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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中央前委通信科科

长黎东汉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在
艰苦卓绝的转战中，他突患疾
病，生命垂危，毛泽东下令：“黎
东汉无论如何不能死！”在毛泽
东的关怀下，黎东汉得到了医生
的悉心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
便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
保证了中央的指示安全、迅捷地
传达到全国、全军。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黎东
汉一直与红色电波同行，是解放
军通信兵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
者之一，也是少数几位通信兵出
身的开国将军之一，为解放军通
信事业的发展和通信现代化建
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贺龙：

一部电台比一个团还强

黎东汉，1914 年 10 月出生，
湖南浏阳人，1930 年参加湘鄂赣
红军独立一师，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3 年 6 月湘鄂赣独立
一、二师合编为红十八师后，缴
获了敌人 1 部电台，黎东汉被派
往江西万载县红军通信技术学
校学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成
为以阎知非为队长、江文为政委
的红六军团无线电中队的一名
报务员，开始了终身与红色电波
打交道的革命生涯。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
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在军政委
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
政委王震率领下，从湘赣苏区出
发，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0
月24日，在黔东木黄一带与以贺
龙为军长、关向应为政委的红三
军会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
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
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统
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

6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
征，红二、红六军团主动向鄂敌
发起进攻，9日以一部包围宣恩
县城，大部隐蔽于宣恩县城以南
的山地之中，准备打击来援之
敌。敌人果然中了贺龙的围城打
援之计。国民党湘鄂川边“剿总”
总司令徐源泉急电调纵队司令
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部增
援宣恩。张振汉给徐源泉回电
说，为避宣恩城南红军主力之锋
芒，他将兵分三路，12 日迂回忠
堡，从西向东驰援宣恩。

张振汉的电报被黎东汉他
们的电台队破译了。贺龙拿到抄
收的电报十分兴奋，说张振汉从

1931 年起就吊在我屁股后头转，
天天喊“活捉贺龙”，这回我倒要
看看是谁活捉谁了。他立即下令
部队连夜急行军 120 里，先敌 1
小时赶到忠堡设伏。经过三天三
夜的激战，红军全歼敌人，活捉
了张振汉。

在忠堡战斗中，黎东汉发现
敌方阵地构皮岭有敌人电台天
线在摇曳，便向电台队政委江文
作了汇报。江文有意争取敌电
台，亲自在电台前指挥黎东汉等
人具体操作，利用早前侦听到的
张振汉电台的“SA”呼号，很快把
敌台呼叫出来，又向对方发了一
份明码电报，大意是：你们已被
红军包围，很快就要被消灭，希
望你们把电台保护好，交给红
军，可受到优待。敌台按照红军
电台的要求做了。这样，江文、黎
东汉他们完好无损地缴获了两
部l5瓦电台。经过开导说服，敌方
彭洪志、刘法墉等无线电技术人
员全部参加了红军，后来他们大
多成了红军的通信工作骨干。

贺龙对电台队在忠堡战斗
中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一部
电台比一个团还强！你们又完整
地缴获了两部电台，等于又添了
两个‘团’嘛！”

王震：

电台是千里眼顺风耳

1935 年 11 月，红二、红六军
团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
始长征。为了配合主力的突围行
动，总部决定红六军团十八师留
守根据地，迷惑和牵制敌人，掩
护主力撤离。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代表总
部到红十八师看望全体指战员，
把一部 5 瓦电台调配给红十八
师成立了电台队，派黎东汉任电
台队长，以保证总部和红十八师
的通信畅通。王震特别嘱咐他的
浏阳“小老乡”黎东汉：“电台是
十八师的千里眼、顺风耳。一定
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
好电台。”师长张正坤十分重视

电台，专门派了警卫连的两个班
负责电台的保卫和搬运。

12月26日，红十八师经咸丰
忠堡等地抵宣恩晓关，与敌四十

一师一个团遭遇。一股敌人冲到
师部附近，电台队在警卫班地掩
护下，边打边撤。这时电台运输
班长急报：电台丢失了！黎东汉
惊呆了，没有电台，红十八师就
成了聋子、瞎子。他决绝地说：

“就是死也要把电台找回来！”他
命令警卫班火力掩护，自己带着
运输班长，冒着枪林弹雨原路返
回。最后，他们找回电台，避免了
一次重大损失。

红十八师到达咸丰黑洞后
掉头南下。这天是 1936 年的元
旦，张正坤带领队伍涉过冰冷刺
骨的唐岩河，刚爬上对岸山头，
就和敌人遭遇。一敌兵扑上来扭
住张正坤的胳膊，他挥拳将敌兵
击倒，两个警卫员抱住他顺着三
四百米长的湿滑山坡滚了下去。
黎东汉冲电台队大喊：“同志们，
滚！”大家抱着电台和器材也滚
下山去，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当晚，部队在咸丰与黔江交
界处的砂子场宿营。张正坤命令
电台马上同红二、红六军团总部
联络，可电台在长岭冈滑坡时摔
坏了。张正坤非常着急，因为没
有电台联络，明天就不知道怎么
走。黎东汉明白自己肩上的责
任。他拆开电台外壳，卸下摔坏
的4根电子管，把破损的灯座残
片拼好用苎麻缠牢，换上备用的
电子管，再打开发信机，用小刀
把调谐电容器摔得连在一起的
动片、定片一片片地拨开，接通
电源一试，电台能工作了。张正
坤亲自提着一只鸡、一只鸭到电
台队：“这是犒劳你们这些‘顺风
耳’的，你们立了大功！”

周恩来：

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1947 年 3 月初，蒋介石命令
胡宗南统率 20 多万人马向延安
发起重点进攻。3 月 18 日，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撤离延安。
这时，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给黎东
汉交代一项特殊任务：“中央决
定在中央前委成立一个通信联

络大队，由你任大队长，带 3 部
电台（后 4 部）负责保障统帅部
对全国全军的指挥。”

枣林沟村会议后，任弼时召
开干部会议，将留在陕北的中央
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编成“昆仑
纵队”，不久又改用“三支队”（后
为“九支队”）的代号，下属3个电
台大队：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
黎东汉任大队长；二大队负责无
线电情报侦破，胡备文任大队
长；四大队由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组成，范长江任大队长。

周恩来对电台工作非常重
视，他在干部会议上打比方说：

“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任弼时进一步解释：“你们看，一
大队是电台（通信），二大队是电
台（情报），四大队还是电台（新
华社），我们4个中央委员（毛、
周、任、陆）加上你们3个电台大
队，不就是党中央吗？”周恩来还
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
钱，二不发粮，只发电报！”

转战陕北十分艰苦。4月12
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到安
塞王家湾，在紧张而辛苦的工作
中，黎东汉患上了急性肠炎，上
吐下泻，高烧不退，病情十分危
险。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人弄
来一瓶生理盐水。可黎东汉在输
液时又出现了不良反应，一度出
现休克。毛泽东问医务室主任任
玉洪，就没有别的药了吗？任玉
洪吞吞吐吐地回答，还有两个外
国人留下的一点磺胺，但这药不
能用。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当
即下令：“当务之急是抢救黎东
汉，他担负的工作很重要，黎东
汉无论如何不能死！”经过治疗，
病情很快得到控制。

一次，一队要向东野首长发
一份电报，可对方电台怎么也听
不到前委电台的信号，忙了半夜
也没联系上。黎东汉当时正在病
中，他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到现
场，指挥他们把天线升高一些，
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在王家湾期间，中央前委有
114 份文电通过电台的红色电波
传到各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
争，其中包括《关于西北战场的
作战方针》《蒋介石政府已处在
全民包围之中》等重要文电。

后来毛泽东说：“到哪个地
方都有通信联络，在陕北，天下
大事我都可以知道。”这是对黎
东汉他们的通信保障工作的高
度评价。 据人民网

黎东汉档案

黎东汉于 1927 年加入共
青团，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
任红十八师电台队长，红六
军团电台队长，参加了举世
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
三五九旅电台队长、区队长，
三五九旅司令部三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
中原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
长、陕北中央前委通信科科
长、西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
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
兼三科科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
军委通信部干部处副处长，
通信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
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
兵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
部副主任、顾问。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曾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
放勋章。

2007 年 6 月 7 日 9 时
55 分，黎东汉将军在北京逝
世，享年 93 岁。

开国少将黎东汉：
军队的“千里眼顺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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