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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佛渡、六横、虾峙、桃
花岛相继解放了，登步、沈家门还没有解
放。国民党为了破坏船只，每天派飞机到
沿海各岛屿轰炸。虾峙岛轰炸重点二处：
一是小虾峙避风塘内的停船场，那里是全
虾峙人渔汛结束后或防台风时集中停船
的地方，国民党飞机在那里至少丢了几十
枚炸弹，炸坏许多船只。二是栅棚门口海
涂，因那里是涨网船停泊之地。在短短几
天内，丢了10多枚炸弹。许多涨网船被
炸毁，其中一枚炸弹落在沙滩边王云法兄
弟家，炸毁平屋 5间。因此，栅棚村有
40～50户连人带船逃到金钵盂避难。有
一孕妇在石洞临产，孩子取名为“石洞”，
现在成了历史的见证。

百姓生命无法保障，渔民无法出洋生
产，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在海上航行更危险，一叶扁舟暴露无
遗，飞机机枪扫射，说不准啥时被打中，那
段时间，阿拉每天把脑袋提在‘裤腰间’。”
与阿拉一道支前的虾峙沙峧村庄隆全，回
顾当年给解放军当船老大那段日子，至今
记忆犹新。

有一天半夜，运粮船从宁波北仑、郭
巨至桃花、虾峙航线上，途中遇到了敌机
的袭击，庄隆全和4名船工都怕极了。跳
进海里，拉在船后面的小舵盘上躲避起
来。敌机一阵扫射，我们就把头钻进水
里，憋着气。等子弹过后，钻出水面透口
气。抬头望着天空，当飞机再次俯冲下来
时，连忙再钻进水里……如此反反复复，
总是憋死人。

有时，飞机过去好长时间，生怕再来，
阿拉还是钻在水里，不敢上船，直到敌机飞

走。子弹打到米袋上，会开花，阿拉真吓煞。
而同船的4个解放军一点也不怕，站在船头
叫我们上来，“没事，别怕，没关系的……”

咋没事呀，子弹不会长眼。曾有支前
船老大张成雄在穿山洋面运粮途中，遇到
敌军飞机，被扫死。

另一次运输途中，遇到敌人的军舰，
庄隆全的船和另两艘渔船都被敌舰碰到
了。敌人用钢丝绳拴了三条船，往沈家门
方向拖。庄隆全恨透国民党军队，不肯把
人和船落到敌军手里，他急中生智，趁着
天黑，用斧头斩断紧绷的钢丝绳……终于
死里逃生。

5月16日，根据“向舟山群岛之敌，全
线进攻”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
军、21军、23军，3个军近10万大军，在隆
隆的炮火声中，从东起登步岛，西至金塘

岛、镇海，15公里宽的海面上，同时起渡，
万舟齐发，全线追击，一幅跨海东征，海上
大进军的壮丽图景，呈现在东海之上。

16日傍晚，连长突然来通知：“登步岛
上有老百姓叫唤，国民党军队已经逃跑，”
要我们支前船都去茅草屋埠头集中。当
晚我们把侦察部队送到登步蛏子港登岸
后，又返回到茅草屋待命。

第二天早上8时多，船队载着解放军
向登步进发。上午10时到达鸡冠礁埠
头，见到许多老百姓在悲惨痛哭，谩骂国
民党逃跑时抓去他们的丈夫或儿子。接
着，我们船从鸡冠礁出发向沈家门进军，
下午2时半左右，到达沈家门西边道头上
岸，与182团先遣营回合。那时沈家门的
码头上、街路上、高楼窗台上站满欢迎解
放军的人群。

我们在沈家门西横塘一大户人家房子
里住了10天左右，部队首长向我们宣布三
条纪律：一是就地待命；二是外出要在2人
以上；三是商店购物不得强买，不要向路边
商贩购物，如酒类，防止敌特放毒。

5月28日上午,奉师部命令，所有支
前船只，包括普陀、奉化、象山、温岭等开
赴到桃花。中午，在茅山张家大道地，21
军61师举行船老大庆功暨宴请大会，摆
宴席20多桌，每桌8人。会上先由部队首
长讲话，然后向每位船老大颁发“立功奖
状”和“荣誉证书”。我和大多数老大荣立
二等功，一等和三等功是少数。

宴席结束，由部队统一安排船只，送
各地老大回家。遗憾的是虾峙有4位船
老大在这场战争中牺牲，被追认烈士，成
为我们永恒的缅怀。

奉命进军 获立功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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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49年10月7日—

9日，人民解放军先后解
放佛渡、六横、虾峙3岛。

1949年 10月 19
日，桃花岛解放。

1949年11月3日
—5日，解放登步岛受挫。

1950年5月17日，解
放舟山本岛，包括沈家门。

在流水岩上，坚守
的我军仍在顽强作战，
一次又一次将蜂拥而
至的敌人打退，使敌人
遭受重大伤亡。然而，
敌军的飞机不间断地
掠空而过，炸弹把流水
岩和野猪岗这两处阵
地上的每一寸土地都

“犁”了一遍。我军将
士用血肉在守护阵地，
时时与敌短兵相接，在
纠缠厮杀中等待天黑。

主动撤退势在必
行，“师前指”计划当天
（11月5日）下午已然议
定。桃花岛上的留守
部队组织一切可能找
到的船只，天一黑就前
往登步岛运输部队。

夜幕降临，从桃
花岛驶来的船只陆续
到达，部队按照预定
计划，次第登船南撤。

口述：王胜泉 王志连 整理：翁盈昌 采访时间：2020年4月26日 采访地点：沈家门街道东大社区王宅

▲人物简介：

王胜泉：现年91岁，虾峙栅棚村人，现住沈
家门街道东大社区。普陀区水产局退休干部，
曾先后在塘头乡、县渔业办公室等单位工作，
1989年退休。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时，担任
解放普陀支前船老大，荣获支前二等功。

王志连：现年86岁，虾峙栅棚村人，现住
沈家门街道墩头社区。先后在沈家门镇委、
区水产局、区委组织部、区机关工委等部门任
职。曾多次评为区级或系统级优秀党员、先
进工作者。1995年退休后，任区老年协会会
长、区老年摄影会会长、普陀新四军历史研究
工委会副会长。参与区组织史、区地名志编
纂工作，主编出版普陀革命斗争《永恒怀念》
史画册。

鉴于登步岛极为重要的军事地
位，1949年11月3日—5日，人民解
放军61师在登步岛上演“海上狼牙
山”之战，成为世界渡海登陆作战史
的鲜见战例和成功典范。

至11月6日凌晨1时，所有部队
带着伤员和烈士遗体全部顺利撤回
桃花岛。同时，还带回 400多名俘
虏。

400多名俘虏必须快速送往郭巨
老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天有不测风云。在运送途中，其
中一艘20吨的苏北流网船，于11月8
日经过湖泥水道时触了礁，船底进
水，飘驶到虾峙金钵盂岛涂口搁浅，
解放军不得不押着20多个国民党俘
虏兵上岸。

“悬水小岛金钵孟，没有居民，解
放军押着国民党兵来干什么？”我们
心里起疑惑。于是壮着胆问：“大军
同志，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里有船吗？”领队首长问，“我
们想借船。”当了解到这艘船是桃花
港起航，押送从登步抲来的战俘，去
郭巨老区时，阿拉胆子大了，主动与
解放军同志搭话：“到哪里去？阿拉
可以帮你们。”

“请问渔民兄弟，你们到这里来
捕鱼吗？”

“阿拉是来避难的。”因为国民
党每天派飞机到沿海各岛屿轰炸，所
以阿拉吓死了。其实，金钵盂也不是

避难所，“哒哒哒……哒哒哒……”
飞机俯冲下来，机枪子弹打得海水掀
浪、沙滩冒烟、石头冒火星，把阿拉所
有人吓得发抖，没有被打死是大运
道。

弄清情况后，我和堂弟王志明、
亲戚陈宝财3人各撑一艘小大捕船，
帮助解放军押运俘虏去郭巨，并于当
晚平安到达目的地。

第二天，解放军要我们把一批大
米及食品、日用品从郭巨运送到桃
花。

从郭巨开船不久，天空刮起了西
北大风，当船队到“洋小猫与点灯山”
之间的水道时，正巧遇到涨潮，偏风
逆水而行，因载重过大，堂弟王志明
的小大捕船舵杆被折断，船成无头苍
蝇，只得原地打转，无法行驶。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舰碰见，押船
的解放军果断作出“撤人弃船”的转
移决定。

我堂弟王志明爱船如命，不肯弃
船。“我宁愿与船同存亡，也不愿弃船
自己逃命，只要有我在，也要把船和
米送回家。”有这样的决心，解放军同
志也改变主意。无舵只好用橹代舵，
用橹把握船的方向。一会儿工夫，橹
也折断，只得随波逐流。

坐等待毙，不如主动出击。王志
明急中生智，丢掉一部分大米，来减
轻船的载重量。

因王志明船里装的是 24袋大

米，每袋重75公斤。志明弟用镰刀
割破麻袋，用“上落桶”一桶一桶舀
大米，倒入大海，丢了5袋，约倒掉
六七百斤大米，减轻了船的载重
量，提高船的吃水线，便用蒿子在
船头左右拨正航向，随着潮水由涨
转落，志明的船随风漂到了桃花沙
岙涂口，抛锚候潮。这时人已筋疲
力尽，进舱睡觉。

天亮后，从沙岙下来2个男人，
志明要他们帮助。他俩狮子开大口，
以每人2袋大米做工钿，愿意帮助阿

拉将船撑回虾峙。志明说：“大米是
大军的，我做不了主。”

但是没有他们帮助，船是回不
到家的。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最后
商定每人一袋大米。他们背来自家
船里的舵和橹，才顺利把船撑到虾
峙栅棚。

我堂弟王志明的船保牢了，大米
也送到了，虽然损失了5袋，还支付2
袋大米的工钿，部队首长不但不批
评，还口头嘉奖志明勇敢负责。

这件事令阿拉一生难忘。

主动请缨 解燃眉之急

解放军为了再次解放登步和舟
山本岛，需要征集更多船只和老大，
于是深入到虾峙各保(村)动员——
各村有解放军工作组驻村，向阿拉抲
鱼人宣传解放军性质，这次征船征人
目的要求、条件，其中征集对象要求
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事捕捞技能的水
手或老大、年轻身体健康……报名那
天，阿拉栅棚有个教书先生和裁缝师
傅首先报名。阿拉几个要好的抲鱼
兄弟眼睛看着我，我开口说：“我今年
21岁，是船老大，自家有一条小大捕
船，我愿意给解放军撑船，我报名参
加……”话还没说完，阿拉其他5个
渔民兄弟许信全、刘阿隆、顾世安、吴
永才、邵连法也跟着报名。经上级审
核，去掉没下过海的教书先生和裁缝
师傅，阿拉6个青年抲鱼兄弟批准当
船老大。其他村许多渔民热情也很
高，纷纷报名参加当船老大。

解放军共征集船只70多艘，船
老大70～80人，给部队很大支持。

11月29日，由棚棚、礁岙等村18
人老大志愿者，在解放军“民运”工作
组长带领下，在石子岙集合，驾驶6
只船，到桃花沙岙停泊。然后分配到
解放军183团4连。

从这天起，我们正式成为解放军
的支前船老大。

阿拉当老大有三条任务：一是培
训骨干，必须手把手教会跟班解放军
渡海技能，让他们迅速学会撑船。也

就是要求阿拉既当老大，又当教练
员。因为每只船，有一名老大，一名
水手。配上2名解放军，一名学老
大,一名学水手。要在短期内完成识
潮、辨风，掌舵、撑船等各项技能。还
规定没有上级批准，不准调动岗位。

分配到我船上的是一名排长，他
叫杨金水，25岁左右，操北方口音，他
是二营四连一排排长，管三个班。这
个排长可好了，既虚心好学，又和谐
可亲，会关心人，他和我形影不离，关
系十分友好。

二是参加部队军训、军演。由于
我们大陆兵打惯了陆战，对海上作战
没有经验，遇到风浪相当危险。针对
战士普遍来自北方，对大海很陌生的
现状，我军从1949年8月起展开了大
规模的海上练兵运动。

军训主要是上课开会、教育、出
操等。搞军事演习时，参加演习编队
有 18条船，每船乘 1个班(10人左
右)。等到傍晚天黑，先把船队驶到
双山北岙港湾隐蔽起来，上级规定不
准吸烟或点明火，不准咳嗽或喊叫，
以免被敌人发现。

当潮水涨到半潮时，指挥部发出
一颗红色信号弹，所有船只立即起
锚、拔篷，向桃花沙岙进发，将此行动
比作“从桃花茅草屋埠头，向登步蛏
子港国民党阵地进攻”。这样军练每
月搞几次。

在演习渡海登陆中，战士们不怕

枪林弹雨，跳进齐腰深的海水里向前
冲……战士们明白，只有苦学苦练，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在解放军紧张演练的同时，敌军
也不是省油的灯，常派敌机来侦察，
不断搜索我解放军的船只，一发现目
标就轰炸、扫射，所以，我们只能在夜
间进行训练。

“敌机，快伏倒。”说时迟，那时
快，正当敌机俯冲下来时，杨排长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把我掀倒，
用他的魁梧身体掩护着我……虽然
我俩没被射中，但他的举动让我肃然

起敬,我激动地问：“你为什么自己不
怕死来保护我？”“这是部队首长教育
的，‘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船老
大，因为船老大是这次渡海战役的保
证。’”听了这话，我更坚定了为解放
舟山作贡献的信念。

三是去大陆郭巨等地装运粮
食、副食品、柴料等。还利用夜间去
桃花港抲黄鱼，抲来大黄鱼，改善部
队伙食。

海上所有活动，都在夜里进
行，因为白天为防止国民党飞机
侵扰。

踊跃报名 助海上军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