史上为战争胜利、为军队建设、为地方政权建设
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作品资料翔实可信，评价客观公正，文字朴素严谨。
系首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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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金，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参谋系、国防大学基本二系。
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总编，现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有：《中华爱国将领传》、《落日下的龙旗——中日甲午战争纪实》、《西京风云——第二
次国共合作纪实》、《国民党三军大起义——走向光明》、《清末民初战争》、《民国时期战争大参
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70个军》、《国民党历史上的158个军》、《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
派系军阀》等和《北上先锋》(7集)、《长征——英雄的史诗》(16集)、《跨世纪红星》(24集)等电视
专题片及《中国军事史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中国战争通鉴》、《大辞海·军事卷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0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80年大事
记》等重要课题的主要撰稿人。

    刘立勤 1948年8月出生，1968年3月入伍，技术4级。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咨询室主任、副研究员。
先后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及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中国战争通鉴》、《中国人民解放
军70年通鉴》等的编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200个�>>

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第一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区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军区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军区第
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军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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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3年6月，第358旅除第7团留原地坚持斗争外，主力奉命由晋西北开赴河西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
的斗争，归晋绥联防军指挥，不再兼第3军分区。
7月10日，八路军总部命令，将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所辖第17、第18、第22、第26、第27、第29、
第32团调归第120师兼晋绥军区建制。
同年8、9月间，八路军第3纵队陆续到达晋绥后，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吕正操为晋绥军区司令员，林枫为
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平化任政治部主任。
10月，又将冀中警备旅调入晋绥军区，其旅部与第8军分区合并，该旅第1、第2团改编为第1、第2支队
；第3纵队第18、第27、第29团合编为第27团，归军区直接指挥；第3纵队第32团归独立第1旅指挥。
此时，晋绥军区辖：第358旅，张宗逊任旅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第359旅兼延属警备区，王震任旅
长，张英邦任政治委员；独立第1旅兼绥德警备区，高士一任旅长，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独立第2旅兼
第2军分区，许光达任旅长兼司令员，王德任政治委员；第6军分区，雷任民任司令员，刘文珍任政治
委员；第8军分区，罗贵波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塞北军分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
直属军分区，陈漫远任司令员；河防司令部，杨嘉瑞任司令员，武开章任政治委员。
10月24日，中央军委决定，冀中军区第3纵队警备旅机关及第358旅留晋绥的部队重新组成第3军分区，
孙志远任司令员，白坚任政治委员。
是年，晋绥军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发动群众围困敌人，迫敌撤退，共挤走
日伪据点58处，收复村庄1000余个，粉碎敌大小“扫荡”13次。
1944年8月，晋绥军区抓住日军从华北战场抽走兵力的有利时机，向敌发动秋季攻势，歼日伪军2000余
人，攻克据点48个，收复土地770多平方公里。
11月18日，组建晋绥军区教导团。
　　1945年1月29日，晋绥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将直属军分区改称第1军分区。
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旅调归晋绥军区建制，并成立晋绥军区第4、第7军分区。
2月17日，晋绥军区向敌发动春季攻势，歼灭日伪军2400余人，收复据点54处，扩大根据地面积3840余
平方公里。
6月，向敌发起夏季攻势，歼灭阎锡山部7个连，傅作义部两个团。
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塞北军分区扩编为绥蒙军区（8月，以晋绥军区第1军分区组成新的塞北军分区
。
9月，恢复第5军分区番号）。
8月11日，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120师兼晋绥军区组建晋绥野战军，辖第358旅和独立第1、第2旅。
21日，将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划出，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该军区的沿革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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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军区，是根据战略需要划分的军事区域。
设有领导机关，以统一领导该区军队的作战、训练、政治、后勤，以及卫戍、兵役、民兵等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军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战争需要而设立的、统一领导其战略区军
事工作的重要组织。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200个军区》详细地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发展、壮大的历程，和在
不同历史时期，为军队建设、地方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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