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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凤 记者 殷艳萍 文/图

淮北，不仅是淮海战

役主战场之一，也是指挥

该 战 役 的 总 前 委 所 在

地。在这里，总前委委员

们度过了50个日日夜夜，

指挥出了一个全胜的淮

海战役。

而发生在淮北市的

双堆集歼灭战，又是淮海

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性

一战，为夺取淮海战役的

全面胜利创造了条件。

这里，指挥了淮海战役的全胜
七一前，记者探访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及双堆集烈士陵园

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位于濉溪县，原为文昌宫，古代文人经常在此聚

会。淮海战役爆发后，毛泽东命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谭震林五

位同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地点设在文昌宫，这

里就成了指挥部。

“总前委的成立，使淮海战役前线有个统筹一切的指挥部，为正确、及

时、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和重大决策，统一指挥华东、中

原两大野战军作战，统筹战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为夺取淮海战

役全面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淮北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任予俊说。

走进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右边一口水井映入眼帘，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是总前委的五位领导人所用的水井。在旧址里，有总前委指挥部会议

室，刘少奇、陈毅和邓小平的住处，以及当年的历史资料、照片和手稿，军民

所用的武器和生活用品等。

三位领导人的居住环境十分简陋，就是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中，他们一

起研究作战方案，指挥出了一场胜战。

在文昌宫居住12天后，总前委又驻小李村38天。“淮海战役自1948年

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共66天，而总前委在淮北就度过了

50个日日夜夜，这里留下了一代将帅们的足迹。”任予俊说。

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单位，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每年都有无数人来此凭吊悼念。

淮海战役的关键性一战
在濉溪双堆集烈士陵园纪念馆内，迎面是一大幅油画，画的是解放

军突破黄维的汽车防线场面，再现了当时战场的惨烈，和解放军的英

勇。这里，陈列着一幅幅珍贵的战场图景，以及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照

片和画像。

陵园工作人员介绍，双堆集歼灭战是整个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前后

23天。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在这里全歼了国民党精锐部队

黄维兵团12万人，并生俘了黄维，双堆集歼灭战以完全的胜利而载入史

册。“诚如刘伯承所说，此战是整个战役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一战。黄维

兵团被灭，使被围的杜聿明集团陷入绝境，为第三阶段全歼该敌，夺取淮海

战役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条件”。

高大的纪念塔，一排排烈士墓，安眠着许多忠勇的解放军烈士，他们在

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安息着，苍翠的松柏，娇艳的花朵陪伴着他们。

吴赛男出生贫穷，逃难时与父亲失散，一

直跟着母亲逃到江北。10 岁时就给别人当童

养媳，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受尽了旧社会的

压迫。

怀着对剥削制度的痛恨，她毅然加入革命队

伍，成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她说：“当年芜湖

中共地下党以安澜中学（现芜湖二中）为掩护，建

立地下情报站。我和戴安澜将军的弟弟共事，负

责此处情报站的工作。”

刚来芜湖时，吴赛男要接受各种培训，如学

习跳舞、穿高跟鞋等，以便她随时乔装。她和另

一位地下工作者高大妈装扮成母女进行地下活

动，平日里，吴赛男挎着装有雪花膏、头油、洋火、

洋烟的竹篮，装扮成小贩，伺机搜集和传递情报。

苦难的她投身革命

23岁那年她抱木渡江送情报
《渡江侦察记》中小马原型吴赛男的革命故事

记者 王小雨 张火旺 文/图

渡江战役前夕，当时 23 岁的吴赛男作

为芜湖地下情报站的一名交通员，冒着生

命危险，历尽艰难，将敌军江防图送到江北

我军指挥部。她的这一传奇经历，曾经被

搬上银幕，电影《渡江侦察记》中的侦察员

小马，就是以她为原型而塑造的。

如今，当年的小姑娘已是 85 岁高龄的

老人，但她对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1949年的早春，天气格外寒冷，人民解放军在

江北热火朝天地为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做准备。

当年1月的一天，当时在芜湖从事地下工作

的交通员吴赛男，接到了一个特殊且十分紧迫的

任务———组织上命令她必须连夜将情报送达

江北人民解放军部队。为什么要将这么紧急重

要的任务交给一名年仅23岁的姑娘？吴赛男告

诉记者，因为芜湖地下党的同志们都觉得她机灵

敏捷，而且一个年轻姑娘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

疑；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她

早已学会了游泳，派她渡江送情报，遇上紧急情

况，会游泳可能派上大用场。

接到特殊任务

敌人对江面巡逻很严，情报如何送出去？当

时江北物资匮乏，很多人都从芜湖贩卖食盐、火

柴、煤油及烟到江北去，何不从此找突破点？

吴赛男便乔装成商人。当夜凌晨3点多钟，

她和其他几名商人坐上一条木船向江北划去。

不料，小船划到江心时，被敌人的探照灯发现，一

颗炮弹“轰”地落下来，吴赛男乘坐的木船被击

中，船上的人全部落入冰冷湍急的江水中。

机灵的吴赛男落水后抓住散落在江面上的

一块木板，抱着木板奋力向长江北岸划去。吴赛

男回忆说，江面那么宽，尽管当时很年轻，但凭着

一个姑娘的体力，想要游到北岸几乎是不可能

的。但她当时根本没想太多，只是拼尽全身的力

气，在冰冷的江水中奋力向江北游去。

游了不知多少时间，她感到身上的力气几乎

用光了，浸透了江水的棉衣裹在身上，像秤砣一

样越来越重。由于极度寒冷，冻僵的她意识都开

始有些模糊了，至于最后是怎样到了江北的，吴

赛男说她几乎都弄不清楚。

不知漂了多久，江北一老百姓发现了吴赛

男，将她从水里救起，并带回家，给她喂了热腾腾

的稀饭，让她抱着火罐烘烤。直到中午时分，她

才可以说话。

最终，她把非常重要的情报送给了解放军。

抱着木板漂到对岸

吴赛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解放军首

长的高度赞扬。当时，一位首长就对她说：“你的

名字叫吴赛兰，为什么要甘愿和兰花比赛呢？看

你一个姑娘家，表现得如此勇敢，真是赛过男

人。”打那时起，吴赛男就将原名“吴赛兰”改为

“吴赛男”，寓意自己要和男人一样能干。

完成了送情报任务的吴赛男，又有新的任

务。当时驻扎在汤家沟的解放军首长和吴赛男约

定，要她返回后给出是否强攻解放芜湖的联络信

号：“到了芜湖后的6点钟左右，如果和平解决芜湖

的事情落实后，就在对江燃起3堆篝火。”为了让吴

赛男准确掌握时间，首长还送给她一块手表。

返回芜湖的吴赛男，得知和平解决芜湖的事

情落实后，立刻在弋矶山脚下燃起了3堆篝火，

装扮成戴孝烧纸钱、祭奠逝去亲人的的样子。敌

人前来盘查，她就谎称自己的丈夫、老公和哥哥

在江上打鱼，不料碰到回流漩涡，船翻人亡。对

江解放军看到篝火后，也回应了2个信号弹，表

示他们已知道“不打仗，和平解放芜湖”。

直到今天，吴赛男仍然保存着那块珍贵的手

表，手表上的指针还停在那个固定的时间——6

点整。

记者了解到，解放后，吴赛男进入了政府机

关工作，一直到退休，晚年生活很安逸。

一块定格的手表

双堆集烈士纪念碑

淮海战役总前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