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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5 月 3 日，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军委干部团接到抢

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在金沙江边找到一条敌军送探子来南岸探

查情况的船，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一条破船。然

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渡到北岸。

红军突然袭击，一举控制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又找到 5

条船，动员 36 名艄公。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龙街渡口，红

三军团赶到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

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5 月 3 日至 9 日，在七天七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七

只小船从容过江。两天以后，敌人追兵才赶到南岸.

相关作品

七律·长征

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精神品质

生动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光辉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歌

颂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无比顽强的

生命力和战斗力。

历史意义

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甩开了围追堵截，保存了红军

的实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了一个好

头。

锻炼和考验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

留下光荣的革命传统，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推动了革命形式的

发展。

强渡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是指 1935 年 5 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省越西县

（今属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战斗，也是长征途中

的一次著名战斗。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

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

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

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

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历史背景



1935 年 5 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

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

2 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

川军第 24 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

击；以第 20 军主力及第 21 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

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

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 300 米，水深流急，两岸是

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 月 24 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 1 师第 1 团，经 80 多千

米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 2 个连驻守，

对岸渡口有川军第 24 军第 5 旅第 7 团 1 个营筑堡防守。当晚，

红 1 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 2 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

率第 1 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 20 多

分钟战斗，击溃川军 2 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

1 只木船。

25 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 1 团第 1

营营长孙继先从第 2 连挑选 17 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

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 4 名当地船工摆渡。7 时强渡开始，岸

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

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

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



正中川军。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

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

溃川军 1 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 1 军团第 1 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

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英雄壮举

坚信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坚定信念，使作战部队全军上下对

这次作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勇士们正是凭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

忠诚，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河对岸冲去，并成功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

一条通道。红军部队成功地强渡大渡河，17 勇士在作战中的英

雄壮举，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事件意义

强渡大渡河是红军的一次生死之战，能否渡过河去，是中国

革命的关键。为了渡过大渡河，在作战开始前，先遣队首长对这

次作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们同作战部队一起制定渡河方案，

并强调这次渡河作战的重要意义，从而使作战部队增强了信心，

鼓足了勇气，为作战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飞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一场重要战役，发生

于 1935 年 5 月 29 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

成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

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

一昼夜奔袭竟达 240 里，终于在 5 月 29 日凌晨 6 时许按时到达

泸定桥西岸。第 2 连连长和 22 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

密布的铁索踩着铁链夺下桥头，并与东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

1935 年 5 月 25 日，一方面是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

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

间。然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竣。当急之下，5

月 26 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

桥的指令。

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

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 1、3、5、9 军团为左

路军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

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

1935 年 5 月 28 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黄开湘、杨

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

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在此

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



接令后红四团昼夜兼行 240 华里山路，于 29 日晨，出其不意地

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 13 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

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 9 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

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

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

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

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城背靠着山，西门正对

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

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

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

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 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

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

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

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

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

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

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

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

的胜利。

意义

飞夺泸定桥，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

反革命迷梦，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这次

胜利体现了红军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