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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2 月 16 日，位于鄂豫
皖根据地的河南省罗山县宣化店
陈家河上空，传来一阵轰鸣声，随
即一架飞机摇摇晃晃地落在河滩
上，滑出几十米后停了下来，飞机
的尾巴上画着国民党党徽。

罗山县第一区第十乡赤卫队
大队长陈国清带领赤卫队员冲向
河滩，把“庞然大物”包围起来。飞
行员打开舱口，举着双手走了出
来。这位飞行员叫龙文光，时任国
民党军政部航空第四队中校队
长，奉命驾驶美制“柯塞”式侦察
轰炸机，由武汉飞往河南开封执
行通信联络任务。返航途中，遇大

雾迷航，因油料耗尽，只能迫降。
陈国清和赤卫队队员守候飞

机的同时向上级进行报告。中共
鄂豫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接到报
告后指示罗山县委和驻扎罗山红
军：要保证飞机驾驶员的安全，保
护好飞机，并将飞机运送到鄂豫
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新集。

2 月 19 日，在龙文光的协助

下，赤卫队员和红军官兵一起，将
飞机进行拆卸，组成搬运队，用马
车装、马驴驮、用人扛，翻山越岭，
披星戴月，历经半个月的艰辛，终
于将这架飞机运送到新集。

后来，在莫斯科航空学校学
习过的钱钧、龙文光和红军里几
个懂得机械的人共同努力下，飞
机又重新组装起来。鄂豫皖军委
负责人徐向前高兴地观看了飞
机，并欢迎龙文光参加红军。

徐向前指示将重新装配修复
的飞机机翼上绘制两颗红星，并
为纪念“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机
身侧面写下“列宁”二字。从此，中
国工农红军有了第一架飞机。

“列宁”号飞机后来在红军作
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大别山、
固始、潢川及武汉一带执行空中
侦察和投撒革命传单任务，给敌
人以很大震动。后来，“列宁”号飞
机又在黄安战役和第四次反“围

剿”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在战
斗中，敌人经常误以为飞机是自
己的，举手欢呼，结果被迎面丢下
的手榴弹炸得四处逃窜。

“列宁”号的行动惊动了国民
党中央，蒋介石还悬赏10万大洋，
千方百计想抓捕“带机投匪”的龙
文光。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
兵力，亲自坐镇武汉，对鄂豫皖根
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随着
作战日益频繁，环境日趋恶劣，徐
向前代表红军总部忍痛下令：就
地埋藏“列宁”号飞机。不久，红军
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列
宁”号埋藏在大别山一条偏僻的
山沟里。

1932年8月，龙文光化装潜行
回到汉口，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
现抓获。国民党政府以“带机投匪
罪”判处龙文光死刑。1933年8月9
日，龙文光被杀害于武昌威尔台。
同年年底，龙文光被中共党组织
追认为革命烈士。 据新华社

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

中国工农红军在粉碎国民党
四次“围剿”后，蒋介石重新调集
重兵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年5月中旬，在江西宜黄
县西南红军总部驻地举行的全军
青年工作会议上，时任总政治部
青年部长的萧华请红军总司令朱
德、总政委周恩来及红军总政治
部主任王稼祥出席会议。会后，根
据周恩来政委的建议，红军总政
治部当即向中央提出了建立“少
共国际师”的建议。

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
博生西北郊跑马坊举行授旗典
礼。这天拂晓，总共有八九千名战

士身着红军军服，从四面八方来
到这里参加“少共国际师”授旗典
礼。随着阅兵总指挥、江西军区参
谋长陈奇涵一声“立正”口令，军
委会的代表、中少共省委的代表、
师长陈光、政委冯文彬等整整齐
齐慢步从新战士面前通过。至此，

“少共国际师”正式成立，组建时
所编设的第58、第59、第60团不久
分别改为第43、第44、第45团。

“少共国际师”成立之初，陈
光、冯文彬刚刚 20 岁出头，干部战
士平均年龄 18 岁，很多只有十四、
五岁，一些人入伍时还没有枪高。
全师党团员占 70%，是一支真正

由“红小鬼”组成的部队，同时也
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部队。

“少共国际师”成立之初只是
用土枪和梭镖进行训练。后来，三
军团打下福建沙县，全歼敌人一
个师，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上级
决定拨给“少共国际师”一批。

第五次反“围剿”中，“少共国
际师”奉命开赴黎川前线，配合红
三、红五军团在东方战线投入战
斗。在闽北拿口“少共国际师”打
了第一仗，歼敌500余名。初次参战
即打了胜仗，指战员们扬眉吐气，
部队士气高昂。朱德、周恩来和杨
尚昆专门致电祝贺。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开始
战略转移。期间，“少共国际师”担
负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任务，在石
城保卫战中打得英勇壮烈，损失
很大，原八九千人的“少共国际
师”到这时只剩下5000余人。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转移
到云南扎西。经过几个月的长途
行军和连续作战，中央红军战斗
人员锐减。为提高部队机动作战
能力，中革军委决定在组织上对
中央红军精简机关，充实战斗部
队。“少共国际师”在长征中虽成
功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意
图，但由于一路下来伤亡严重，部
队整编时被编入红1、红2师，番号
就此撤销。至此，“少共国际师”成
为历史名词。 据《解放军报》

存在短暂的红军“少共国际师”

1955 年 8 月 19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军委提
出的授衔名单。9月3日，罗荣
桓等将起草的函稿呈周恩来
并刘少奇审查修改。罗荣桓
等在该函稿中明确提到：“中
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
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
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
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1位
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元帅军衔。”

在决定实行军衔制时，
中央决定，已到地方工作的
部队干部原则上不参加授予
现役军衔。陈毅和邓小平，除
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
主席，与军事工作直接有关
外，主要还是从事政府和党
务工作。陈毅任国务院副总
理，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
长，在军队中都没有其他职
务。按照这一原则，既可以给
他们授军衔也可以不授。

9月11日晚，中共中央书
记处再次召开会议，专门讨
论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因周
恩来在北戴河这次会议他没
参加。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
给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
谈了自己的意见，主张授予
陈毅元帅军衔。

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决定
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
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
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据人民网

陈毅险失元帅军衔

朱德之前，八路军还有两位总指挥
在我们的印象中，朱德一直是

八路军的总指挥、总司令，是第一
任，也是唯一一位。但在八路军的
历史上，在朱德之前还有两位总指
挥，而且都是国民党的顶级大佬。

第八路军始建于1927年，是在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基础上扩编
的，下辖第四军、第五军、第十一
军、第十六军，总指挥是李济深。

李济深这个人绝对是民国的
一个大佬级人物，黄埔军校的副校
长、陆军一级上将、“民革”创始人，
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六位副主席之
一（另外五位：朱德、刘少奇、宋庆
龄、张澜、高岗）。

1929年3月，李济深被蒋介石扣

押，第八路军总指挥的位子传到了
陈济棠的身上。陈济棠也同样是一
位大名鼎鼎的大佬，国民党军中第
一批一级上将（第一批共九人：阎
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
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陈
绍宽），尤其是在广东主政多年，号
称“南天王”。

不过，到了1936年6月，陈济棠
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
了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事变
失败后，陈济棠下台，第八路军的
番号也被取消。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全国合作抗战的大势所趋，蒋介石
同意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成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番号也被
重新使用，朱德成为八路军第三任
总指挥，从此，“八路”就成了共产
党军队的代名词。

至于八路军下辖的3个师：第
一一五师、第一二零师、第一二九
师，则是原来的东北军的番号。九
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分解东北
军，将东北军调来调去，围剿红军，
以期让他们两败俱伤，这3个师，也
一直是围剿红军的主力。他们肯定
想不到，几年后，这3个师竟然成了
红军的部队。

但是，被改编为第八路军还不
到一个月，又被改编成了第十八集
团军，朱德也从总指挥变成了总司
令。不过，在我军内部，仍然继续沿
用八路军的说法。 马少华

八路军中如何区分等级
在红军和八路军时代，由于

物资匮乏，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
都穿着一样的灰军装，差异最大
的是军帽，红军时期戴的是八角
帽，也称列宁帽。到了八路军时期，
全军换成了有护耳的山地帽。但
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存在
军衔。那如何区分军官呢？一般来
说，战士们对自己的排长、连长都
比较熟悉。但如果突然来了师旅
级别的干部怎么办？其实办法也
不少，首先是看身上的挎包，也就
是现在的公文包。

在当时，军官
身上一般都戴着

一个挎包，用来存放公文使用。日
军看到戴着挎包的，就知道这是
干部，尽量抓活的。在电视剧《亮
剑》中两次提到了这一点，李云龙
的老战友丁伟在行军途中遇到了
一群伪军骑兵，这群伪军却不向
丁伟开枪，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
丁伟身上的挎包，知道这是一个
干部，准备抓活的。和尚背着李云
龙撤退时，一名日本军官通过望
远镜看到了李云龙身上的挎包。
然后这名军官的命令是部队追
击、尽可能活捉。由此可见，挎包是

区别干部与士兵最好的方式。除
了挎包以外，还有就是使用的枪
支。当时士兵们一般使用三八大
盖步枪或者汉阳造步枪，而干部
们则使用驳壳枪，也就是盒子炮。
除了那种执行特殊任务的士兵，
佩手枪的一般都是军官。

此外，从腰带上也可以区分
谁是军官。由于战士们主要使用
步枪，所以身上都会有一个子弹
袋，大部分都是斜背在身上。军官
们一般挎着手枪盒，而且为了挂
载手枪盒，还会有一条武装带。武
装带是明显的标志，士兵们没有
这些待遇。 据非常历史

党史上的今天

1950年7月28日

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
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
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表
示拥护《共同纲领》，割断教会
同国外的联系，发起自治、自
养、自传运动。中国基督教“三
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1
月，中国天主教人士也发表宣
言，开展“三自”运动。由此，中
国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走
上了自主办教的道路。

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
生里氏7 . 8级强烈地震，波及天
津、北京，涉及14个省、市、自
治区。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
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派
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
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
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
怀。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 . 2万
多人，重伤16 . 4万多人，损失重
大。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6年7月28日

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

第一支红军
为何不是红一军？

南昌起义爆发后，由于
国民党军的全力反扑，起义
部队不得不陆续撤离南昌。8
月下旬，朱德率部一路转战
到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只
剩下800人。在这800人中就有
1955年开国将帅中的3位元
帅、1位大将、6位上将。

1928年1月，朱德率部下
到达湖南宜章，发动湘南暴
动，占领宜章县城，并将部队
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同时，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
义部队主力，先后攻占遂川、
宁冈，并收编了井冈山的袁
文才、王佐绿林武装，在井冈
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3
月，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
军第二师。

1928年4月24日，朱德、毛
泽东两部在宁冈龙市胜利会
师。随后根据湘南特委的指
示，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
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令人
费解的是，两军会师后为什
么不叫第一军，却用了第四
军的番号？

后来朱德在接受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就
谈到：“所以用第四军，就是
为了要保持北伐时第四军

‘铁军’的大名，这是大革命
时期我们革命的堡垒。”

据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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