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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
放军迅速挺进大西南，发起西南战役。在
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摧毁国民党残余
势力之际，12月 4日，国民党云南省第一
区（昭通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
东昭保安司令安纯三在昭通宣布起义。
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和革命武装，在中共滇
桂黔边区委员会（以下简称“边委”）和中
共滇东北地委的领导下，做好迎军、会师
工作，配合解放军作战，为实现中央关于
解放西南地区战略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部署迎军会师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1949年12

月7日，边委向全区发出《关于做好南下大
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游击队团结会师
的指示》，号召边区全党向南下大军和南
下干部学习，并以紧张热烈的工作精神去
做好一切迎军工作，以此作为检验各地各
级党的工作好坏的基本尺度之一。边委
宣传部及时印发《迎接大军宣传要点》，提
出“迎接大军就是迎接胜利”的口号。

1950年1月，中共滇东北地委为贯彻
落实边委指示精神，在沾益召开研究迎
军、团结会师工作会议，要求全力进行迎
军支前工作，决定派中共滇东北地委委员
吴树森和到沾益汇报工作的中共滇东特
支书记孙志能迅速返回昭通布置迎军工
作。2月 15日，吴树森、孙志能首先向中
共昭通特支传达中共西南局和滇桂黔边
区党委指示。2月19日，吴树森向中共昭
通县工委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决定：一是
县工委由朱君和抓总，张凤吉、唐祖英抓
城市工作，尹信国抓农村工作。二是派人
和安纯三谈判，把《滇东日报》改为《滇东
民报》，利用报刊占领舆论阵地。三是县
工委成立迎军筹备组。四是派员调查昭
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进步社团等
有关资料，由朱君和汇集整理。同时，派
遣党员和骨干，深入到昭通县农村，永善
莲峰、井底，巧家蒙姑，盐津，大关等地建
立党的组织，加强对巧家县城、彝良牛街
等地党的领导，发动农民群众，组织人民
武装，壮大党的组织队伍。先后成立了中
共镇彝威支部、中共滇东北特别支部和巧
家、昭通、永绥、盐大等县委（县工委）。政
权组织有会（泽）巧（家）边区、巧家包谷
垴、鲁甸桃源镇解放委员会等。人民武装
有边纵暂编32团、威宁游击团、巧家游击
大队、永（善）绥（江）大（关）边游击队，盐
（津）大（关）游击队、昭（通）鲁（甸）边游击
队以及党组织控制掌握的部分国民党乡
镇民团武装。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有
民主青年同盟、青年互助协会以及农民翻
身会。要求各级地方党组织，要认真做好
迎军会师的各项准备工作。昭通县工委
书记朱君和立即召开特支委员会和工委
会，传达会议精神，要求要以实际行动做
好迎军工作。在县工委的组织领导下，昭
通成立了工会、学联、教联、商联等各群众
团体，由国民党昭通督察专员公署、昭通
县政府、昭通县城关镇代表组成的迎军筹
备组（后改为迎军委员会），下设组织、宣
传、妇女、总务、联络5个组，分工负责，开
展迎军工作。迎军委员会大力宣传《向全
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即《约法八章》），要求起义的国民党昭通
县政府，解决好解放大军入昭的临时住房
和供给问题，为解放军准备好猪、羊、鸡、

蛋等劳军物资。县工委还深入调查昭通
的政治、军事、经济、社团等情况，分头到
学校、街道、农村、起义部队和报社等单
位，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迎军的意义；组织
昭通中学学生和各界妇女到街上扭秧歌，
走街串巷进行宣传；发动各人民团体、社
团等出墙报，认真组织工人、学生、店员做
好护厂、护校、护店工作，防止敌特破坏和
转移物资，用实际行动做好迎军会师的准
备工作。昭通全城，特别是闹市中心，被
贴满了标语，以表达热诚之意。

43师挺进昭通
1950年2月11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

及第四兵团、边纵与党中央派往云南工作
的领导会合后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野战军第4兵团15军43师在挺进西南
途中，于贵州清镇接到军部转来的兵团电
令：“第43师由贵阳经大定、毕节、威宁进
入滇东北地区，建设以昭通为中心的军分
区。并以第43师师长张显扬兼任该军分
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薛韬兼任地委书记。”

从清镇到昭通，一路崇山峻岭，道路
崎岖。43师党委认真贯彻兵团党委扩大
会议精神，组织全体指战员进一步学习毛
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在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进行以“进
军昭通，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
思想动员，开展反“骄横”、反“三无”（无政
府、无组织、无纪律）教育，认清解放昭通、
建设昭通的重要性，认清昭通民族种类众
多、各种教派齐全的艰巨性、复杂性。明
确部队进入昭通后，执行包干地方工作，
落实好建设新区的任务和方针、政策，不
仅要团结好昭通地方党组织、昭通地方武
装、昭通人民和其他部队，还要严格执行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贯彻“要团结、要改
造，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团结改造
起义部队，搞好与民主人士、少数民族
上层人物的团结合作，把昭通接管好，
共同建设好新昭通。在徒步行军集训
中，43 师用一个月的时间分 3 批集训党
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及干部，大大提高
了 1008 名连队以上领导骨干的政治思
想、政策水平。

沿途中，尽是地瘠民贫的山区，群众
生活艰苦，部队供给十分困难，43师经受
着严峻的考验。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严格遵守《约法八章》和《入城
守则十四条》，用实际行动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每过一个城镇，都举行庄严
的入城仪式，让群众看到一支军容整齐、
斗志高昂、纪律严明的人民子弟兵队伍。
部队走一路，好事做一路，广泛开展“三不
走”活动（水缸不满不走，门板不上好不
走，卫生打扫不干净不走）。当看到贫困
山寨的男女老少悲惨情景时，干部、战士
们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衣物和食品送给
他们，不少干部、战士还把棉衣里的棉花
掏出来送给群众，自己穿夹衣行军。有的
连队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随身带的盐
巴、干粮炒米等送给群众充饥。据不完全
统计，在进军昭通的途中，43师送给群众
的衣物达万余件。为了严明群众纪律，从
师到排，各级都设有纪律检查组，做到进
村了解情况，住下后进行检查，离村时组
织评比，确保做到秋毫无犯。人民群众称
赞43师是穷苦人的军队，是仁义之师，受
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2月 28日，43师第一梯队师直和 127
团、129团，在政委薛韬、参谋长廖开芬的
率领下，历时 46天，行程 1238.5公里顺利
到达昭通，驻扎在昭通县城南郊水井湾、
大院子一带休整。中共滇东北地委派到
昭通指导迎军工作的委员吴树森、滇东特
支书记孙志能等到水井湾向43师首长汇
报昭通情况及迎军准备工作。

迎军会师
1950年 3月 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野战军第 4 兵团 15 军 43 师第一梯队
127 团、129 团和师直指战员举行进入昭
通县城仪式。

在中共昭通县工委的领导下，学联、
教联、工联、商联等群众团体人员，苗族、
彝族迎军代表等昭通各族各界人民群众
数万人，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穿着节日
盛装，拿着小彩旗，列队盼望着解放军的
到来。从元宝山到虹桥、迎丰桥、西环城
路、新牌坊、菜街子、西大街，再到泽东路、
陡街、炭市街、北大街、北校场的两侧，到
处是人的海洋、彩旗的世界。

上午10时，在师政委薛韬、参谋长廖
开芬的率领下，指战员们肩扛毛泽东、朱
德的巨幅肖像，战士们在军乐队的护卫和
龙灯、狮子舞、高跷等地方传统节目的开
道下，高举红旗，扛着擦洗一新的机枪、
步枪，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从元宝山脚
进城来。顿时，万众欢呼，鞭炮齐鸣，掌
声、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昭通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一
些地方还处在土司的残酷统治之下，他们
兴奋无比地庆祝昭通和平解放，更盼望得
到永久的解放，做国家的主人，他们的愿
望终于要实现了。这一天，昭通城 25家
单位联合行动，开展迎军宣传工作：电信
局、邮局免费发报、送信一天，医师公会发
放“免费治疗证”800份，《滇东民报》免费
散发200份报纸，昭通总工会写了30封信
欢迎和慰问解放军。有的苗、彝同胞自带
干粮从百里以外赶来昭通城迎接解放军
入城。43 师举行入城仪式，标志着昭通
和平解放。

43师入城后，中共滇东特支委员、昭
通县工委书记朱君和带领部分党员、民
青成员和各族各界代表到解放军驻地双
院子慰问 129 团，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周政宜赠送了昭通专区地图和有
关资料。

入城第3天，43师党委召开第二届党
员代表会议，中心任务是贯彻西南局、西
南军区“依靠60万（指解放军进入西南的
60万部队）、改造90万（指国民党起义、投
诚和被俘的军政人员）、发动 6000 万（指
西南 7000万人口中的 90%的基本群众）”
等一系列重要方针，着重学习讨论中共云
南省委、第 4兵团党委指示，在清匪反霸
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改革，完成彻底消灭
封建统治的战略任务。从思想上进一步
明确“剿匪是不可跳越的历史任务”“清匪
反霸、减租退押是西南反封建斗争的第一
仗”。部队在剿匪斗争中，必须坚决执行

“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
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
受奖”的政策。这次会议有效地克服了部
队麻痹轻敌思想和畏难情绪，增强了完成
任务的决心和信心。在明确形势任务和
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会议对接管城市、改

造起义部队、迅速剿灭土匪、完成征粮征
税任务、搞好春耕生产等工作，都作了具
体部署。

3月 10日上午，43师第二梯队 128团
和山炮营在师长张显扬、副政委聂济峰的
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昭通城。至此，43
师 10978 名指战员全部进驻昭通。昭通
人民用最高的规格和最隆重的仪式在北
校场举行隆重的万人迎军大会。张显扬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学生向张显扬敬
献了鲜花。迎军大会主席团举着一面“献
给人民的队伍、人民的太阳，你给我们带
来了热和光”的红旗献给张显扬，苗族、彝
族代表抢着把写有自己民族文字的大旗
献给解放军，各团体把 20面锦旗和慰问
品送给解放军。

与此同时，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撤销
中共滇东北地委、滇东北地区行政专员公
署，建立曲靖和昭通两个地委、两个专员
公署。薛韬任中共昭通地委书记、李德仁
任第二书记，张显扬、聂济峰、李长猛、吴
树森、钱东平、吴宗遥、李剑秋、张伯林为
地委委员。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
李剑秋为昭通军事接管代表、昭通专员公
署代理专员，张伯林为代理副专员。

3 月 16 日，中共昭通地委和 43 师党
委在元宝山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地
委领导、部队首长和43师部分指战员、边
纵 6团、西南服务团部分到昭干部、原昭
通县工委领导干部以及昭通各族各界代
表等万余人参加大会。起义的国民党昭
通地方主要人员及其所属的部分官兵、政
府官员也参加了大会。张显扬、李德仁和
起义的主要人员先后作讲话。昭通各团
体、单位演出了30多个歌颂共产党、歌颂
毛主席、歌颂解放军的文艺节目，进驻昭
通的部队宣传队演出腰鼓舞等节目致谢，
盛况空前。

3 月 20 日，中共昭通地委和 43 师党
委在昭通中学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会议
由 43师副政委聂济峰主持，师长张显扬
在讲话中指出：43 师到昭通的任务是建
设昭通，保护人民财产，保护工商业，维护
地方秩序。地委第二书记李德仁传达了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
城乡互助、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发展经
济，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强调一定要坚决执行《共同纲领》和《约法
八章》，对工商业加以保护、发展。并讲明
了官僚资本家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和
界限、反封建和发展工商业的关系，今后
在农村实行减租退押、减息、土地改革等
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指出其目的主要
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提高购买力，
以便使工商业得到大力发展。与会各界
人士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共产党领导，拥
护解放军，拥护《共同纲领》和党的经济政
策，尽自己的努力，共同把昭通建设好。

3月25日，边纵第二支队（西进部队）
6 团，奉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
穷之命，在团长王沛、政委姜克夫的率领
下，调驻昭通。

3 月 26 日至 27 日，中共昭通地委在
昭通城文昌街原昭通女子中学驻地召开
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关于云南工作

“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指示，宣布
中国共产党各县的县委领导班子和派出
到各县的军事接管代表名单。

3 月 27 日，中共昭通地委和 43 师党
委主要领导张显扬、薛韬、李德仁，在昭通
南校场举行进驻昭通的43师指战员和15
军军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军大、边纵
第六支队 26团、27团抽调入昭的干部战
士，边纵第二支队 6团全体指战员，以及
滇东北宣威、沾益、会泽解放区抽调入昭
的干部，昭通党组织、昭通各族各界人民
群众参加的军民万人团结会师大联欢晚
会。同时宣布云南军区党委决定，成立中
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区，43 师执行警
备区任务。边纵第二支队 6团改建制为
昭通警备区基干团，边纵第六支队威宁游
击团改建制为43师特务团。团结会师大
联欢晚会，标志着昭通迎军、会师工作圆
满完成。

剿匪建政
中共昭通地委和 43 师党委，按照中

共云南省委、第 4兵团党委“军队必须牢
固树立起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
要以军队为主要力量，立即进行城市接
管，改造起义部队，征收公粮，剿灭土匪，
建设政权，开展新区工作”的指示，立即派
出部队、地方工作队开赴昭通（昭阳）、鲁
甸、会泽（今曲靖辖区）、巧家、镇雄、彝良、
威信、盐津、大关、永善、绥江 11个县，进
行接管、建政，开展征粮、剿匪、建设新区
工作。由于反动势力活动猖獗，昭通的和
平解放并不和平，接管与反接管、征粮与
反征粮、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改造与反改
造斗争十分尖锐，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起
来的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进驻各县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
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民
族政策、征粮政策，对叛匪实行军事进剿、
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紧紧
依靠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进行了昭通历史上规模最大、清剿最
难、持续时间最长、展开地域最广的军事
行动。在这场剿匪军事行动中，人民解放
军投入参战部队 1.5万人，参加的民兵和
农协会员近 20 万人次。进行大小战斗
597次，武力解放绥江、威信两县，歼灭叛
乱匪首龙绳曾、安纯三及其土匪37541人
（其中毙匪 2292 人，伤匪 923 人，俘匪
13582 人，投诚自新 20744 人），彻底摧毁
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昭通的残余势力，使蒋
介石企图发动和建立“西南总体游击战”

“西南反攻大陆基地”的阴谋破产。
为了昭通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国人民

解放军43师129团政委李锋刚、参谋长曹
瑜瑛，128 团副团长郝世贵，特务团政委
陆宗棠等300多名优秀的部队指战员、地
方干部、民兵和联防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402名部队指战员、地方干部、民兵和
联防队员负伤，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
一曲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在剿匪建政的同时，中共昭通地委、
昭通专员公署积极筹措物资、平抑物价、
保障供给、稳定金融，带领全区各族人民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
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
群众性运动。用时3年，基本实现对全区
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使奴隶制、封建制并存的昭通，一步跨
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制度和人民
翻身做主的根本性变革。
（作者系中共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昭 通 解 放 始 末
翟昭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