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独一师）3 个“三团”

去往何方 

门头沟区   王树忠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8 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分

区（独一师）曾出现过 3 个“三团”，大家习惯称老三团、

新三团、第三团。这 3 个“三团”同平西老区人民有着极其

密切的历史源缘，为开创和保卫平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

贡献。 

在纪念全面抗战 80 周年之际，平西革命老区人民都在寻

问夕日独一师的 3 个“三团”子弟兵都去哪儿啦？ 

笔者本人曾在陆军第六十五军司令部任参谋时，有幸参

加了编写第六十五军军史工作；2015 年又两次参访二十六

集团军一九九旅史馆和部队，从中得知独一师 3 个“三团”

去向，现介绍如下。 

  一、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独一师）3 个“三团”的发展

历程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为团结抗日，

红一军团第一师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

师独立团。尔后随同聂荣臻副师长开赴华北，创建敌后抗日

根据地。同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一一五师独立团先后取得了

平型关战役的腰战阻击战、冯家沟伏击战以及连克涞源、广

灵、蔚县、浑源、阳原、易县等七城的胜利后，当地群众踊



跃参军，十一月独立团在蔚县扩编为独立第一师，师长杨成

武，政委邓华,下辖一、二、三团。 

1937 年 11 月 7 日，独立第一师奉命兼称晋察冀军区第一

军分区。十二月间，晋察冀军区统一整编，各军区之正规部

队番号一律改称支队、大队，独立第一师及一、二、三团改

称为第一支队第一、二、三大队。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部队

又进行了改编。现将 3 个“三团发展历程介绍如下。 

（一）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老三团（第三大队）的去向。 

1938 年 3 月第一支队以第三大队（即老三团）为基础，组

建了邓华支队调往平西斋堂，与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

四纵队，邓华支队改编为十一支队三十一、三十三大队挺进

冀东。 

1939 年 2 月以原第四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

同年底 三十一大队整编为挺进军第六团,三十三大队整编为

挺进军第七团。老三团团长季光顺，政委王道帮。 

1、冀热察挺进军第六团（三十一大队）去向 

   源于第四纵队的三十一大队及三十二大队（挺进冀东时

成立）一个营于 1939 年 11 月改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六团。

不久，便奉命于 1940 年初随邓华调往雁北第五分区仍为第

六团。首任团长季光顺（原三十一大队大队长），政委 马龙。 

建制序列沿革 

1944 年 9 月改称晋察冀军区冀晋军区第五军分区第六



团； 

1945 年 9 月编入新组建的晋察冀军区冀晋（陈正湘）

纵队第四旅第六团； 

1946 年 7 月改番号为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十一旅第三

十二团。 

1946 年 11 月随所在旅划归新成立的察哈尔军区独立第

十一旅第三十二团； 

1947 年 1 月，随所在旅改隶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

第九旅第二十六团； 

1948 年 5 月改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第九旅第

二十六团； 

1949 年 1 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

九师第五六六团； 

1966 年 5 月，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五六六团随一八

九师移驻北京，隶属北京卫戍区，1969 年 10 月改番号为北

京卫戊区警卫第四师。 

1985 年 7 月，整编卫戌四师，仍为第一八九师，调归

第六十三集团军。 

1998 年整编为六十三集团军第一八九师五六六团。 

2003 年撤销六十三集团军及师、团番号。只有一八八旅

调归第二十七集团军。五六六团一营一连是井岗山红军连，

调二十七集团军原六十三集团军一八八旅，五六六团二营编



入二十七集团军八零旅，其它部队散撤。 

该团是六十三军唯一的老红军团队，部队战斗作风朴实

硬朗，久经沙场，战斗经验丰富，执行命令坚决，擅长山地

条件下的攻防作战，有超强的战斗力，是冀热察挺进军战斗

力最强的主力团，是晋察冀军区的六大主力团之一，也是军、

师第一主力团。 

解放战争时期，在军师的编成内，参加了晋北、清风店、

石家庄、冀东、平北、平津、太原、扶眉、兰州、宁夏等战

役。清风店战役中，九旅第二十六团一天一夜走了 200多里，

抢先到达清风店，为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九

旅还有一个记录：两天叁夜，走了 500 里路，因此有“神行

太保”的美称。 

太原战役中，一八九师经激战攻克太原外围核心工事双

塔寺，被授予“立功太原”红旗一面；兰州战役中，五六六

团（红军团）主攻窦家山，歼敌 3000 余人，打开了兰州的

东大门；1951 年 2 月，随一八九师赴朝作战，参加了第五次

战役和以后的坚守防御作战。铁原阻击战中，该师作为军第

一梯队在美军优势兵力的猛攻下坚持了三天三夜，为胜利粉

碎美军的反扑做出了突出贡献；1953 年 10 月从朝鲜回国。

1961 年 1 月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全军首批 10 个战备值班师之

一，1962 年参加东南沿海紧急战备行动。 

2015年4月笔者曾电话采访原六十三集团军一八九旅旅



长张良。于 4 月初一天接通了张旅长的电话。当我讲明采访

意图介绍了我也是军人出身的身份后，他既高兴又放心地向

我介绍了部队改编后的现状。 

   2、冀热察挺进军第七团（原三十三大队）去向 

 1939 年 11 月，三十二大队（挺进冀东组建）两个营

及房涞涿游击支队编入三十三大队，改称冀热察挺进军第七

团，团部驻上清水。首任团 长肖思明 （三十三大队长） 政 

委：丁 盛 

（1）建制序列沿革 

1942 年 2 月，冀热察挺进军番号撤销，挺进军七团改

称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第七团。 

    1944 年 7 月，第七团改称冀察军区第十一军分区第七

团。 

1945 年七团编入七旅十九团。 

1946 年 7 月七旅十九团改称晋察冀野战第二纵队五旅

十三团。 

1949 年 2 月，按全军统一编制，五旅十三团改称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五九五团。 

   1998 年 7 月，六十七军撤编，五九五团编入陆军第二十

六集团军一九九师五九五团。 

2003 年 12 月 1 日，一九九师改编为摩托化步兵旅，五

九五团改编为二十六集团军摩托化步兵一营、二营。 



2013 年，五九五团撤销番号，改编为第二十六集团军一

九九旅摩步一、二营。老三团在军史上历经了 76 年的战火

岁月。 

（2）历任团长、政 委 

挺进军第七团（1940-1945）团部先后驻清水、涞水紫

石口、木井等村。 

团 长：肖思明  陈坊仁  王茂全  熊  奎  吴伟 

    政 委：丁  盛  李志远  李水清  李晋吾  洪璞 

解放军六十七军一九九师五九九团（1948-2—2003-8） 

首任团长朱志承 ，历任团长 19 人 

    首任政委高材，历任政委 21 人。 

二十六集团军一九九旅（2003 ---2013.12） 

旅长 ：冯玉写  张泉  谭思祥 

政委 ：史衍良  李兆瑞  冯弈  周凌  李文舸     

 （3）、 光辉的战斗历程                                                                                                              

挺进军第七团自成立转战在平西广阔的山区长达七年之久，

为开辟平西革命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 

1942 年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对平西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

的“三光”政策，七团奉命在平西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

和破坏，展开了反“蚕食”反封锁的全面斗争。七团的四处



出击，使敌伪大为恐慌，不得不撤出据点，许多伪军军心动

摇，有的还倒戈反正。 

   七团二连在涞水曹坝岗战斗，五勇士跳崖殉国震撼全国。 

1942 年 12 月 27 日，日军主力 1000 余人从宛平杜家庄

出发，向 七团团部驻地——涞水县曹坝岗逼近，七团二连

根据团长陈坊仁、政委李水清指示，立即命三排副排长李连

山率八班占领松树岭一个突出山头——佛松塔，掩护主力转

移。在李连山同志指挥下，顽强抗击南北夹击之敌。战至下

午 4 时许，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八班同志想拚剌刀，但

枪上没有剌刀，想用石头砸，石头又被积雪封冻，怎么办？

共产党员李连山，高声喊道：“同志们！砸烂武器，跳崖！……”

话音未落，中弹牺牲。全班砸断枪支，同声高喊：“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一齐跳了下去……次日晨，

李水清政委和二连和驻地乡亲们在佛松塔悬崖下，找到了烈

士的遗体。李连山身上多处负伤，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刘

荣奎、宋聚坤手拉手躺在血泊中；邢贵满背靠峭壁而坐；王

文兴（门头沟区灵水人）双手将毛巾蒙着眼睛而牺牲。人们

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用酒将烈士尸体洗净，裹着白布，将

五勇士安放在佛松塔前。 

为表彰五勇士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抗日精神，晋

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于 1943 年 1

月 5 日，发出通令，告全区指战员。 



   决战宛平县斋堂王家河滩的战斗， 

1945 年初七团在分区统一指挥下，利用敌撤离碉堡之机，

在斋堂王家河滩全歼日寇。 

1945 年 3 月 26 日夜，一、二、三连进入预定位置。29

日上午 8 时，敌先头部队进至胡林西无名高地，遭一连猛烈

火力阻击，掉头回窜，妄图返回斋堂据点，三连尾追敌人，

退路被截，三连一排长王朝银带领全排奋勇冲入敌群体，与

敌展开白刃格斗。东斋堂的王家河滩顿时喊杀声震天，烟尘

滚滚，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刺刀撞击声响成一片。七班长

林玉通，连续刺死刺伤 5 名日军。激战到中午，战斗胜利结

束。王家河滩到处是横躺竖卧的敌人尸体和死马死驴，弹药

物资散落遍地。大获全胜，俘敌 1 个伪军指导班，击毙日军

镇村中队长，小松小队长以下 40 余人，伪军 30 人。斋堂王

家河滩的战斗，受到军区表扬和嘉奖。 

察南战役，恢复平西根据地 

1945 年 5 月，十一分区在冀察军区编成内，奉命向平西

根据地以北察南地区的日期伪军发起了夏季战役攻势。第一

阶段七团与房山支队、宛平支队一起，向平西南线房山、涿

县、涞水之发起攻击，连续攻克南窑、孤立口、天井、花儿

港、东西安子等据点。第二阶段七团与房山、宛平支队并肩

作战，共攻克长操、南窑、花儿港、东西安子、孤山口、开

天、下庄、张坊等 10 个据点。 



  1945 年 8 月 21 日，七团挺进北平，参加了对日大反攻 

  1945 年 10 月第七团改编五旅第十九团，参加解放战争。 

  1946 年 9 月 10 日，蒋介石令其华北第十一、十二战区部

队进攻张家口。五旅奉命进驻怀来，保卫张家口。十三团为

（原挺进军七团）第二梯队负责张家口门户怀来防御。    

1946 年 11 月至 1947 年 3 月，十三团随二纵队五旅从怀

来县南下，参加了易满战役，保卫了易县；参加四进攻徐水

之战，歼敌 300 余人，战役取得辉煌胜利。 

1947 年 5 月，五旅奉命负责对津浦路的青县、沧县发起

进攻战役，十三团在这次战役中多次担任主攻任务，与兄弟

部队密切配合作战，全歼沧县及周围据点守敌 7200 余人，

活捉匪首刘佩臣，青沧战役胜利战斗结束后，十三团二连荣

立集体大功，该连班长李禄荣（门头沟檀柘寺人）立大功。 

  1948 年 12 月，五旅参加平津战役解放张家口，以南北

辛渠、宁远堡地区组织防御任务，十三团为五旅的左冀。12

月 9 日在吉家房西侧、铜桥河西岸一线展开反击，向吉家房

西南方向猛插，将敌阵拦腰截断。在猛烈炮火攻击和战士们

的英勇冲杀下，张家口解放。 

至此老三团沿革部队三次参加解放张家口战役。 

1949 年 2 月，按全军统一编制，五旅十三团改称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五九五团。 

参加太原战役 



改编后的五九五团，1949 年 4 月 24 日在太原战役中勇

猛异常，灵活有加，出奇制胜，功勋卓著。此战一九九师共

歼敌 2000 余名，缴获各种火炮 117 门，战果十分辉煌。 

1949 年 10 月 1 日，一九九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代表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接受检阅。当这支英雄部队组

成的 12 个方队迈着豪迈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

天安门广场时，当年的老首长、老同志感动不已，赞叹道：

“一九九师不愧于当年的红军师，英雄师。”陪同朱德总司

令检阅的肖克、杨成武将军评价说：“这个师是红军师，是

具有光荣传统、敢打硬仗、恶仗，不怕艰险的一支很好的部

队！” 

参战抗美援朝 

五九五团随六十七军一九九师，于 1951 年入朝参加粉

碎美军“秋季攻势”的战斗，六十七军作为东线的主力。在

金城和文登里一线阻击美军第二十四师为首的“联合国军”。

1953 年奉命回国。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斗 

1985 年 3 月，六十七集团军率一九九师等部队接替陆

军第一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坚守老山阵地。  

1986 年 6 月凯旋回国。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                   

 

两次参访一九九旅,验证了该旅是老三团的沿革部队。 



   第一次走访一九九旅。 2015年 4 月 8 日，门头沟区走访

团一行 6 人登上了开往华东的“和谐号”高铁 G471 次列车，

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军部驻地，同往的有邓

华将军女儿邓欣、易耀彩将军之子易海燕、包森烈士孙女赵

奇。3 个小时后在潍坊下车，接站的是军史馆冀干事。10 多

分钟便到二十六集团军的长城招待所。军史办主任李荣国上

校已在等候，热情地将我们引进招待所。三天的寻访活动，

由此正式开始了。 

 

 

 

二十六集团军军史办主任李荣国（左五）陪同参观 

 

感受之一，走出平西后沿革到二十六集团军的五九五团

（原老三团），在解放军序列中是持续时间较长，战无不胜

的威武之师。 



8 日下午参观了集团军军史馆，介绍了集团军从八路军

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独一师）老三团沿革到六十七军一九

九师五九五团（前身为挺进军七团）的光辉历程。一场场发

生在平西的战斗场面一幅幅走出平西的将军照片，让我们熟

悉而亲切。 

  4 月 9 日下午，驱车西返，住淄博市一九九旅（原一

九九师）长城招待所。来到这里倍感亲切，因为原一九九师

五九五团便是我们寻访的挺进军第七团（前身老三团）这个

团组建于平西上清水，转战平西，同斋堂川人民结下了深厚

感情，许多子弟参军到老七团。 

4 月 10 日上午，在旅政委李文舸大校.政治部主任刘俊

峰上校旅军史馆张庆发馆长，陪同参观一九九旅史馆。该部

一营、二营前身五九五团有着辉煌的战斗历程。 

史馆正门写着：“开国大典红一师”大字醒目的映在眼

前。解放军女解说员，给我们详细解说一九九旅（师）从诞

生到 2003 年的大整编。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绩照片，首先播

出一九九旅的主要战斗历程的录像。 

 



 

    一九九旅政委李文轲陪同参观 

  我印象最深的是五九五团（前身老七团），曾两次参加阅

兵。首次是 1931 年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接收毛泽东阅兵；第

二次是 1949 年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及五九五团代表陆军参加

开国大典的 16 个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纪录片）这

在建军史上是首例。解说员又讲解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中的光荣历史。 

另外，在最后一个展厅展出国家级黑陶雕刻专家仇志海

的六幅雕像，是专为一九九师战斗历程而作。有：藤田编队

光荣诞生；抗击日寇浴血奋战；驰骋华北攻无不克；开国大

典光荣受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鏖战南疆无私奉献。据

政委介绍此雕像完成后，艺术家去世，已经成国宝。看完展

览老七团即五九五团的光辉史篇历历展现眼前。 

感受之二，部队十分珍惜前身部队的荣誉称号。 

一九九旅，把老七团《开国大典·红一师》的光辉历史



广泛深入大张其鼓的宣传。大处从旅部办公大楼、礼堂、招

待所、部队宿舍楼等大型建筑，小到路边广告牌，都有“开

国大典红一师”字样广告标牌，甚至招待所内从茶具、办公

用纸等用品都写上这几个字，已成为全旅的标签。因为这是

一九九旅（师）的亮点，七团源自红七军。光辉灿烂的历史

使他们感到无尚荣光。他们的口号是：“决心向党，争上头

阵，敢打硬仗，永争第一。”还谱写《无敌的铁拳》旅歌。 

感受之三，部队发扬了前身老八路拥政爱民光荣传统。 

一九九旅政委李文舸大校（是五九五团最后一任政委）、

政治部主任刘俊锋上校陪同参观，涉及平西历史他亲自解说。

每到一地这些领导都为我们接风同餐。他们在用最大的爱心

回报老区人民当年对子弟兵的保护和支持。4 月 10 日下午，

我们寻访团怀着激动地心情，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军营。 

第二次走进一九九旅。 

2015 年 9 月 2 日接受二十六集团军一九九旅邀请，王树

忠到山东青州给部队讲课，这次亲眼看到了老三团沿革的现

部队五九五团并和营旅指挥员合影。为子弟兵讲了平西革命

史，政委亲自组织，听课人数主会场 2970 人，还设了分会

场。荣幸的是特别会见了曹巴岗五壮士现二连领导。 

 

 

 

 



 

 

          一九九旅政委李文轲接受赠送对联。 

 

 

 

 



 

   左起曹坝岗五勇士所在二连现指导员刘增国、王树忠、

一营教导员刘付敏 

   



 

  门头沟区委宣传部赠给一九九旅的巨幅对联。 

    《冀热察挺进军转战平西成劲旅 

      路海空光荣榜开国大典红一师。》  

    

  两次访问完全证实一九九旅原五九五团前身就是晋察冀

军区第一分区老三团。 

  （二）、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新三团去向。 

   1938 年 3 月，老三团调平西四纵队后。同时又抽调第一、

二大队的部分红军干部、骨干与涞源、灵丘、上寨等游击支

队合编成新的第三大队（后又改称新三团），大队长邱蔚、

政委肖峰。不久新三团散编调出。 



  （三）、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第三团去向 

  1938 年 7 月，原北平地下党创建的平郊游击队－－“国民

抗日军”，后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兼第五军分区）与

第一军分区合并。同年八月，以原第五支队 3 个营与原新三

团之三营（即涞源支队）为核心合编为第一军分区（独一师）

第三团，由原第五支队第一总队长纪亭榭任团长，原第二团

政委袁升平任政委，原新三团团长邱蔚任副团长 

具体编成是：五支队一、二营和三营一部分编为第三团的

一、二营；新三团三营（涞源支队）与五支队三营两个连编

为第三团三营。 

1、建制序列沿革 

1945 年 10 月，第三团改编为晋察冀军区冀察纵队野战

第六旅第十六团。 

1946 年 3 月，十六团沿革到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第

四旅第十团。 

1948 年 11 月，第十团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八

纵队第二十二旅第六十四团。 

1949 年 1 月，六十四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

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五七七团。 

首任师长 郑三生   政委 史进前。 

1985 年改编为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九三师五七七团。 



2013 年改编为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九三旅，撤销五七七团

番号，团机关编入旅机关，部队编入旅属各营。 

   2、 沿革部队历任领导 

   晋察冀军区第三团（1938--1945）  

 团长 纪亭榭、邱蔚、肖应棠、郑三生。 

 政委 袁升平、匡棠伟、王建中、王平民、龙道权、郑旭煜 

  晋察冀军区冀察纵队野战第六旅十六团    

（1945.10--1946.3） 

  旅长 肖应棠  十六团团长 郑三生  政委 郑旭煜 

   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十团  

（19456.3--1948.10） 

  旅长 肖应棠 第十团团长 郑三生 田雨  政委 钟云元 

   晋察冀军区第二兵团八纵队二十二旅六十四团

（1948--1949.1） 

  旅长 许诚   政委 龙道权  六十四团 团长 田 雨    

政委 钟云元 

   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五七七团 

（ 1949.1---2013） 

  首任师长 郑三生   政委 史进前 



  五七七团 （1949 至 1985）历任团长 18 人 首任团长田

雨   政委 19 人 首任政委刘绍先 

   3、 光辉历程 

  步兵第五七七团前身，有着光辉的历史，晋察冀军区第一

军分区第三团之前身，系由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

沿革下来的一部分，经逐次演变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

三团。 

  涞源支队，是一支有光荣历史的部队，1937 年一一五师

独立团指派部分红军干部和骨干分队发展地方武装，师“一参

谋”（相当作战科长）肖应棠率领两个步兵排、一个侦察排和

部分班排长到来源县开辟根据地，历尽艰辛组建了来源支队。

他们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锻炼。曾参加过著名

的平型关大战及蔚县窑子头伏击战等勇歼日寇的斗争。 

 第五支队有光辉历史，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第五支队前

身是 1937 年“芦沟桥事变”时，由北平市地下党组织、流亡在

北平的东北大学生、抗日义勇军成员赵桐、高鹏、纪亭榭等

人领导，筹集资金，购买枪支，他们联络了昌平县白羊城保

卫团总汤万宁，于 1937 年 7 月 19 日在白羊城揭竿而起，成

立国民抗日军（因为该部成员都戴有红蓝两色的袖标，被人

称为“红蓝箍”），首先乔装夺取了北平的第二监狱。 

1937 年 9 月 8 日，黑山扈战役，是国民抗日军第一次

与日军正面交锋，击落飞机 1 架，十月初妙峰山战役，国民



抗日军与日寇一个旅团的兵力，10 余辆坦克和 10 余架飞机

周旋，日军伤亡惨重，国民抗日军安全突围，队伍离开妙峰

山时，发展到 1500 人，由此国民抗日军声威大震。  

   国民抗日军进入宛平斋堂川后，司令部及一总队进驻

斋堂；二总队延伸到青白口、雁翅，向门头沟以东活动；三

总队进驻上下清水，向察哈尔方向警戒。 

  在此期间，斋堂地区进步青年史梦兰、杜存训、宋恩庆王

树梅等主动接近驻西斋堂的大队指导员史进前，在史进前的

引导下，一起起草了《斋堂地区民先队章程》，并着手发展

队员。 

  国民抗日军 1937 年 11 月 7 日，派汪之力前往蔚县，会见

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独立师师长杨成武、政委邓华，提出参

加八路军的要求，经聂荣臻同意，1937 年 11 月中旬，国民

抗日军开赴蔚县，正式加入八路军序列，改编为晋察冀军区

第五支队（兼第五军分区）与第一军分区合并。1938 年 8

月第五支队主力 3 个营编入八路军一分区（独一师）第三团。 



    抗日战争中，第三团于 1939 年 11 月，曾参加过毙日军

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歼灭战，和歼灭日军井田士官警备大

队的东团堡攻坚战等主要战役战斗，取得了光辉的战绩。 

解放战争时期，第三团沿革的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十团在

旅长肖应棠指挥下参加门头沟区淤泥坑战斗，第十团还参加

保卫张家口、绥远、正太、大清河北、清风店、石家庄、保

北，进军察南、热西，转战冀东、平绥路等战役战斗，尤其

在清风店战役西南合战斗中战绩显著，全团集体荣立大功。 

1951 年 2 月，第六十五军入朝作战，第三团沿革的一九

三师五七七团参加了第 5 次战役。 

 

访问六十五集团军一九三旅，证实一九三师五七七团前

身就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老三团。 

参访团为一九三旅原五七七团官兵讲课（前身第三团） 

   2015 年 3 月 30 日笔者随门头沟区参访团，参观六十五集

团军军史馆。下午参观新一九四旅原五七九团红一、七连，

五七九团是挺进军九团三营沿革的老部队。同时参观大功三

连，这是中央军委 1997 年授于《基层建设模范连》称号的

连。前身是一九三师五七八团三连。 

3 月 31 日，按计划前往宣化进入一九三旅营区，营门展

现的四个鲜红大字“红一师”格外醒目，早已等候的旅政治

部姚哲峰副主任热情的接待我们，他介绍一九三师于 2013



年 12月撤销番号改为一九三旅，原五七七团各营编入该旅。

旅长刘长安(原副师长)，政委刘海成(原师政治部主任)。 

首先参观了一九三旅军史馆。漂亮的展厅正门上书写

《红一师史馆》，因为一九三师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

面军一军团一师，所以处处标示“红一师”字样，成了一九

三师标志品牌。 

 

 

 

 

 

      一九三旅政委刘海成给参访团介绍第三团沿革史 

    

      在解说员的引导下，从一层看到三层，这个展馆规模



大，设备先进，重大场面用音像展示。展厅前跃入眼帘的是

红一师军歌、格言。从红一师走出去了 352 名将军有许多曾

在平西战斗过（其中上将 28 名.中将 44 名.少将 168 名.省

部以上领导 30 人，未授军衔的 159 人），大照片展现在展板

上。展厅分若干部分展示红一师的光辉历史 

包括红一师成立及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转战平西、华北，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屡立战功,1948 年在门头沟区田庄淤

泥坑战斗的大照片是第一次见到吸引了我们。 

音像设备效果很好，有红一师爬雪山过草地，十七勇士

抢渡大渡河、狼牙山五壮士、清风店战役、1981 年全军华北

军事大演习、支援 2008 年奥运会表演.2009 年 60 年国庆大

阅兵.向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等。 

一九三师五七七团与平西有着不解之缘。 

从展出文字、照片看出了第三团沿革到五七七团的全过

程，该团至今保留了第三团前身的红色种子。 

   一连前身是由抗日初期北平地下党发展起来的晋察冀军

区第五支队一大队，首任指导员张如三。 

  二连前身是一九四二年第三团由大团整编为小团时由五

连与八连合编组成。其中五连前身是第五支队五大队，首任

大队长王建中，指导员史进前。 

  三连前身是原红军一个侦察排，沿革到 1945 年 10 月第三

团由小团整编为大团时，由原侦察连改编。 



  四连前身是 1943 年第三团由小团整编为大团时以原一营

四连改编。 

  五连连前身是原徐水支队李子清连，1945 年 10 月编入第

三团五连。 

六连连前身是原第一分区特务营一个连，1945 年 10 月，

第三团由小团整编为大团时改编为该团六连。 

七连连前身是原红军一个步兵排，沿革到 1943 年，第三

团由大团整编为小团时，以三营十连、十一连合编组成。 

八连前身是徐水支队第六大队，1945 年 10 月由小团整编

为大团时，改编为八连。 

九连前身是是原红军一个步兵排，沿革到 1943 年，第三

团由大团整编为小团时，以三营九连、十二连合编组成。 

    

   应旅首长要求，参访团下午同战士见面，给部队讲了革

命传统课。 

   



 

 左起旅政治部姚哲峰副主任、易海燕、邓欣、王树忠 

 

 

 

 

 

 



 

        一九三旅官兵在听课 

   下午 2 时 30 分，我们走进六十年代建造的大礼堂，这个

礼堂是师部建筑中我唯一熟悉的建筑，步入礼堂，500 多名

战士整齐地就座，歌声寮亮，我和邓欣、易海燕走上了讲台，

掌声齐鸣。政治部姚哲峰副主任主持，首先邓华女儿邓欣简

单介绍了她父亲在红一师的经历，易耀彩将军之子易海燕提

了希望。本人讲了纪念反法斯战争七十年的重要意义，日本

侵华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又讲了中

华儿女有志气，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八年抗战英雄史篇。希望

把红一师精神代代相传。全体战士流露出了坚定喷怒的目光,

战士们长时间的鼓掌。我们也受到教育。 

   诞生、转战平西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独一师）的老

三团、第三团历经近 80 年的光辉历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大贡献，至今仍保留红色火种，这支

子弟兵部队是平西抗日根据地人民的骄傲。 



 

地   址    门头沟区皓月园 4--3--901 

联系电话   69855298     13552078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