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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宁波解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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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海第一仗”
抢占滩头只花了15分钟

解放大榭岛的战斗，被张爱萍将军称为“渡海第一仗”。这次战
斗的胜利，为解放舟山群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大榭革命烈士陵园，到大榭岛的制高点七顶山主峰；从解放
大榭战斗的亲历者、华东甲等战斗英雄刘林森，到华东乙等战斗英
雄刘兴金的后代刘文跃，再到79岁高龄的退休教师楼崇基……重走
解放路，重温战斗史，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长卷在我们眼前缓缓展
开……

大榭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大榭横峙岭山麓，始建于1984年。2018年9月，陵园第
四次改扩建工程完工，占地面积16600平方米。

陵园里安葬着当年解放大榭岛战役中牺牲的32位官兵和5位船工（注：还有部
分牺牲官兵的忠骨安葬在柴桥、白峰等地）。此外，当年190团团长周志诚的墓也在
陵园里。

1949年5月下旬，华东野战军第7兵团第22军进占浙东大陆，控制沿海一线。
1949年7月初，兵团令第22军和第61师（属第21军）攻打舟山群岛。

据《渡海第一仗》记载：“（1949年）五六月间，随着我沿海大陆的解放，漏网之敌
先后逃窜舟山各岛。”

1949年7月19日，第22军军部在宁波市外的阿育王寺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
打舟山的作战任务，并提出“逐岛进攻，先打大榭岛，后打金塘等诸岛”的作战方针。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解放大榭岛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第22军64师190团，时任
190团团长正是周志诚。

周志诚在《解放大榭岛之战》中曾提到：“当时我们感到这次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这次任务完成得好坏，关系到全军以后的整个渡海作战。”

1949年8月18日18时30分，解放大榭岛的战斗正式打响。经过近两天的激烈
交战，1949年8月20日凌晨，解放大榭岛战斗胜利结束。

解放后，周志诚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始终牵挂着当年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不
仅生前曾多次来大榭祭奠战友，更是嘱托后人在他死后将他安葬在大榭。

漫步大榭烈士革命陵园，有一处设计颇具巧思：解放大榭岛战斗过程中的重要
时间节点，都被镌刻在台阶上。拾阶而上，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长卷在眼前缓缓展
开……

“1949.8.18 18时30分 二十二军山炮团猛轰敌阵地”
“我当时和炮兵连连长说，炮轰得猛一些，把敌人的工事、地堡都炸掉，让我们顺

利渡海。”在位于杭州西湖畔的第903医院，原第22军64师190团一营营长、已经92
岁高龄的刘林森说，在解放大榭岛战斗中，他带领的一营作为突击队，担负着抢占滩
头阵地的重任。

“1949.8.18 19时5分 一九O团起渡大榭岛”
“1949.8.18 19时20分 一九O团先头船抢占滩头阵地”
“这是我指挥的战斗中打得最漂亮、最顺利、最高兴的一仗。”时隔70年，刘林森

的语气肯定而自豪，“我对得起大榭人民”。
刘林森回忆，为确保渡海抢滩顺利，他在海边挖了个坑，在里面躲了10天，观察

潮涨潮落的规律，“点一根烟，若烟直线向上，说明风力小，适合小舢板出海”。
起渡前，两位战地记者想要上船跟着战士们一起冲锋。未曾想，小舢板在海面

上一晃荡，两位战地记者都掉进了海里，“所幸没有耽误大事”。刘林森笑了。
从穿山起渡，横跨1500米宽的白鸭洋，抢滩登陆成功，只用了短短15分钟。

“108艘小船，1000余名战士，全员无一伤亡。”刘林森说。

从大榭革命烈士陵园向东沿山路登高，约40分
钟，登上海拔333.9米的七顶山主峰。

七顶山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望舟山群岛，西瞰穿
山半岛，霞浦、柴桥近在眼前，是绝佳的天然阵地。

七顶山顶，当年留下的战壕虽已被杂草覆盖，但仍
依稀可见。占据这里，易守难攻，不难想象，当年解放
军攻占七顶山的这一仗，打得有多激烈。

190团一营三连曾多次对七顶山发动攻击，但始
终攻打不下。最为惨烈的是，担任突击任务的三连二
排不幸遭遇敌人的正面反击，几乎全军覆没，仅剩四班
长王长银、战士庞恒全、张文华三人，坚守在山顶的小
洞中。

东方渐渐泛起鱼肚白，眼看天快要亮了。战斗仍
在持续中，190团团长周志诚果断决定，集中一营主力
和二营、三营对七顶山进行南北夹击。终于赶在1949
年8月19日拂晓前，攻占七顶山。

守岛的敌48团团部被歼灭，敌团长亦被击毙。

刘林森说，解放大榭岛的战斗在1949年8月20日
全部结束，甚至还来不及庆功，他们就投入到解放金塘
岛的战斗中。

这段浴血奋战的历史，从未被遗忘。
自从大榭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一营三连二排四

班班长王长银几乎每年清明都会带着酒、菜来这里看
望战友。

一营“郭继胜连”指导员刘兴金的儿子刘文跃最近
这段日子一直在为革命前辈的后代在宁波聚会而奔
走。

“现在，老人越来越少，想要完整记录下这段历史，
不是件容易的事。”刘文跃说。

铭记这段历史的不止那些曾经参加过战斗，或者
曾经有亲人参加过战斗的家属们，更有数量庞大的普
通百姓。

79岁的楼崇基1959年到大榭岛工作，至今仍生活
在大榭岛。解放大榭岛时，他才9岁，家住穿山的他曾
和大人一起躲在山上，隔江观战火。多年来，他始终保
持着对当年牺牲英烈的缅怀、敬仰之情，整理“渡海第
一仗”史料，编写走书唱本。

据楼崇基回忆，战役结束后，部分牺牲的烈士分散
安葬在榭南、榭北、北渡等7个地方，祭扫非常不方
便。后来，在大榭一些有识之士的积极建议和参与下，
大榭革命烈士陵园于1984年落成。当时，楼崇基应邀
题写了纪念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近年来，大榭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充分利用“渡
海第一仗”红色资源，以此为题材，通过扩建红色教育
基地，拍摄政宣片、舞台情景剧表演、曲艺说唱，请参加
过解放大榭岛的老英雄上党课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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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解放大榭岛主攻任务的
190团的团长周志诚的墓就在烈士陵园

担负抢占滩头阵地重任的
一营营长刘林森回忆抢滩过程

山顶依稀可辨的战壕
诉说当年战斗的激烈

利用“渡海第一仗”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大榭革命烈士陵园。

刘林森向记者讲述攻打大榭岛的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