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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涠洲岛之战

陈中天

涠洲岛位于北部湾东北部，距北海市 36浬，东邻广东遂溪县相距六十浬，

西离越南海防三百多浬，全岛总面积 40.5 平方公里，海岸线约七十五公里，现

有居民万余。早在晚清时，该岛属广东遂溪县管辖，光绪二十年(1894 年)，才

由遂溪拨给合浦，1938 年之后划归北海。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就侵占该岛达七

年之久，在岛上建立航空基地，隶属于海南的日军航空大队，以此作为侵吞大

陆的跳板。日本投降后，涠洲岛回归祖国怀抱，此后回民党当局在岛上派有驻

军一个营。

1949 年 12 月，我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毁了国民党政权，解放了

全国大部分地区。我在南路的粤桂边纵队也配合人民解放军主力，先后解放了

合浦，北海和湛江，扫清了盘据南路的残敌。南路沿海地带的国民党残兵于是

纷纷逃溃海南和涠洲等近海岛屿，以此苟延残喘，作垂死挣扎。当时困集在涠

洲的国民党残兵计有正规军一个营，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原国民党南路挺进总

队梁传佳大队残部一部，合浦军官大队，以及合浦县政府等机构人员和地方反

动头子，总数约七百多。这些残兵败将在涠洲岛构筑野战工事，控制制高点，

利用村镇房屋为依托修筑明暗火力点，又凭藉港湾内的“海硕”、“海狗”号两

艘炮艇和虏掠而来的三百多艘各式船只妄图凭险死守，负隅顽抗。

1949 年 12 月底，我第四野战军四十军 119 师奉命从钦、防、东兴会集北海，

准备着对琼作战，解放海南岛。与此同时，为了铲除北海至海口的障碍，也着

手对解放涠洲岛的战略战 术布署。渡海作战所需船只，部队设立了船只征集

管理和船工动员等机构，以担负征集船只，招募员工，筹备军粮等工作。刚成

立的北海市军政委员会也及时成立了支前司令部，以协助工作。由于当时北海

刚解放，遭到国民党的严重洗劫，当地渔民对我军的政策又不了解，因此征集

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许多渔民不愿借出船只或应募当船工。针



对这一情况，北海军政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谭俊、徐永源等领导同

志还先后深入地角、外沙一带渔村港汊，落实具体政策；派遣军政会民运科长

姚国厚同志率领民运工作队全体成员，并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工作组，由

姚国厚、陈琪等同志率领，到渔民中挨家挨户做说服动员工作。经过努力，渔

民的疑虑打消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借出自己的渔船，帮助大军解放全中国，部

队的征船招募任务圆满完成。几个月间全市征得的大小船队 311 艘，船工 671

名，还有不少渔民自告奋勇要求作向导和驾船参战。征集的船只大部分开往琼

州海峡边的徐闻县待命解放海南岛，余下一小部即在北海待命行动。

船只问题虽然解决了，可是由于野战部队多为北方藉战士，不但不熟悉大

海，而且许多同志一上船即头昏眼花，晕船呕吐，站不稳、躺不安、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影响作战任务的完成。于是部队一面征集船只一面开展适应性训练，

全师上下进行了热火朝天的海上大练兵。战士们发扬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陆

上练习荡“秋千”、“走浪桥”、练习旋转，在海上练习摇橹，学撑帆、驾橹、游

泳等等，经过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许多战士终于克服了晕浪现象，而且还掌

握了一般的航海常识及海上作战本领，为完成渡海解放涠洲岛的任务，打下了

基础。

对攻打涠洲岛的战略、战术布署，由新组建的北海军分区和野战军 119 师

356 团共同负责。北海军分区先后派了黄廷瑶、范先琪等多名同志，深入敌占岛，

侦察敌军的人数、番号、装备、火力点等情况．当时黄廷瑶在刚解放的遂溪县

当县长，1947 年他曾在涠洲的百代寮村教过书，进行过地下工作，因此对涠洲

的情况熟悉，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侦察涠洲敌情的最好人选。北海军分区

司令唐才猷同志这次特地将他从遂溪调来，执行这次任务。接受任务之后，黄

廷瑶等人利用涠洲一个姓李的甲长的三角艇，以生意人的身份为掩护秘密潜到

了涠洲岛，在西角村距敌人一个炮楼约百米的地方住下，建立情报点，搜集情

报。涠洲人民知道我解放大军已抵达北海，群情激昂，都殷切地盼望能早日得

到解放，当他们知道黄廷瑶等人来时都纷纷向他提供敌人的情况，在涠洲的一

般伪保甲长也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旦不保夕，涠洲岛的解放只是瞬刻间的事，

因此对我方人员也不敢刁难，这次，不是装聋作瞎便是卖好讨乖。所以尽管我



方侦察人员深入的是虎穴狼窝，但却如入无敌之境，活动自如，顺利地完成了

任务。一个月后黄廷瑶等人胜利地回到了北海，向唐才猷司令员作了汇报，司

令员很高兴，与此同时我部队还在晚上乘黑派出机船队到涠洲岛周围探查，了

解海底情况和水的深度，探索海上航线，摸清敌人规律，一听到敌炮艇巡逻的

马达声，即立刻避开。

通过了侦察，基本上明僚了涠洲和敌方的情况，从登陆的地点看可有几处，

其中有西角、北港、南湾等港湾。西角和北港，只有涨潮才能靠岸，低潮时间，

海石外露，难于登陆。从航行时间来看，由北海至涠洲，木帆船在顺风顺潮时

需六个钟头，如果顺风逆潮需要十多个小时，若逢逆风逆潮则需要两昼夜才可

到达。从敌人的布防情况看，主要是以涠洲南湾为重点，天主堂村为付，西角

村和西拱手是僚望哨。

一切准备就绪后，部队决定向涠洲发起军事行动，以拨除这个解收海南岛

的钉子。1950 年 3 月 3 日，司令部集合 119 师 356 团配属 357 团一个连，师侦

察连，加强山炮四门，重追击炮二门，战防炮四门担当攻击涠洲岛的任务。作

战部队按任务区分和船只大小，按连或营编成船队。各船也作了相应的布置，

一般是每排乘坐一艘船，船上配有重机枪一挺，营、团配火炮一门，每只船上

均配有民工舵手、水手各一名，军工舵手、水手各二名待命行动。3 月 5日十七

时北海港湾升起两颗红色汛号弹，在 119 师师参谋长夏克同志的指挥下，由湛

江派来的费廷瑶，北海军政会派遣的邹锦秀等同志随船队由高德海面起渡，浩

浩荡荡向涠洲岛进发。各船均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

船队出发之后不久，夜幕降临，风浪加大由于各船航速不一致，因此船队

经常失去联系，指挥船不得不前后左右地兼顾，因此时速很慢。快到天亮了，

还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大家心里都很焦急，这时总指挥部接到情报，获

悉岛上敌军已发现了我军的行动，为了隐蔽意图，迷惑敌人，以达突然登陆的

目的，上级随即电令船队到白虎头隐蔽待命，我军到了白虎头已是翌日上午七

点钟了。十点钟左右，天空出现了三架敌机嚎叫着朝船队扑来，船上的机枪集

中火力向敌机仰射，敌机盘旋一会，不敢俯冲，拉高循去。这一天船队就在自

虎头停泊，但由于不懂潮汐规律，退潮时却发现不少船只搁浅，只得到附近村



庄借来锄头，铁锹挖沙，但最后仍有两艘陷在沙滩里。 ．

3月 6 日十九点，部队再次向涠洲岛快速前进。于 7 日凌晨三点左右，先头

部队靠近涠洲岛涂，在离岸还有百余米时，守敌仓惶向我射击，妄图封锁滩头，

阻止我部队登陆。这时我第一梯队的船上武器也一齐开火，压住敌人火力，其

余战斗船只迅速向滩头靠近，拉开了解放涠洲岛之战的序幕。

攻击一开始，登陆部队就从西、西南、南边三个方向向敌发起进攻。担任

主攻的二营五连船队以迅猛的动作播进后背塘村以西地段，在距海岸还有四、

五十米时，该连六班长王学林同志带领全班跳入齐腰深的水中，勇猛地向守敌

前沿发起了冲锋，仅用三分钟便攻占了滩头阵地。团右翼的三营七连也迅速接

近了海岸边，三排付排长鹿道德率十班战士跳进一米多深的水里。向滩头勇猛

冲杀，迫使守敌仓惶逃走，我军则紧迫不放，顺势夺取了梓桐木、上村以南的

无名高地。排长李连祥紧接着指挥全排迅速占领阵地，巩固滩头，掩护团主力

登陆。这时指挥船上的首长也急令土炮艇全速驶向涠洲湾，封锁海面，断敌退

路，令一梯队各营迅速组织登陆，积极地向预定的方向纵深发展。

3月 7 日凌晨三时许，我军登陆部队登陆完毕。守敌则龟缩在岛南侧各高地

负隅顽抗，二营五连穿过荆棘和泥泞，直播岛南，攻占了湾仔角北制高点，俘

敌二十七人，缴获轻机枪四挺。四、六两个连攻占了百代寮，斑鸠村西一线，

对涠洲岭形成了钳形攻势。七连三排在高地以南与敌展开了激战，很快就攻占

了西拱手，紧接着与五连协同，以火力严密封锁了南湾口，三营到达高地北侧

腻也向敌发起进攻，敌仓惶向东北方向溃退，八连即刻跟踪追击。九连三排圈

攻青盖岭之敌，连主力直插高地，配合二营战斗，二排首先到达该高地西侧与

海军陆战队交火，一排迅速滑二排右翼插向敌后，断敌退路，迫使敌人缴械投

降。

在我主力部队登陆与敌展开争夺战的同时，我军的土炮艇也在海面与敌军

舰进行了较量。凌晨约四时许，首先抵达南湾口的我土炮艇“庄得利号”发现

敌炮艇“海硕号”龟缩在港口拐弯处，遂即向其发起攻击，敌舰遭到我迎头痛

击，蒙头转向，后来得知我军只是一艘小木时，便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直扑

过来，妄图擅翻我土炮艇，“庄得利号”巧妙避开，敌舰企图未能得逞，又绕至



土炮艇后面，避开我艇炮火的正面射击，妄图以优势的火力将我艇击沉。我艇

亦迅速调转船头，冲向敌侧翼。不幸，这时“庄得利号”中弹起火，舵柄被打

坏了，桅杆被打断，情况十分危急，连长石龙生一面指挥战士摇橹向敌艇冲去，

一面组织人员救火。在距敌艇二十多米时，一声令下，一排排手雷，手榴弹立

即飞上敌艇，我船上的各种轻置武器也一齐开火，瞬间，敌艇浓烟滚滚，只得

狼狈朝外海逃窜，据说匪首梁传佳就在船上，让他溜了，我部队不失时机地控

制了港内所有船只，实现了断敌海上退路的战略意图。

七日早晨七时许，我登陆部队全面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进占了涠洲岭以东

地区，控制了西拱手，残敌已无力再组织反击，只得龟缩在涠洲岭上，固守待

援。十时许，我步兵 356 团以两个营的兵力，向守敌发起最后的攻击，在我强

大炮火的轰击下，涠洲南湾街的敌指挥所及主要火力点均被摧毁，在我强大的

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守敌顷刻土崩瓦解，纷纷缴械投降。至此经过八小时的激

战，基本肃清了涠洲残敌，解放了涠洲岛。

这次战斗，我军俘获了“广东省民众反共救国军南路指挥所”上校参谋甘

宗正以下四百三十六人，毙伤敌十六人，缴获各种枪枝五百五十六支，轻机枪

三十三挺，高射机枪两挺，炮五门，电台六部，各种弹药十一万余发，大小各

类船只三百余艘，那天正值蒙蒙细雨，地面很潮湿，但缴获的各种战利品堆满

了半条街，引来许多群众的围观，人人都抑不住的欢欣鼓舞。不过这次战斗我

方亦牺牲了张振东、王庆文等三十三位同志，当烈士的遗体运回涠洲南湾的海

滩上时，大家都怀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与烈士告别。

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敌机群从海南岛方向飞来，在西角村后的坡地上胡

乱轰炸扫射一番，然后怏怏离去，好象是为庆祝我军胜利而专来放的礼炮。

3 月 16 日，我军在雷洲半岛百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强渡琼州海峡，于十七日

三时分别在海南岛的临高、澄湾一带胜利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