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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 椒江一江山岛

本报见习记者元 萌/文 本报记者杨 辉/摄

2005年 1月 18日，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正式对
外开放，至今，已有16个年头。

“让一江山精神‘活’起来、传开来，让更多慕名而
来的人看得见、记得住，推动一江山精神深入人心。”对
于这座纪念馆存在的意义，椒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宣
教科科长、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副馆长徐怡说。

挖掘与活化并举

据介绍，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自建成开放以来，
始终把保护、传承和弘扬一江山精神作为工作主线来
抓，力求在遗存保护、史料研究、文化创造、宣传教育、文
旅融合等环节发力用功，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精神。

“建立以军史专家为代表的专业化队伍，深入调
研、整理挖掘和研究阐释一江山岛战役的历史，保护并
开发好这一红色资源。”徐怡表示，这块工作的重点在
于将内容开发与形式创新相结合，提升红色文化品质。

“我馆围绕红色资源，已经尝试探索多种宣教形
式，延伸红色文化宣教阵地。”徐怡说，“目前，技术层面
的投入仍显不足，‘全凭一张嘴’讲述战役史。我们也将
集中力量开发技术，向高科技、全媒体应用转变。”

陈微是纪念馆的讲解员，从事这份工作5年，参与
大大小小的讲解700余场。

历史上的一江山岛战役，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场战
役中发生的故事、英烈事迹，深入人心。

“讲好红色故事，是纪念馆的初心使命。”陈微说，
“我们通过翻看纪录片，留意身边的口耳相传，找到红
色故事的精神内涵，再把自己了解的故事讲出去，代入
当时的革命情境，激发参观者的兴趣。”

她说，讲解的关键是与观众互动交流，提供沉浸式
的体验。用生动的讲解还原历史，让参与者身临其境，
对红色精神产生共鸣。

在庆祝战役胜利65周年时，纪念馆建造了数字化
沙盘装置，作为红色故事讲解的“辅助”力量。陈微说：

“这是国内首个以军事为题材的数字化沙盘，通过声光
电投影，生动演示当年攻取高地的作战经过。”

而5年来，让陈微印象最深的讲解，是为老战士及
其家属服务。陈微说：“讲解中，我的身份从讲解员变成
了倾听者，更多时候是引出一个话题，听老战士分享当
年的峥嵘岁月。”

开展多元活动

为更好地继承发扬一江山精神，每年，纪念馆都会
举办或参与组织多样化的红色主题活动。

徐怡罗列了一些近年举办的典型活动。如去年举
办的庆祝建党99周年文艺晚会，专门邀请到99位革命
老人唱响“一江山之歌”，以演绎经典红色歌舞的方式，

弘扬革命精神，展现老年群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还有
与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合作开展的“童画英烈”活动，
鼓励孩子们根据心目中的英烈形象进行艺术创作，包括
百米长卷画英雄、黏土塑英雄、扇面清凉送英雄等板块，
在潜移默化中深化红色教育。纪念馆还设计制作了《中国
共产党光辉历程》《廉政漫画展》《长征胜利80周年展》《大
陈岛垦荒精神史料展》等十余个主题展览，开展送展览进
福利院、进军营、进校园、进街道的“四进”活动。

“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实际上是‘借力打力’，既依
托场馆优势，又注重结合外部资源，将台州的红色文化
更好地传播出去。”徐怡表示，“自2017年起，关于一江
山岛战役的历史讲座，陆续走进嘉兴、湖州、衢州、温州
等地高校，促进各地红色资源的交流。”

开发线上功能

据统计，去年疫情期间，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共
接待参观者约 2.7万人次，讲解场次 470余场，与往年
相比明显减少。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纪念馆致力于线上功能开发，

深入开展“互联网+红色”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徐怡介绍，纪念馆增设一系列线上纪念服务板块，

创新“云祭扫”、直播祭扫、代亲祭扫等纪念形式，群众
可以通过线上留言、献花、点烛的方式，祭奠、缅怀英
烈，寄托哀思。“首次开展的直播祭扫活动，观看人数达
11万人次。‘云祭扫’举措，得到了多方点赞，有效满足
民众祭扫需求，也保证了民众的安全。”

此外，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的官方网站特设了
“英烈名录”版块，主要根据《浙江省革命烈士英烈录》
《革命军人牺牲病故登记表》《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
档案》等，以及烈士亲属、战友提供的资料，通过调查、
核实、整编而成。线上的英烈事迹介绍和查询功能，对
公众开放。

纪念馆还增设线上思政课，开放线上文物捐赠渠
道和互动留言版块，实现宣教手段的新变革。

谈及未来，纪念馆已经有了初步设想，包括对馆内
展陈进行升级改造，增加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模块，
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利用台州的红色资源，整合
如三门亭旁起义红色遗址群、大陈垦荒红色小镇等内
容，统筹做好遗址修缮和改建工作。

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

传承红色基因 激活一江山精神

本报记者林 立/文 杨 辉/摄

1955年 1月 18日 8时，在台州湾东南方，距离海
门镇（现属椒江）约 30公里的一江山岛上，一场至关
重要的战役打响了。

战役持续了 18个小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
利，宣告结束。

此役，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总兵力 1万余人，陆
军登岛兵力3000余人，国民党军参战1000余人。至1
月19日2时，岛上残敌全部肃清。战斗中，我军击毙国
民党军 519人，俘虏 567人，炸毁、炸伤敌舰 5艘，击
落、击伤敌机 16架。我军伤亡 1417人，其中牺牲 416
人，被击伤护卫舰1艘、登陆艇多艘、飞机8架。

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是解放军历史上首次陆、海、
空联合登陆作战。也是迄今为止，解放军历史上唯一
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

一岛定乾坤

中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残余部队退据东南沿
海部分岛屿。

1954年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
攻占了东矶列岛、头门山、田岙、雀儿岙等岛。此后，华
东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
防御核心是大陈岛，而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
哨据点做出判断：欲取大陈岛，必攻一江山。

这个面积只有 1.75平方公里的小岛，分南、北两
岛，南北两岛相距约200米。虽是小岛，但这个岛决定
着国共双方对战局势的最终走向。

一江山岛防务由国民党大陈防卫区司令部总指
挥，大陈防卫区司令部司令刘廉一在岛上布设了1100
余人的兵力。美国军事顾问亲自参与设计一江山岛的
防务系统。北一江山岛以 190高地和 203高地为支撑
点，南一江山岛以180高地和160高地为支撑点。

岛屿外围筑有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具有中等筑
城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地堡154个。岛上密布各种火
炮51门，平均每100米就有2门火炮和2挺机枪，组成
3道防御阵地和4层火力网，这些火力点既能直射，也
能侧射、斜射和反射，几乎没有死角。

一江山岛四周全是石岸，岸高10-40米，坡度40-
70度，四周海浪拍打，风高浪大，地形易守难攻。

这个岛，还成为美军干预中国内政的一个手段。
在一江山岛附近海域，美国的第七舰队，出动 5

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
队，持续在沿海一带进行侦察和巡逻。在他们的掩护
下，国民党军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目标明确，但挑战巨大，如此地形、防务，必须有
非常方案。

1954年 7月 11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的作
战方案，并指示以海、空军轰炸大陈岛，以陆军攻占一
江山岛，解放浙东沿海全部岛屿。

1954 年 8 月 27 日，浙东前线联合指挥部（“前
指”）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4年 11月 1日开始，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第一
阶段计划正式实行。华东军区浙东前指遵照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指示，从空中、海上对战场实行了封锁。
我海、空军出动飞机 226架次，海军鱼雷艇击沉敌护
卫舰“太平”号、坦克登陆舰“中权”号、炮舰“洞庭”号，

击伤舰艇7艘，击落击伤飞机19架。
这次行动的胜利，削弱了国民党守军的防御能

力，人民解放军掌握了战场的制海权、制空权。
12月 2日，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

条约》。但大陈列岛不在协防范围之内。
12月 11日，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后

方勤务部成立。12月18日至20日，我空军、海军各一
个航空师对渔山、披山列岛上敌炮阵地、舰艇泊位进
行轰炸。

整个战役准备阶段已经完备。
从 1954年 11月 1日至 1955年 1月 10日，我空军

和海军航空兵先后对大陈岛及其附近岛屿轰炸7次，
投弹 80余吨（计 1600余枚），炸沉坦克登陆舰“中权”
号，炸伤扫雷舰“永春”号、护卫舰“太和”号、修理舰

“衡山”号，海军击沉敌护卫舰“太平”号、炮舰“洞庭”
号，总吨位达到12660吨。

是时候决战了！

一战震寰球

浙东前指和各参战部队在登陆战前的一系列操
作，已让敌方于惶恐中失去了判断力。战役准备阶段，
我军炮兵群就对一江山、大陈、渔山、披山各岛屿之敌
实施无规律炮击。在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战斗展开
后，轰炸机、强击机、战斗机编队，时而轰炸一江山岛、
大陈岛，时而攻击渔山列岛、披山岛，时而突袭港内锚
泊敌舰，时而打击来犯敌机，持续一个多月。

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一直将训练放在远离
一江山岛、距离披山岛较近的乐清湾进行，敌方一直
将披山岛当成登陆作战的目标之一。

国民党大陈防卫司令部司令刘廉一对局势做出
判断，认为解放军炮兵、海、空军的射击、轰炸只是一
种“扰乱性”的攻击。

但他的判断很快不再清晰。
登陆战开始的前一天，1月 17日下午，我军又采

取“佯动于此，实动于彼”的做法，组织航空兵对披山
岛实施猛烈轰炸，歼击航空兵指挥所还多次以无线电
呼叫起飞的假起飞方法，引诱敌空军远离我浙东沿海
空域。

17日夜间，我军组织兵力向披山岛实施大规模
战役佯动。刘廉一据此判断，我军攻击目标是披山岛。

没有人知道，真正剑指一江山岛的登陆船队已蓄
势待发。

1955年1月18日，交战了！
1月18日8时整，轰炸航空兵3个大队27架图-2

轰炸机和强击航空兵2个大队24架伊尔-10强击机组
成混合机群，向大陈岛、一江山岛扑去，8时20分返航。

在15分钟的轰炸中，一次性投入127吨炸药。
9时，海岸炮开始试射，目标直指一江山岛山嘴

村、黄岩礁、海门礁。
12时 20分，炮兵群 55门火炮齐射，直接攻击一

江山岛的军事目标。
到14时34分，整个炮兵火力准备共157分钟，先

后分 7次火力急速射击和 6次监视射击，发射各样炮
弹12000余发，摧毁了一江山岛的大部分军事目标。

18日中午，第178团一营攻克北一江山岛190高地。
14 时 29 分，第 178 团二营第一波次的五连、六

连，分别在乐清礁、北山湾地段登上一江山岛。其中五

连仅轻伤 1人，六连因私自更改登陆点，遭受敌人三
面火力打击，损失惨重。随后该营第二波次的七连随
五连跟进，八连在六连右翼突破，营指挥所向北一江
山岛的主峰203高地冲锋。15时5分，第178团二营攻
克北一江山岛203高地。

14 时 33 分，第 178 团一营第一波次的一连、二
连、三连，分别在黄岩礁、海门礁、山嘴村登陆，一连遇
敌火力阻截，伤亡较大，连级干部只剩下副指导员 1
人。二连、三连登陆顺利。随后营长、教导员率第二波
次登陆成功。

14时 37分，第 180团二营第一波次的五连、七连
在胜利村西侧、田岙湾地段突破敌防御，而后合力向
160高地之敌发起进攻，成功占领160高地。

当天，第180团二营还攻克南一江山岛180高地。
15点过，登陆部队第二梯队第178团三营在海门

礁地段登陆。
国民党守军一江山地区司令王生明引爆手榴弹自

杀。南一江山突击第4大队中校大队长王辅弼被活捉。
1955年1月19日2时，战斗结束。
一江山岛上残敌被彻底肃清，一江山岛解放了！

英烈永不朽

一江山岛胜利之后，解放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大陈岛。
因为一江山岛的失利，美国已无意再参与台湾以

外岛屿的防卫。失去了外援，失去了信心，迫于无奈，
1955年2月8日至12日，国民党台湾当局下令刘廉一
在美军的协助下分批撤走大陈岛及附近岛屿的军民。

至此，国民党军大陆沿海所占领的岛屿，仅剩金
门和马祖。

一江山岛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此战的胜利，
有力地粉碎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阴谋，迫使台湾
当局撤出台州列岛，锻炼和提高了陆海空三军联合渡
海登陆作战的能力，为我军积累了经验。

然而，战争造成的牺牲，永远没有大小之分。
1月20日，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码头和街道两

旁，欢迎参战部队官兵凯旋。当载着参战部队官兵的
登陆艇靠岸时，码头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广播里响
起海门文化馆广播员杨素菊同志的洪亮声音：“解放
一江山岛的勇士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祖国 6亿人
民欢迎你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欢迎你们！”

可当牺牲的子弟兵遗体出现，强烈的悲痛感，让
现场所有人陷入肃穆与哀伤之中。

1955年 1月 24日，烈士安葬工作进行。200多名
担架队员将烈士遗体一具一具从车上抬下来，从凤凰
山下沿着河边小路，一直抬到白门路廊（今烈士桥下）
祠堂前的空地上。各地捐献来的棺木，已经在此等候。

每一位烈士的姓名、籍贯、职务、部队番号等情
况，均核准造册。每一具烈士遗体都用新的白布包扎，
再逐一入殓。

群众以两人一组为一小队，每小队抬一具棺木至
枫山上下葬。多数棺木的木料既厚且重，安放烈士遗
体后重达150余公斤，许多人在抬棺途中累得喘不上
气，但没有人停下脚步，直至棺木被抬到山上。

台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长眠于枫山上的烈士人
数，共454位。

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另一个名字，是
英雄！

66年前，一场改变新中国的战役，在这里打响决战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外的群雕像。 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

一江山岛全景一江山岛全景。。

一江山岛战役遗址。

岛上战役遗址。

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

扫一扫扫一扫，，看台州新闻看台州新闻APP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