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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杜平，1929年秋参加革命，1930年4月参加工农红军，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于1950年10月首批入朝参加抗
美援朝战争，临危受命，勇敢地挑起领导志愿军政治工作的艰巨任务。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
1954年4月回国后，他担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高度重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善于发现
、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推动部队建设。
他最早提出在部队中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并为雷锋事迹向全国宣传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963年3月他到南京军区任政治委员后，十分关心“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建设，多次到该连视察和蹲点
，手把手的传帮带。
他还组织总结推广了“军民联防模范连”、“勤俭创业修理连”、“硬骨头六连”、“角斜红旗民兵
团”和郭兴福教学法等先进典型，为部队建设树立了学习榜样。
十年动乱期间，他担任江苏省军管会主任，后又兼任江苏省委书记。
这期间人被批，家被抄，但他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致力于军队“
三化”建设。
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一直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在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艰苦奋斗、忘我工作，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被
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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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平，曾用名杜豪，江西万载人。
湖南长沙群治大学毕业。
1929年秋参加革命，1930年4月参加工农红军，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三军第三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三军军政训练大队大队长、军医处政
治委员，红一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无线电队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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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英明决策　　一、战略预备队　　1950年，火红的岁月，又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当时，除去西藏、台湾以外，鲜艳的五星红旗已几乎插遍全部国土。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正由乡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
　　那一年的春天，好像来的特别早。
在桃李吐艳、鲜花盛开的时候，我由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调任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
　　由汉口去郑州赴任，望着车窗外的田野里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我不禁想起了我所要去的第十三
兵团，想起了这支英雄部队所走过的光荣历程。
时下，第十三兵团辖3个军：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
这是第四野战军的3个主力军。
辽沈战役胜利的旗帜上写下过他们的名字，平津战役的功臣史册上辉映着他们的荣誉。
1949年5月起，3个军又先后配合兄弟部队，按中央军委预定部署，为歼灭白崇禧集团，解放中南大地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几十年征战，几十年搏斗，是千千万万的烈士用鲜血把“和平”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我记起了1950年元旦前后协助苏联摄制组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纪录片的情景
。
当时，第四野战军组织了一个班子随摄制组到锦州、长春、北平、天津等地补拍一些战斗和欢庆解放
等场面的镜头。
刘震、苏静同志是军事顾问，我是政治方面的顾问。
听说我们来拍欢庆解放的电影，各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唱呀，跳呀，敲锣打鼓，几乎用不着去导演
。
在一片欢笑声中，有一位老工人竞放声大哭，别人怎么劝都劝不住，他说：“你们别劝，我这是高兴
，就让我痛痛快快哭一回吧!”我理解老工人的心情。
他流的是胜利的喜泪，流去的是当牛做马的耻辱，流出的是当家做主的自豪⋯⋯　　到郑州后，我与
政治部秘书处住在一条南北大街路西的一所房子里。
据说，这儿原先是个棉花店。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郑州城不是很大，因为刚解放，显得有些乱，马路上不时扬起一阵阵尘土。
我到郑州不几天，黄永胜率司令部也到了。
至此，调整后的第十三兵团机关建制基本健全：司令员黄永胜，参谋长曾国华，后勤部长邱国光，政
治部主任杜平。
其他如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等都未到职或空缺。
　　在郑州第十三兵团政治部机关驻地稍作安排后，我就带着工作组下部队去了。
　　第十三兵团是1949年底，根据中央军委部署班师河南的。
第三十八军驻信阳，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刘西元。
第三十九军驻漯河，军长吴信泉，政治委员徐斌洲。
第四十军准备驻洛阳，军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袁升平；此时正忙于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尚未
归建。
　　我带工作组先到信阳，参加了第三十八军首届党代表大会。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作战经验，表彰先进，动员部队大力搞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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