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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解放》

前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大同这座古城解放60周年。大同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曾以两汉要塞、北魏京师、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而闻名全国，其历史的发展演变，其古老的文明印
迹，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同又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它的命运
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其无数革命仁人志士，其无数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迹，其和平解放的曲折历程，更是值得我们后人永远怀念。　　一座城市不能失去历史的
记忆。我们不会忘记，旧中国，清朝政府的腐败与没落，外国侵略者的践踏与蹂躏，国民党的黑暗统
治，给大同人民生活带来无尽的苦难。我们更不能忘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才给大同人
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1946年，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前赴后
继、浴血奋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踊跃支援前线，在第一次解放大同的艰苦战斗中，取得了阶
段性的伟大胜利；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又牢牢地把握主动权，对大同国民党守军围而不攻，在政治
上、思想上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到最后不得不无条件地放下武器，接受整编。1949年5月1日，古城
大同终获和平解放，大同人民重获新生。解放之初，大同在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
的努力工作，有条不紊地对百废待兴的大同进行了接管和建设，使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很短的时间内
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大同这座古城由此翻开崭新的历史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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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解放》

内容概要

《大同解放》第一部分参考选录了中共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古城丰碑》一书的文献部分，第
二部分参考选录了中共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大同战役》一书的文献部分。对他们的大力帮助
和支持，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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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解放前夕大同市概况一、中共北岳一地委城工部关于大同市的经济调查（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
）二、中共北岳一地委城工部关于大同市全面情况的调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三、中共大同市委
城工部关于城内市政组织和居民情况的介绍（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篇 解放大同一、人民军
队解放大同的战役中央军委关于短期内能否夺取大同、怀仁等点给贺龙、李井泉并聂荣臻、唐延杰的
电报（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聂荣臻、刘澜涛、唐延杰、曾涌泉关于加强对雁北各点之侦察给四
纵队及冀晋军分区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中央军委关于攻占大同准备工作给贺龙、李井泉并
聂荣臻、刘澜涛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攻取雁北问题给晋绥军区、晋察冀军
区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晋察冀军区关于配合晋绥军区晋北战役给第四纵队、冀晋军区
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陈正湘、唐子安关于攻打应县的战斗部署（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
日）聂荣臻关于攻大同城、平汉路、正太路的步骤问题向军委的报告（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
央军委同意先取大同再攻平汉、正太给聂荣臻的复示（节录）（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陈正湘关
于拟攻怀仁与打援之提议（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聂荣臻、刘澜涛、曾涌泉关于大同外围作战的
指示（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十一旅司令部关于晋北战役的总结（一九四六
年七月）聂荣臻关于大同战役计划给军委的报告（节录）（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批准
攻大同计划的复示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给聂荣臻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晋察冀
军区军第三纵队关于大同战役作战准备工作的训令（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张宗逊、罗瑞卿关于大同
攻城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聂荣臻、刘澜涛、唐延杰、曾涌泉关于扫除大同
外围据点情形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陈正湘关于攻应县的
意见（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关于以持久战斗夺取大同致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并告聂
荣臻、贺龙电（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海福龙率部起义后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一九四六
年八月二十二日）海福龙率部起义后致全国同胞电（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欢迎海福龙率部起义
退出内战中央军委关于增派部队夺大同打傅援给晋绥、晋察冀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晋
察冀军区关于大同城关作战的战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晋察冀军区关于结束大同战役的训令（一
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晋察冀第四纵队十旅应县大同作战总结报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
六日）晋绥军区司令部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总结意见（一九四六年九月）中央军委一局关于大同战役的
总结（一九四六年九月）二、解放大同的支前工作北京军区后勤部研究科关于大同战役野战卫生勤务
布置要点（一九四六年七月）大同战役总战争动员委员会关于加强组织领导的决定（一九四六年八月
十九日）大同战役总战争动员委员会关于写慰问信及减少担架的通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大同
县政府、县战争动员委员会关于紧急救济灾难民及穷苦随军民兵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大同县战争动员委员会关于调整兵站及慰劳工作的通知（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大同县委关
于目前几项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大同县战争动员委员会关于调整兵站的通知（一
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大同县委关于目前几项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三、争取
大同和平解放的军事斗争中央军委关于暂不理山海关秦皇岛之敌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一
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关于杨成武主力三个纵队的行动部署给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
并告杨得志等华北局、林彪等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关于阻止可能从张家口
西逃之敌给杨成武、李天焕、李井泉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飙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中央
军委关于军队西进的三个步骤给林彪、罗荣桓、高岗的电报（节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央军委关于包围大同归绥之敌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飙、杨成武、李
天焕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关于大同和绥远作战后
勤布置给杨得志、罗瑞卿等并报军委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关于推迟攻击两
沽严防平津两敌突围给林彪的电报（节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关
于准备包围大同西北给中央军委、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一九四八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关于兵团东下参加平津会战给军委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的请示电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杨成武、李井泉关于张垣、大同等地军事部署的建议致中
央军委、晋察冀军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电（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关
于同意三个纵队参加平津会战及对大同、察北张家口之部署给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并告林彪、罗荣
桓、刘亚楼的电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二时）聂荣臻、薄一波、赵尔陆关于对大同敌谈判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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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王平及军委的电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王平关于已派人与于镇河和谈给聂荣臻、薄一波、
滕代远、赵尔陆、蔡树藩等的电报（节录）（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王平关于与于镇河、田尚志
谈判事给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蔡树藩的电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王平关于与
大同敌谈判事给薄一波、赵尔陆等的电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王平关于与大同敌谈判条件给
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等的电报（节录）（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王平关于进攻大同
部署给薄一波、赵尔陆的电报（节录）（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王平关于二十四日的部署给聂荣臻、
薄一波等的电报（节录）（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三篇 接管大同第四篇 建设大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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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厂开办于民国二十四年，初创时经理何春林，股金四千元，专制各种车轮零件，日寇侵占大同
，因受敌人压榨勒索而倒闭，（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至二十八年）以后该厂旧经理又结合大同特务崔承
孝重新集资一万元，于（民国）三十年正月召集所有工人正式开工，易名“同恒记铁工厂”，专制胶
皮车铁轮、珠窝、自行车大架、零件、铁丝等物。三、四年获洋四五万元之巨，全厂工人够百余人，
日人投降后，因汉奸崔承孝受到惩办，该厂即由十专署专员孟祥祉接收，派其亲属蔚有文任经理经营
，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正式开工，工人仍百余人，有炼钢机器四部，厂址在大北街路西。　
　5.同生铁工厂：厂址在皇城街路南，该厂原为久恒铁工厂，（民国）三十五年五月由军阀王元岭与
十一专员王哲集资白洋七千余元，接收经理白成珠，有机器两部，小型炼钢炉一个，工人三十余人，
制造胶皮车零件及各种铁器，此厂也很赚钱。　　6.西北育才炼钢厂：大同分厂（即大有仓手榴弹厂
）为西北实业公司之一部。资本为两亿五仟万元。内设手榴弹厂、修械所。厂长蔡祝三，经理张镇成
（山西五台人）工人一百二十余人，内部装备规模较大，制弹壳机器两部，中型弹簧机、螺旋机、引
线机、螺旋回转机、木床机、压构机共二十余部，小型电动机一部，日出成品350颗至400颗，内有制
火药工人，占工人全数十分之三，截至十月底库存成品约在十三万至十六万，每大箱装五十颗，小箱
二十五颗，储存附近东隔壁，有七个库房，并一部储存于上华严寺三十八师兵器弹药库内。此外有地
雷二万五千颗，大部储存上华严寺。近又造出飞雷管，能发二百米，并制16式手枪，枪身很短，约五
十厘米和三号手枪长短一样，造出二千支已发三十八师，每支卖白洋十五元，打五十米有效，工人待
遇技术工人每月赚金圆券五十六元，普通二十五元至二十元，厂长一百八十元，经理一百元，其他管
理人员六十元至七十元，职工所得的饷尚不够糊口，因此一再要求增加工资，现未得任何结果，职工
们正在饥饿恐慌愤怒中。厂址大有仓。　　7.大同枪弹制造厂：设华严寺二十九号，属三十八师军械
处，与保安司令部合并，工人卅余人，厂长王敬坤（文水人三十六岁）内部有制弹机二十余种，全部
是日本人遗留品，专造六五子弹与冲锋枪子弹及枪之弹簧，螺旋钉等，平均日产七千余颗，所储之子
弹在上华严寺仓库存放。　　8.大同枪械修理所：属卅八师军械处，原在太原，随卅八师开赴大同，
魏成龙任所长，所内工人十三人，压弹机两部，机械式钢判五部，小导铁丝炉两个，除每日修理废枪
外，能构造16式手枪，平均每日出两支，产品缴[交]卅八师，军械处库存，工人以技术人员待遇，由
卅八师军械处发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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