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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草路桥，是渡江战役的必要保障，是支前
工作必须完成的任务。在征集粮草、修桥筑路时，
靖江县委在掌握县域情况、高效快速完成任务、维
护人民利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全面掌握县域情况。《靖江县支前总队部通
令》中对 11个区明确了不同的火草马草供应任
务，对于不同收集地点集中数量也有详细规定；3
月9日《紧急命令》关于公路桥梁建设要求、器材
和人力组织、任务分配等都有细致说明。没有对
县域不同道路、各区财力物力人力的详尽掌握，
是不可能完成如此详细周密的部署安排的。

高效快速完成任务。3月 9日下达的《紧急
命令》，要求“全部工程限本月 20日前彻底完
成”；靖江县支前总队部于4月9日下达《靖江县
支前总队部通令》，“限15号以前完成”。一个是
11天，一个是 6天，在渡江支前组织的高效领导
下，靖江人民按时按需完成了各项任务。

切实维护人民利益。3月 9日《紧急命令》
中，对建桥另做说明“必须搬迁民房时”“叫他生
活无法维持”“或动用他的田过多”“呈请专署适
当补助”，“由于造路而必须搬迁之房屋，而家庭
无力负担者，伙食向政府报销”，尽管面对的是紧
急任务，但在执行过程中充分坚持人民理念，避
免因支前工作开展而损害群众利益。

编者按：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其实，作为解放军东线渡江的起点，靖江早在二三月份就开始了繁
忙的准备工作。筹集粮秣、疏河开坝、运送补给，32万靖江人民热心支前，和解放军一起英勇向前、保家卫国。本文
作者从档案史料的细节入手，为我们还原了当年那个火热的春天。

“东线第一帆”支前工作“密码”
靖江市党史方志办公室综合科 王樱

靖江公路分布图（1949年4月7日~8日，支前再动员报告和会议总结）

宣传口号（1949年2月26日，靖泰县委扩大会议总结）

关于修建桥梁公路的总结会议的通知“怎样评功的，有哪
些模范工人（称他们为工作模范）”

层层发动（1949年2月26日，靖泰县委扩大会议总结）

支前工作开展时，正值春荒。在“耕战
结合”思想指导下，靖江县委通过加强劳力
补偿、奖优罚劣等方式解决生产与战勤的
矛盾。

加强劳力补偿。参军战士、支前民工
的后方家庭生产得到充分保障，才能使他
们安心扑上前线。为此，靖江县委建立工
票、代耕证等制度，加强物质补偿，动员更
多群众参与到支前工作中来。支前工票制
度。支前工作涉及到修桥筑路、代耕生产、
运输粮草等多种内容。支前工票是发放给
参与支前工作的群众，具体方式是“乡里计
票、村里掌握票、做支前工的领票”，支前工

“三工抵二工”，这样的激励调动了人人支
前的积极性。代耕证制度。家里有参军战
士、支前民工，势必影响一家劳力、生产力，
代耕证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这些家庭劳力的
损失。代耕证由军烈属或优军委员会掌
握，群众帮忙代耕的工付给“代耕证”，“三
工抵二工”，调动群众代耕代工积极性，减
轻军属生产负担，免除参军战士、支前民工
的后顾之忧。

重视奖优罚劣。靖江县委重视通过开
展评功运动、表彰激励等方式，激发干群支
前热情。1949年靖江县委第十四次科局长
会议决定成立评功委员会，切实将支前工
作发展成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支前总队部
巡视团第一次巡视报告》用大部分内容，介
绍了记功表扬和处分批评人员。《1949 年
工作总结》中，谈及渡江支前工作几点经
验，介绍道“县委出了功臣榜表扬了运动中
的英范人物”“因此运动是愈来愈有的”“功
臣榜是起了他应有的作用”。

奖励工作在发动群众支前中也有明显
体现。1949年《关于召开修建桥梁公路的
总结会议的通知》中，要求各参会人员所附
材料中说明“怎样评功的，有哪些模范工人
（称他们为工作模范）”，在随后的《修建会
议总结》中单列“记功评功”，明确“每天应
将工人模范事迹、特殊表现、创造发展、吃
苦耐劳的情形记下，以便总结时评功”。记
功评功在进一步调动工人积极性的同时，
也对提升工程建设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渡江战役结束后，上级给支前民工、船
工颁发了 1500枚渡江战役纪念章。这些纪
念章不仅是对靖江县委县政府支前组织工
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靖江人民支前贡献的
高度赞扬，靖江人民不愧是“英雄的人民”。

热情高涨地支援渡江战役
层层组织

细致周密地落实支前任务
明确目标

充分调动干群支前积极性
保障激励

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倾力

支援密不可分。在渡江战役东线作战区域，

靖泰县委县政府（1947年8月，泰兴县城黄公

路以南的广陵、曲霞和蒋华三个区域划归靖

江县建制，改靖江县为靖泰县。1949年5月，

撤销靖泰县，恢复靖江县原建制）通过有力的

组织动员，带领人民用智慧与力量书写了可

歌可泣的支前篇章，高高扬起了渡江战役的

“东线第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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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解读

作为渡江战役东线作战的起点，靖江的支前
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为全面完成支前任务，靖江
县委开展了深入广泛的动员工作，并进行周密部
署。

建立组织。1949年 2月 24日，靖江县委召
开全县大支前运动动员会，宣布成立“大军南下
支前总队部”，下设5个大队，支前工作直属渡江
准备委员会领导。另成立“耕战动员委员会”，设
正副主任，下辖支前、生代（生产代耕）、宣传、慰
问、治安等 5个委员会，同时明确各委员会的职
责与任务。在涉及各项具体工作时，也通过成立
相应组织机构确保任务及时落实到基层，如在
县、区、乡分别成立运粮组织机构。

层层发动。召开乡支部会、区扩会、乡扩会，
一级一级动员到基层，让基层群众都清楚当前胜
利形势、大支前与自身关系，通过诉苦运动等进
一步调动群众支前积极情绪。同时印制张贴宣
传口号，营造浓厚的支前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