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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区：

看到听到最多的词汇便是“人民”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
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
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首创作于抗
战末期的歌曲，随着“耕者有其田”土地
制度的推行，在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各解放区唱得更加响亮。

这年3月，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失
败，改向山东解放区和陕北发动重点进
攻，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当时，有
个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国女
记者，她就不无担忧地问过毛泽东：“您
对取得最后胜利有过怀疑吗？”毛泽东
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
成得好不好。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
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7月至9月，虽然前线战火纷飞，但
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一场看似与军事无关的全国土地会议
正在紧张地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土
地法大纲》，并由中共中央颁布施行。

土地会议之后，党中央安排了1000
多个土改队，深入各解放区农村，把土
地平均分给贫雇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土改运动。解放区1亿多人民群
众的命运开始悄悄地改变。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学并不
复杂，就是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
质利益”。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命
根子。土改政策使解放区的贫雇农无
偿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是几千年
来所未有的。平山县下盘松村75岁的
崔更山老人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激
动得老泪纵横。他扑到地里，喃喃自
语：“土地回家了。”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解放区农
民的身份和处境自然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1947年9月，在土改运动中翻身
的哈尔滨顾乡区靠山屯全体农民，从东
北给毛泽东寄来一件皮大氅、一双靴
子、一双毛袜子和一顶帽子，还有一封
信。信中说：“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
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
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
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
反动派！”

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保田保家
保乡去”！农民分得土地后，这样的口
号几乎写遍解放区农村的每个村庄、每
条街道的每堵墙壁。

锣鼓声中，千百万得到土地的贫雇
农胸戴红花，参军参战。粟裕将军曾回
忆：“胶东莱阳县赤山区，一千名民兵集
体参军，编为一个营，加入了主力，成为
当时闻名胶东的‘赤山营’。淄川县当
时只有40余万人。土改复查后，一次
扩大一个团，两千余人补进了主力。”在
吉林临江，翻身农民提出了“一家哥俩
儿去一个、哥仨儿去两个、哥四个去三
个”的口号。长白县梨树沟村的翻身农
民于世英50多岁了，为了参军，他刮掉
胡子，少报年龄，最终被批准入伍，参加
了“四保临江”战役。美国记者贝蒂·格
兰姆在山东解放区采访一位农民时问
道：“难道不怕万一国民党夺回这个地
区，你会因为得到土地而受惩罚吗？”这
位农民回答：“我们不相信国民党还能
回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军队。”据记
载，1947年至1948年，“大约160万分得
了土地的农民参加解放军”。

这一点，国民党胶东兵团司令范汉
杰同样深有感触：“共军在山东号召参军
往往超出征兵人数的一两倍，而国军依
靠保甲长拘捕的方法，很难补充足额。”

翻身农民组成的队伍不仅数量多，
而且战斗力强，打起仗来以一当十，奋
不顾身。当时，在土改区有句口号，那
就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各解
放区还纷纷在当地建立起了民兵组织，
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

内战打响后，在解放区，人们看到
听到最多的词汇便是“人民”。那些粉
刷在墙壁上、张贴在大树上、书写在行
军背包上的，诸如“向人民学习”“到人
民中去”“与人民打成一片”等口号，传
递着解放区军民鱼水相依、同仇敌忾、
誓死应战的战斗意志。

■ 陕北：

人民拥护就是最大的优势

“解放全中国”是解放战争打响以
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而人民群
众的拥护和支持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
现革命目标的力量源泉。

1947年春节过后，胡宗南、马步芳、
马鸿逵等部共 23万人进犯陕甘宁边
区。蒋介石声称：“活捉毛泽东。”胡宗南
叫嚣：“三天内占领延安。”此时，陕甘宁
边区只有兵力两万人，有的同志从安全
角度出发，劝毛泽东离开延安，东渡黄
河。毛泽东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
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

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
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离开他们？”
大敌压境，但毛泽东坚信：“人民拥护的
地方最安全。”1947年3月17日，处变不
惊的毛泽东在敌人炮声逼近的最后时
刻才撤离延安，踏上转战陕北之路。

有资料称，占领延安的胡宗南最得
意的创举是在延安开设“为人民服务
处”，宣称为老百姓发放赈济、免费治
病、代写书信等。还发布通告说：延安
城里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
济金法币20元，或布二尺，或米二升。
结果，没几天便草草收场。因为那些得
到救济的老百姓照样不说国民党的好
话，照样对解放军主力部队的行动情况
守口如瓶。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进驻延安的国民党军就像聋人和
盲人。进驻延安后，胡宗南的最大困惑
是，共产党西北主力部队多达数万人，
但国民党空军侦察竟没有发现任何蛛
丝马迹，毛泽东到底去了哪里？

其实，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在陕北老
乡家里，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指挥千军万
马。陕北不是产粮区，加上国民党军的
抢劫糟蹋，多数百姓揭不开锅。但他们
甘愿把仅有的一点粮送给解放军野战
部队，有时连地里尚未成熟的粮食都抢
收回来支援前线，送到部队的玉米粒湿
得压不成面，豆子嫩得能掐出水来。部
队过陕西清涧县时，群众看见毛泽东，
但谁也不喊叫，自觉保守着这个“最大
的军事秘密”。

为保守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秘密，
边区军民宁死不屈。中共中央警备团从
王家湾出发后，敌人抓住该村的王老汉，
逼他说出毛泽东和解放军的行动情况，
王老汉拒不回答。敌人砍断他的手，剜
去他一只眼，他始终不曾吐露半点消
息。驻扎在安塞的国民党军回窜延安
时，抓到史家沟农民杨步均，让他带路，
杨步均拔腿便跑，被敌人用枪打死。

1947年秋，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榆
林地区葭县（1964年9月改称佳县），毛
泽东亲自找到葭县县长张俊贤说：“能不
能筹集部队三天所需的12万斤粮食？”
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清野的粮食挖出
来，够吃一天；把全县青玉米和谷子收割
了，还可吃一天；剩下一天，把全县的羊
和驴都杀了。”战后，老百姓吃的是树叶
树皮。直到现在，葭县县志里还记载着
“此役之后，葭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
驴”。后来毛泽东为葭县县委挥笔题词：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西北野战军
以两万余兵力战胜了胡宗南20多万大
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
家店、宜瓦战役等5次歼灭战的胜利。
1948年4月20日，延安重回人民怀抱。
面对胜利，彭德怀感慨地说：“陕甘宁边
区是个穷地方，但它是我们铁打的江
山。这里的150万人民就是150万战斗
员，这个‘兵力优势’，敌人永远也赶不
上。”人民拥护就是最大的优势，这使得
党中央一次次化险为夷，也将人民战争
一步步向前推进。

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1948年3月
23日，毛泽东率部东渡黄河。站在黄河
的渡口，回望陕北大地和依依不舍的乡
亲们，毛泽东感慨地说：“陕北是个好地
方！”“谢谢陕北的乡亲们！”周恩来也有
同感：“我们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铜墙
铁壁，与看似强大的敌人作战，蒋介石、
胡宗南必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必胜！”

■ 支前：

前线需要什么就运送什么

今天哪把身翻，做主把事管，穷人
的江山穷人保，工作努力干，得房还得
地，有吃也有穿，要不是人民解放军，绝
不会有今天。得地的老乡们，搞好担架
队，军队前面给咱打，担架随后跟……

这首《抬担架歌》，解放战争时期在
冀热察地区（今河北、辽宁、内蒙古自治
区部分地区）担架团中广为传唱。

1947年，晋察冀军区、冀热察军区
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保证伤员运送，
成立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担架团。
为了能更快完成任务、抢救出更多伤
员，担架团常常是连续几天几夜地运送
伤员，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更是连续7
个昼夜没有休息。

至今，在一些革命将帅的回忆录中
仍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战斗打响时，
民兵拿起武器参战，农民组成担架队，
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野战军伤员抬
回自己家里。妇女不分昼夜地摊煎饼，
支援前线。

1947年5月12日，担负围歼国民党
军整编第74师任务的华东野战军第9
纵队某部指战员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大
崔家庄被汶水河拦住去路。村里的妇
救会会长李桂芳等32名妇女，搬上门
板，跳入河中，架起人桥。望着露出水
面的柔弱的双肩，战士们不忍心踏桥。
李桂芳大手一挥，说：“早一分钟打胜
仗，晚一分钟吃败仗，请同志们过桥。”

情况紧急，一个团的官兵快速过河，为
夺取战斗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

孟良崮战役期间，常备（一次服役3
个月）支前民工7.66万人，二线常备支
前民工15.4万人，后备支前民工45万
多人，解放军战士与民工的比率达到1∶
3.71。这为最终歼灭国民党军王牌部
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孟良崮同一块土地上，国共两党
军队官兵的感受截然不同。野战军指
战员住在老百姓家里，吃着大娘做好的
热饭，穿着大嫂缝制的军衣以及妇救会
送来的绣着“革命到底”字样的布鞋。
而此时的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被野战
军围困在几个光秃秃的山冈上，陷入缺
粮、缺水、缺弹药、缺情报的孤立无援的
困境。5月中旬的孟良崮天气炎热，为
争夺山间唯一的水塘，整编第74师组
织20多次冲锋，都被华野官兵坚决打
退。前线指挥员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孟良崮战役胜利，归功于广大人民的
支援，没有老解放区人民的支援，胜利
是不可能的。”

同年12月，莱阳战役期间，除随军
常备民工从外县调来由部队直接指挥
外，莱东、五龙两县的县区支前领导机
构从 11月下旬起就投入支前准备工
作：男整劳力，按建制编成担架队，负责
运转伤员；青年妇女和男半劳力编成运
输组和小队，负责粮食运输；老年和中
年妇女编成推磨、压碾、烧水组和慰问
队，负责粮食加工和伤员、民工的接待
慰问；儿童团组成通讯联络组，分村包
路线，传递信件、通知。战斗打响后，为
方便部队与地方的联系，县支前指挥部
干脆随作战司令部办公。

同年在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发动
冬季攻势，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营长被
眼前的景象所震惊：成千上万的牲口大
车铺天盖地向战场涌过来，大车上装的
是当地百姓为解放军准备的大饼、窝
头、猪肉、大葱和咸菜。这些大车卸下
粮后，又将解放军伤员抬上大车，用厚
厚的棉被裏起来。这个营长二话没说
转而参加了解放军。他说，他终于知道
国民党为什么没指望了。

当时，解放区流传着这样三句话：

“把最后一个亲人送上战场，把最后一
把小米充作公粮，把最后一寸布做成军
装。”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一
根小竹棍。1948年秋，山东莱阳农民唐
和恩带着这根小竹棍，加入支前大军，5
个多月里往返行军万里。风雨中，他脱
下棉衣盖军粮。一路上，他宁肯挨饿也
不动一粒粮食。“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
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
运送什么。”他每到一处就在竹棍上刻
下地名以作纪念。一路下来，竹棍上刻
下了山东、江苏、安徽等地88个村庄的
名字，它见证了人民群众在支援解放战
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

在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支前工作
最动人的场面，是几百万推着小车运送
粮食的民工大军。据资料记载：淮海战
役中，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
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当时
人们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
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
役的胜利。”

民心向背，直接关系着战争结局。
淮海战役中，人民群众在千方百计为解
放军搜集和提供情报的同时，还设法向
国民党军提供虚假情报，迷惑敌人。杜
聿明在回忆中说：“淮海战役之始，徐州
附近人民对于蒋军实行了严密封锁，蒋
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
周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了作用，甚至
有许多地区人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
虚，迷惑蒋军。”

淮海战役正在进行时，辽沈战役刚
刚结束，平津战役刚发起。东北解放区
人民完成了辽沈战役的支前任务，紧接
着又投入了平津前线的支前热潮。而
华北解放区人民在支援平津前线的同
时，还担负着淮海战役和太原战役的支
前任务。东北解放后，党领导人民群众
加速生产大量的武器弹药、军装、胶鞋
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内战
场。淮海战役中，我军打的全部炮弹，
就是大连建新公司（中国共产党领导创
建的兵工基地）生产的。因此，粟裕在
总结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时说：“华东地
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
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 西柏坡：

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
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
所”。走进西柏坡，让笔者感触最深的
是，这个指挥过三大战役的“统帅部”，其
实只是一座座旧时北方最常见的“土坯
房”。1948年5月，毛泽东来到这里，他
把专门为其修建的唯一一座陕北风格的
窑洞让给朱德，自己选择了一座不起眼
的小院，院前保留了磨盘和猪圈。当地
人说，是毛泽东不让拆掉这些东西，因为
考虑搬离后老百姓还要继续使用。

在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题写的“努
力奋斗，为人民工作”，让人深切感受到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柏
坡为期不长的时间里，心里始终装着人
民的伟大情怀。在指挥三大战役的紧张
时间里，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日子里，
人民领袖毛泽东还题写了“人民日报”
“人民邮电”“人民解放军”……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西南方
向，有一座普通的土坯房，当时是中央
机关的食堂，1948年，影响中国命运的
“九月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专门讨
论了将要建立政权的性质、名称提法及
准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
央政府。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
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会后，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今后军队一律
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早在1947年10月，还在陕北的毛
泽东就起草并重新修订了“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的内容，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强调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从而获
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和欢迎。

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没有人民群众
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
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辽沈战场上，1948
年10月，为攻下锦州，东北野战军发起
塔山阻击战。广大指战员殊死搏斗，坚
守阵地，从而使东北野战军仅用31个
小时拿下锦州。战役期间，解放军某部
行军来到一个苹果园。几天苦战，一夜
行军，部队人困马乏，又累又渴。此时，
头顶上红透的苹果诱得战士们直咽口
水，但战士们谁也没吃百姓的苹果。8
年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依
然感动地讲道：“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
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
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1949年在上海，人民解放军第三野
战军的将士发出“为了人民，愿做胜利前
最后一批牺牲者”口号。为保护上海这
座繁华城市，攻城部队接到命令：市区战
斗只准用轻武器、不准用火炮和炸药。
敌人凭借工事负隅顽抗，解放军付出重
大伤亡，两万名官兵负伤，7600多名官
兵牺牲。大军胜利进城后，严格执行入
城守则。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
序，解放军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
甚至部队吃的饭菜都是在几十里外的
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为了不惊扰上
海市民，战士们和衣抱枪、整夜卧睡在
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人民群众在上
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早晨走上街头，看到
的是一支军纪严明的人民子弟兵部队。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新中国成
立前夕最重要的一个会议——中共中
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临时搭建的
中央机关伙房举行。在这简陋到连电
灯都没有的环境里，毛泽东提出了“两
个务必”。会议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
的提议，大会又通过了“六个不准”。会
后，毛泽东让人组织多次报告会，反复
强调“进北平以后，不管当多大的官，或
分管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
人民的公仆”。离开西柏坡前夕，中共
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进京八项注
意”。这些，无不彰显了共产党人的自
律意识和时刻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意
识。试问，这样的组织、这样的军队，人
民群众又怎么不热爱和拥护呢？

■ 国统区：

最关心的是何时解放

在国统区的农村，国共内战初期，
国民政府也并非没有认识到土地改革
的重要性，并于1946年12月正式推出
“二五减租”（田赋减少1/4）办法。结
果，由于地主的阻力和行政院的不作
为，土地改革始终无法推进。以苏北萧
县为例，地主还乡后，与官员相勾结，对
“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
令相率阳奉阴违”“不特不奉行二五减
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
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账”。穷人仍旧
没有活路，这让那些多来自贫苦农民家
庭的士兵对于参加国民党军和参战的
态度就更加消极。

在国统区各大城市，国民党的声誉
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抗战胜利之初，
腐败浪潮就已经席卷国民党全党。平津

有民谣：“天天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
殃。”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打着“接收”的名
义中饱私囊，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既是
战场上的将军，又是生意场上的老板。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国民党想放弃
海州，将兵力向徐州收缩。但海州部队沿
着陇海路向徐州收缩很危险，就怕陈粟大
军半路拦截，因此命令必须严格保密。海
州司令官李延年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有
天晚上一位老百姓来敲门，进门就说：“李
司令你要走可要带着我啊！”李延年觉得
不对劲，就给南京国防部打电话，结果说
是命令天亮就到。战区司令都不知道，一
个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么大的军事机密？
一查，那个老百姓是个老板，是徐州总司
令刘峙在海州的生意代理人。

1946年年底至1947年年初，国民
党上演了“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两
幕闹剧。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副
主席、五院院长全部都是国民党要人。
中国第二大政治势力共产党及第三大
政党民盟都被排斥在外。当时，“《大公
报》曾就《中华民国宪法》做了600人的
抽样调查，有124人赞成，81人无意见，
反对者有381人之多”“对于改组政府
评价，《大公报》的民意测验结果是：
1000人中有50％的人为其打零分，平
均分数不到24分”。

欺骗加镇压历来都是国民党维护
其统治的两种手段。为坚持一党独裁，
国民党不惜暗杀民主人士和镇压爱国
学生，从1946年开始，国统区先后发生
了“较场口血案”“下关惨案”“李闻惨
案”“五二零血案”。1947年7月，国民
党又颁布了“戡乱总动员令”等一系列
法令……经济上，国民党玩弄币制改
革，“仅仅四十天后，金圆券的价值就一
落千丈，几乎形同废纸。几千万平民百
姓的财产转眼间化为乌有，这事严重地
影响了民众的信心和国家的命运”。

为了发动内战，蒋介石国民党当局
投靠美国，国统区事实上沦为美国殖民
地。在华美军公然以占领军姿态滥施横
暴，以致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北平女学生
等恶性事件。随着内战大幕拉开，国民
政府军费增至国家预算的80％，国统区
经济危机，工厂倒闭，物价飞涨，人民生
活急剧恶化。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
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对
于国民党的“全面和平”已毫无兴趣，他
们最关心的是何时解放，怎样才能在解
放军到来之前，安全地生存下来。

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国民政府
又部署“在必要时坚决实行破坏政策，
将工厂、机器、原料炸毁、烧光”，丝毫不
顾及普通老百姓的死活。国统区的人
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
对破坏、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
校、保护机关、保护城市完整的斗争。
在上海，江南造船所（今江南造船厂）是
敌人破坏重点目标之一，该厂的工人纠
察队把26000多张图纸和英美造船造
军舰的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敌人
炸船坞前，工人们将船坞注满水，减少
了破坏程度；当敌人强迫工人在车间里
放置炸药，在旁边埋置汽油桶时，工人
们将汽油换成了自来水；当敌人逼着工
人拆卸机器装船时，工人们“偷梁换
柱”，将废铁、旧机器装进船舱，使轮机
车间 100多台机床完好地保存下来。
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动进攻时，全市的
“人民保安队”为人民解放军提供情报、
带路、帮助运送给养……

在两种前途命运的较量中，历史选
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背离
人民的蒋介石秘密实施撤退计划，向台
湾抢运黄金白银时，有人感叹：蒋介石
搬得动黄金却搬不动人心。在历史重
大关头，中央研究院 81 名院士中有
73％的人选择留在大陆。李四光、竺可
桢、华罗庚、茅以升等多数院士，公开站
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早在1946年全
面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在军事和经济
力量方面占着明显优势，但是毛泽东预
判“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
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
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
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事实上，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到新
中国成立3年多的时间里，党和人民是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党不需为兵源
发愁，因为亿万群众的子弟以成为解放
军战士为荣；党也不需要为后勤保障发
愁，因为亿万群众哪怕是自己饿着肚子，
也要支援前线。究其原因，正是“人心不
顺”的逆向运动与“人心归向”的相向运
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共双方的命运。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
世界》一书中写道：“人心向背的急剧改
变，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最直接的原
因……”但是人心向背的改变并不是急剧
的，而是植根在国共两党骨子里的。从某
种角度来看，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归根到底就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
的一种传承。也正是因为我们党的施政
方针和策略始终立足求取“全社会意愿和
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才从根本上保证了我
们党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人民为何选择
中国共产党

陈建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们在回顾与总结解放
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时，感慨最多的就是民心向背的问题。从延安到西柏
坡再到北京，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从全面内战到新中国成立的短短三四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又是靠什
么优势走向全面胜利？本文尝试挖掘人民解放战争背后的故事，并从人心
向背的角度，解读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所在。

淮海
战 役 中
的 支 前
小推车。

淮 海
战役中，
支援人民
解放军作
战的民工
担架队准
备出发。

河 北
安平县翻
身农民组
建的“保家
独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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