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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由浦东新区民政
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武警上海市总队
执勤第二支队主办的“纪念上海解放
70周年——红色故事进军营”活动在
部队礼堂举行。现场，89岁的老干部
荆云华讲述了自己所在的连配合兄弟
部队进攻杨行和月浦机场的故事。

红色故事宣讲开始，武警战士向
3名曾参加上海解放战役的英雄老战
士荆云华、孙克里、沈玲献花。接着，
浦东新区烈士陵园管理所讲解员李
荣、军队离休干部荆云华、老红军后
代邓玉平分别讲述了《黄竞武烈士的
事迹》《解放上海的亲身战斗经历》和
《长征，我把你追寻——12次重走长
征路的故事》。

1930年10月，荆云华出生在河
北黄骅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曾参
加过解放河北、山东、济南、上海等战
役，共荣立了7次三等功。他曾任南
京军区守备第四团司令部参谋长、上
海市崇明县人武部部长等职，并于
1983年7月正式离休。

1949年5月，上海战役打响。荆
云华所在的连配合兄弟部队进攻杨
行和月浦机场，抢占吴淞口以截断敌
人从海上逃跑的后路。荆老清晰地
记得，有一天夜间总攻开始，敌我双方
火力均猛。当时，他任重机枪班班长，
直接掩护第一梯队进攻。“经过一夜激

战，部队占领了杨行。拂晓时，敌人炮
火又向我方阵地狂轰滥炸。天明了，
卫生员带着担架队进行抢救，阵地上
还有很多负伤的同志等待救治。正在
这个时候，敌人不甘心失败，拼命向我
们这地方进行炮火轰击。”

荆老清楚地记得，自己班有个叫
高林生的同志负伤了。刚救治好一个
伤员，卫生员小刘就向高林生跑去了，
但途中不幸也被敌人的炮弹打中负
伤。连长叫小刘不要动了，等大家来
救，小刘却靠双臂爬了过去，因为战场
人都靠得很近，不幸被打中。小刘同
志和高林生同志同时牺牲。牺牲时，
小刘还拿着一些绷带，趴在高林生身
上。战斗结束以后听说他才18岁。

荆老介绍说，他所在的部队任务
是打杨行，目的是截堵敌人逃跑的通
路，任务异常艰巨。一来杨行这个地
方敌人的防守比较严密，因为这是他
们逃跑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地方攻
打特别艰难，有各类大小碉堡，有的还
连起来被称为子母堡。“有天晚上上面
下达命令让我们晚上去总攻，第一时
间打杨行。我是重机枪连的班长，我
们使用的是马克沁重机枪。当时我被
分配到步兵第八连担任了打杨行的第
一梯队。连长指着前面的碉堡说，'这
些碉堡你看到了吧？一旦我们部队想
发起冲击的时候，你这个班一定要把
这些枪眼锁住，否则我们这个部队就
会有很大的伤亡。”

青年报通讯员 李川 记者 钟雷

本报讯 上海石油高桥油库和大
上海一起，迎来上海解放70周年纪
念日。油罐矗立，江水奔涌，默默倾
述着当年的故事：炮声隆隆，枪林弹
雨中，油库是如何毫发未伤地走向新
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
战役打响，敌我双方聚结重兵争夺浦
东高桥镇。解放军拿下此镇，可扼住
国民党兵逃跑的咽喉；敌方占据，可
以此为据点向市区反扑。故这里为
兵家必争之地，战事十分激烈。油库
离此不足 2 公里，散落于黄浦江东
岸，墙外的沿江马路（现江心沙路1
号至3号）超过2公里长。油库属于
当时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下的中国石
油公司上海营业所，分为东厂（第一
储油所）、西厂（第二储油所）。在东
西两厂之间，还有英国亚细亚和美国
德士古的油罐区。当时整个油库区
被誉为远东最大的油库，应该说，正
面临着严峻的战火考验。

油库的护厂工作始于1948年。
中共地下党沟通国民党资源委员会
进步人士，在南京秘密集会，准备保
厂起义。其中中国石油公司里的地
下党也派员参会，领悟精神，安排布
置上海营业所护厂工作。回沪后，中
共上海地下党就保护油库多次开会
布置，首先是在上海营业所及所属油
库开展调查，源于人员结构复杂，员
工中有日伪留用人员，有国民党人
员，当然还有盼着新中国早日到来的
进步人士，所以通过甄别筛选，团结
进步力量，把大家组织起来，投入护
厂工作；其次是利用福利会、励进会
等合法群众组织开展活动，鼓励业务
骨干、技术人员留下来，阻止油料、设
备、档案等运到台湾。

1949年2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
迁到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再次通过
内线做工作，针对上海的企业达成了
三条共识，即技术人员、业务骨干坚
决不走，工厂坚决不迁，设备器材坚
决不外运。接着，地下党又对上海营
业所的中层管理人员发出敬告信，要
求：坚守岗位，等候接管，迎接胜利！

随后，地下党整合各家油库力量，成
立消防队、纠察队、救护队，准备在解
放上海战役打响后统一调用。

1949年5月12日，战役打响，中
国石油公司总经理逃走台湾，代总经
理是进步人士，他表示，要护厂到底！

1949年 5月 20日，建国西路一
座花园别墅里亮着橘红色的灯光，
中共上海地下党在此召开扩大会，
中心议题是迎接上海解放，大家表
示，护厂到底，配合接管上海。会上
还特别要求上海营业所的中共地下
党必须要保护好油库安全，纠察队、
消防队、救护队各司其职，在油库坚
守。紧接着，中国石油公司致函淞沪
警备司令部，说明油库的危险程度，
如战事殃及油库，一旦油品流入黄浦
江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涨潮时火势
蔓延可烧掉市区，退潮时可烧光吴淞
镇。要求国民党部队不得进入油库，
且不在油库附近作战。敌司令部也
怕引起不测，答应了中国石油公司的
要求，在油库大门口贴出布告，不准
士兵进入。

5月25日，高桥镇战斗激烈，第
二储油所墙外不足百米处枪声大作，
子弹横飞。国民党兵节节败退，败兵
渐渐聚集于油库墙外的沿江马路。

5月26日，沿江马路上已是黑压
压的一片，除了败兵，还有战车、卡车
等40余辆。沿江马路外便是油码头，
此时停泊着几艘轮船，残兵败将争先
恐后，哭爹喊娘地抢着上船，其中多有
落水者，或游到江边大骂，或被江水冲
走。再后来，轮船先后鸣笛起航，消失
在茫茫的江色中。马路上、码头上剩
下数万士兵犹如无头苍蝇，没有了主
见，垂头丧气坐等命运安排。地下党
领导的消防队、纠察队、救护队在油库
内巡逻，密切监视残兵动态。

晚上10点，解放军进入沿江马
路，与地下党接洽，收缴枪械，清点人
数，将俘虏兵安排在油库制桶厂门前
进行训话、整编。

5月27日清晨，油库围墙上贴出
标语：“欢迎解放军”“和平生产建设”

“劳工神圣，双手万能”，至此，油库的
原油、成品油、仓储设施、器材等无一
损耗，完整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89岁老干部回忆70年前惊险一战

攻打子母堡 胜利完成任务

在上海解放的枪炮声中保卫油库

红色故事进军营。 受访者供图

5月 27日是上海解放70周年。
浦江两岸高楼林立，一片繁华。

而在70年前，浦东曾是主战场，
北部高桥地区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
方。

近日，记者独家采访了当年带领
部队参与解放上海浦东的王昭堃老
将军。老人的讲述将记者拉到了70
年前“东方之都”回到人民手中的那
一刻。

趁夜渡河，距离敌人碉堡30米
今年90岁高龄的王昭堃老人戎

马一生、战功赫赫，离休前曾任解放
军原第31集团军军长，是1949年上
海解放特别是浦东解放的重要见证
者。

在老人的记忆里，当年浦东的这
片战场上，除了水汪汪的稻田、村落，
就是河道、碉堡。金家桥，这个地名
是老人向记者反复提及的地方。他
说：“金家桥是我带着部队打的，总想
过去看一看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老人口中的金家桥，现在是浦东

金桥镇。林立的办公楼和整洁的社
区构成了如今的国家级开发区，地形
地貌与老人记忆中的战场已经完全
不同。唯一与老人记忆有交集的，就
是贯穿全镇的一条河流。

70年前，刚刚20岁的年轻营长
王昭堃率领战士们乘着夜色悄悄渡
河，成为打下金家桥的关键。

“河里的水很深，一直到人的胸
口位置。”老人回忆说，“我让战士们
把枪支弹药统统都弄到肩膀上，沿着
河道悄悄前进，一直到距离敌人碉堡
铁丝网只有30米的地方，才从河里
爬上来。”

30米，是王昭堃可以接近的最近
距离。

当时的上海是亚洲最大的城市，
有600万人口，是中国的工业、商业
中心，能否完好无损地占领这个大城
市，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

解放大上海，不仅是军事仗，还
是政治仗，不仅要消灭敌人，还要保
全城市、争取人心。为了减少对上海
市区的破坏，解放上海时解放军不用

重武器、不打大炮，每一场战斗都是
硬碰硬的较量。

17天战斗解放军伤亡超3万人
进攻金家桥的战斗打响了。敌

人碉堡的强大火力死死压制住了后
面跟进的部队。

王昭堃说：“我一看不行，就让通
讯员掩护我，我率先跳进了铁丝网。”

最终，全营官兵在奋不顾身的年
轻营长带领下，一鼓作气全歼了敌军。

据统计，在解放上海的17天战
斗里，解放军伤亡总数超过3万人。

当年金家桥往北经高桥至吴淞
口的这片战场，如今已是上海自贸区
的核心区域。

在高桥烈士陵园的烈士纪念墙
上，镌刻着当年牺牲的一位位烈士的
英名，许多都是当年和王昭堃并肩战
斗的战友。

“王玉敏、王绍军、王海清、宁茂
兰、迟学良……”看着当年一个个鲜
活的生命化作了墙上永生的名字，老
人深情地说：“我很想念他们。”

被我解放的城市救了我一命
戎马一生的王昭堃，肩膀和胸膛

上留有10多处枪伤。20年前，严重
的心血管疾病更是险些夺去老人的
生命。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挽救他生命
的就是自己当年冒着枪林弹雨参与
解放的这座城市。

“70年前，我为上海解放拼命，20
年前，上海救了我一命。”老人说，“没
来上海治疗前，我就已经写下遗嘱，
觉得自己活不了了。”

1999年，身患重病的王昭堃在
上海长海医院接受了当时国内唯一
的心血管微创手术治疗。

王昭堃离休后，常年保持着读书
记笔记的习惯，而在读书笔记中出现
最多的字句就是“换了人间”。

“当年跟着共产党打江山、建立
新中国，就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
兴。”老人说，“现在老百姓过上了好
日子，国家也一天天富强，真的是换
了人间。” 据新华社电

专访参与解放上海的90岁老兵王昭堃

笔记中最多的字句就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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