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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独立自主发展高科技军事手段，打造国防建设的杀手锏，形成我国的战略威慑力量; 掌握战略导弹、运
载火箭、空间卫星技术制高点，组建战略导弹部队; 建设强大的陆海空军。兵民结合，筑牢钢铁长城; 建立和完善边

防工作体制和管理制度; 新疆军区全面管辖边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是边防斗争的重要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实行“三代”; 加强民兵建设，开展军民联防; 把发展边境地区民兵组织作为民兵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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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严峻的周边态势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周边发生了重大变

化，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苏关系恶化，苏联

向我东北、西北方向的中苏边界，华北方向的中蒙边

界不断增兵，一度陈兵百万，边境气氛紧张。反华势

力默契配合，苏联于 1962 年在我国伊塔地区制造边

民外逃和暴乱，印度则连续多次入侵中印边境西段

新疆地区，深入中国领土设立新的军事据点，枪击中

国居民，从事挑衅活动。
在我国西南方向，印度谋求南亚地区霸权，不断

侵入我国边境，大肆蚕食侵占我国领土，并悍然发动

大规模军事进攻，1962 年爆发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

战，我国边防部队毙、伤、俘印军准将旅长达尔维以

下官兵 8700 余人，其中俘虏 3942 名。印度国内鼓

噪反华，掀起残暴迫害华侨浪潮，1963 年 4 月，我国

“光华轮”和“新华轮”接送迫害华侨首批回国。印

军遭重创，一度有所收敛，但不久又频繁侵略我国领

土、领空。1965 年，印军挑起边界武装冲突，我边防

部队被迫自卫将其击退。1966 年，印军侵犯我国领

土 73 次，侵犯我国领空 71 次。1967 年，印驻华使

馆二秘犯间谍罪被北京市高级法院判处“驱逐出

境，立即执行”，印军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攻击，我

被迫自卫还击。1971 年，印武装人员和飞机多次侵

入我国境内进行侦察，印政府纵容印度人和西藏叛

匪到我驻印大使馆前挑衅。1975 年，一股印武装人

员在中印边界东段土伦山口侵入我国西藏境内，向

我国民政检查站人员开枪挑衅，我国民政检查站人

员在被迫自卫还击中击毙印军 4 名。①

在我国东南方向，美国扶持武装台湾蒋介石集

团，并直接派遣军舰、飞机在我国沿海骚扰，拉拢一

些国家构筑反华包围圈。蒋介石集团始终沉湎于

“反攻大陆”的迷梦之中，徒劳地重复着对我国大陆

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1955 年 12 月，解放

军 18 天内击落台军飞机 18 架。1957 年，美国在台

湾驻扎导弹部队。1958 年 2 月，我海军航空兵在山

东即墨县上空击落台军喷气侦察机 1 架; 同年 8 月，

福建前线鱼雷快艇和炮兵击伤、击沉台军军舰各 1
艘; 同年 9 月，美 18 艘军舰、2 架飞机先后 6 次侵犯

我国金门、厦门地区领海和福建、江西、广东等省领

空。台空军在美指使下，使用导弹武器向解放军空

军进攻。1959 年 10 月，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北

京上空击落台空军 ＲB －570 型高空侦察机 1 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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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美蒋集团妄图乘我国大陆经

济困难之机实现所谓“反共复国大业”，多次派遣间

谍收 集 情 报，密 集 组 织 武 装 特 务 窜 犯 东 南 沿 海。
1960 年 3 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 1 名美国间谍有

期徒刑 20 年; 同年 5 月，《人民日报》社论《第一百

次警告》指出: 自 1958 年 9 月 7 日因美国军舰侵入

中国领海受到首次警告起，到现在美国军舰侵入我

领海 88 次，军机侵入我领空 242 架次。我国公安部

发布公告: 1962 年四季度，边防部队和民兵歼灭海

上登陆、空投的 9 股美蒋武装特务 172 名。1963 年

上半年，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军民歼灭 6 股从

海上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 到同年 11 月初，广东、福
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沿海军民歼灭 9 股偷渡登

陆和空投的美蒋武装特务。1963 年 11 月至 1964
年 6 月，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军民歼灭 9 股美

蒋武装特务 70 余人，缴获和击沉船艇 11 艘。1964
年 7 月至 1965 年 1 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

沿海军民歼灭 7 股美蒋武装特务 196 人，缴获和击

沉运载武装特务船艇 8 艘。
此外，美蒋集团还频繁、密集地对我国大陆进行

空中、海上的侦察挑衅及其他破坏。1962 年 8 月 2
日，我高炮部队在福州上空击落台军 ＲF － 101 型侦

察机 1 架并俘获飞行员; 同年 8 月 5 日，台特务在由

澳门进入大陆的旅客行李中安放烈性炸药，制造了

炸死、炸伤回乡探亲旅客 20 多人的血腥事件; 同年

8 月 29 日，台特务再次在深圳制造爆炸事件，炸死、
炸伤香港游客 3 人，杀害边检人员 1 人; 同年 9 月，

我空军在华东上空击落美制台军 U － 2 型飞机 1
架。1963 年 2 月，台当局与美伞兵在台湾南部联合

举行空降演习; 同年 6 月，我空军击落美制台军 F －
2V 型飞机 1 架; 同年 11 月，我空军在华东上空击落

美制台军 U －2 型飞机 1 架。1964 年 6 月 11 日，我

海军防空部队击落美制台军 P － 2V 型飞机 1 架; 同

年 6 月 13 日，美机轰炸我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驻

地; 同年 7 月，我空军击落美制台军 U － 2 型飞机 1
架; 同年 11 月，我空军在中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

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同年 12 月，我海军航空兵部

队击落美制台军 ＲF － 101 型飞机 1 架; 同年 12 月

间，美北极星导弹潜艇赴亚洲大陆沿岸海面进行战

争挑衅。
1965 年 1 月 2 日，我空军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 1 架; 同年 1 月 10 日，我空军在华北上

空击落美制台军 U －2 型高空侦察机 1 架; 同年 3 月

18 日，我空军在东南沿海上空击落美制台军 ＲF －
101 型飞机 1 架; 同年 3 月 31 日，海军航空兵部队

在华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同年 4 月 3 日，我空军在中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

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同年 4 月 9 日，8 架美军飞机

侵入海南岛上空，我空军及时应战，美机逃窜中自伤

1 架飞机; 同年 4 月 18 日，我空军在中南上空击落

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同年 8 月 6 日，我

海军击沉窜扰我东南沿海的美制台军军舰“剑门

号”和“章江号”。同年 8 月 21 日，我海军航空兵部

队在华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同年 9 月，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海南岛上空击落

美战斗机 1 架，并活捉美军飞行员; 同年 10 月，我空

军在广西上空击落美军战斗机; 同年 11 月 14 日，我

海军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击伤美制台军军舰

各 1 艘; 同年 11 月 22 日，美机轰炸我国驻老挝经济

文化代表团及新华分社驻地。1966 年 2 月，我空军

在西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同年 3 月 5 日和 23 日，我空军在中南、西南上空各

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同年 4 月，我

空军在雷州半岛上空击落美 A － 3B 重型攻击机 1
架。1967 年 1 月，我空军在华东上空击落美制台军

F － 104 型战斗机 1 架; 同年四五月间，我空军在广

西上空先后击落入侵美军用飞机 5 架; 同年 6 月，我

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海南岛上空击落美军 F － 4C 型

战斗机 1 架; 同年 9 月，我空军在华东上空击落美制

台军 U － 2 型高空侦察机 1 架，这是 1962 年以来击

落的第 5 架 U －2 型高空侦察机。③

1968 年 1 月，我空军在云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

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此后同年 3 月 7 日、15 日、
22 日，我空军分别击落 3 架入侵云南、广西的美军

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此前同年 2 月，我海军航空

兵部队击落 2 架入侵海南岛的美军 A － 1H 型舰载

攻击机，1968 年，我国共击落入侵美军飞机 6 架。
1969 年 10 月，我空军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

察机 1 架，这是自 1964 年以来被我空军击落的第

17 架美国同类飞机。④

在我国的南海，美国及其扶持的南越当局对其

骚扰不断。南越军队 1957 年 3 月侵占我国西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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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甘泉、珊瑚、金银诸岛，打伤我国渔民; 以后南越

当局多次侵犯我国主权，劫掠我国渔民; 非法侵占我

国南沙群岛的 10 多个岛屿。美鼓动老挝右翼势力

在中老边境策划军事阴谋，伙同泰国侵略、干涉老

挝，破坏日内瓦协议，制造老挝紧张局势; 此外，美伙

同亲美势力干涉和侵略柬埔寨。1961 年，美在南越

发动“特种战争”。1964 年，美借口“东京湾事件”
武装侵略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1965
年 3 月，美扩大越南战争，对我国云南、广西和沿海

地区实施海空骚扰，对我国构成战争威胁。1965 年

年初，美海军陆战队进入南越，同年 6 月直接参战，

同年 8 月增派 5 万名美军士兵进入越南南方。同年

10 月，应胡志明要求，我国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
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1971 年 2 月，美发动

对老挝南部的大规模入侵。1972 年 5 月，美军舰和

飞机连续袭击停泊在越南海面的我国商船; 同年 8
月，美飞机轰炸停泊在越南海面的我国商船所属的

一只救生艇，我国 5 名船员被炸死。1974 年 1 月，

我海军南海舰队执行西沙自卫反击战，收复被南越

侵占的西沙群岛的甘泉、珊瑚和金银等 3 岛，俘虏南

越军官兵 48 人、美军联络官 1 人，击沉敌护卫舰 1
艘，击伤 敌 驱 逐 舰 3 艘，击 毙、击 伤 敌 100 余 人。
1975 年以后，越南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制造事端，

挑起纠纷，企图侵占我国领土，我国多次向越南提出

边界谈判的建议，越南方面以种种借口加以拖延。
越南在向西贡进军、解放越南南方的同时，公然派出

军队侵占属于我国南沙群岛的 6 个岛屿，继而向我

国提出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领土要求。我外交

部于 1975 年 5 月向越南驻华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

同年 9 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华，邓小平与黎

笋会谈，就越南在报刊上加紧宣传所谓“北方的威

胁”、向我国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和在中越边境蓄

意制造纠纷等问题，表示中国方面对此感到不安。⑤

此外，其他国际反华势力也加入美苏两个超级

大国遏制中国的反华“大合唱”，掀起一波又一波的

反华浪潮。美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围堵中国，在东

南亚某些国家的领土上建立核武器和海空基地。菲

律宾早就觊觎我国的南沙群岛。印度尼西亚政府大

规模反华排华，1960 年 2 月，我国首次派 4 艘轮船

赴海外接运归国华侨，遭受印度尼西亚当局迫害的

2100 多名华侨回归祖国; 同年 5 月，印度尼西亚三

马林达军事当局竟然用武力软禁我国领事; 同年 7
月，印 度 尼 西 亚 爪 哇 军 事 当 局 悍 然 枪 杀 我 华 侨。
1965 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公然袭击、搜查

我商务参赞处; 同年十一二月间，印度尼西亚右派疯

狂迫害乃至虐杀我华侨的暴行愈演愈烈。其后，印

度尼西亚反华排华暴行持续升级并蔓延，发展到印

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伙同暴徒袭击和破坏我驻印度尼

西亚大使馆，制造打伤我外交官员、枪伤我大使馆工

作人员的血腥事件。1967 年 4 月，印度尼西亚军警

公然包围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劫持我驻雅加达

总领事。此外，缅甸也发生大规模反华排华的法西

斯暴行。针对国际反华势力掀起的反华浪潮，1963
年 11 月，《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联

印反华的真相》; 1965 年 11 月，《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联名发表编辑部文章《驳苏共新领导的所

谓“联合行动”》⑥，予以揭露和驳斥国际反华势力的

丑恶行径。
此外，与我国东部邻近的东北亚也不平静。朝

鲜半岛的朝韩长期对峙，战争的阴霾一直笼罩在这

一地区。美公然驱使南朝鲜军队参加侵越战争。
1960 年 1 月，日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美扶持日本

军国主义余孽，日本政府右翼势力充当美在亚洲从

事侵略活动的工具，日本不思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

犯下的滔天侵略罪行，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继续敌视

我国，并在东南亚扩张。1970 年 8 月，美驻日大使

馆发言人声称，“钓鱼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已

归还 日 本”。日 本 政 府 竟 要 在 钓 鱼 岛 探 采 石 油。
1970 年至 1971 年，台湾学生和留美的中国学生，发

动了一场保卫钓鱼岛的爱国运动，即“保钓运动”。
1971 年，美和日本通过所谓“归还冲绳协定”，公然

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非法划入日本“归还区

域”。这是对我国领土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同年

12 月，我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予以谴责，中国人民

绝对不能容忍对中国领土的侵占。⑦

二、中央对战争问题的研判

居安思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1956 年

即确定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应采取积极防御的

战略方针。⑧进入国际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充分做好应对国家周边可能发生的严峻事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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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保障国家根本利益，成为我

国核心利益的重要关切点。
一方面，我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面临来

自多方面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

事压力; 另一方面，美苏争霸矛盾上升，美国内要求

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

涨。苏联趁美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

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局势，美认识到苏联是对

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开始考虑联华遏制苏联，对

中国作出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面对苏联构筑

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

压，利用超级大国间的利益矛盾与战略调整，我国适

时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和调整国际战略，将中苏

关系、中美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结合起来考虑，逐渐强化对苏的防范和防

御。毛泽东在 1963 年和 1964 年不断提出苏联攻打

我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我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

不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对此，“我们要准

备”。中共中央在 1964 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

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
年 4 月，中 共 中 央 发 出《关 于 加 强 战 备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 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

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目

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同年 9 月，国家计委重新草

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

纲，同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

“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

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1966 年 7 月，刘少奇

发表声明: 中国准备承担最大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

民战胜美帝国主义。⑨由此，我国经济建设中心便从

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升

级越战的反应，其中也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
1969 年 3 月初至 10 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和周

恩来的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举行

20 多次国际形势座谈讨论会，同年 7 月，他们向中

共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

计》，前后共呈递 4 份报告，这些报告对中、美、苏三

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态势作出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

就外交方针问题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议。他们对国际

形势的分析，为中央调整外交战略、作出打开中美关

系大门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⑩ 1970 年 12

月，毛泽东会见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说，如果尼克

松来，我愿意和他谈。1971 年 4 月，毛泽东决定立

即邀请美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开启了“小球转动了

大球”的“乒乓外交”。同年 7 月，周恩来和基辛格

举行会谈，同年 7 月 16 日双方发表公告，尼克松应

邀于 1972 年 5 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中美两国

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

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

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中美两国

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 同

年 2 月 28 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着中

美两 国 在 对 抗 20 多 年 之 后，开 始 走 向 关 系 正 常

化。瑏瑡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应对苏联的战争威

胁，争取中国安全形势改善，营造新的国际格局，具

有重要意义。
化解 美 苏 对 我 夹 击 的 严 峻 形 势，都 需 要 以

“和”、“战”两手应对，促使我国必须做好应付可能

发生的任何突发事变的充分准备。出于国家安全的

考虑，这个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准备打仗。必须

立足于外部势力发动侵略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

发，积极备战，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

强战备工作。瑏瑢我国的这种大规模战备活动虽然完

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影响了当时全球的战略

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

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敢战方能言

和，言和更需备战”。中央采取的积极战略防御成

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三、全民动员，加强战备

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人民战争

思想指引下，突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寓兵于民，

全民皆兵”，这一方针指出了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基

点，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着力点，为国防和军队

的建设，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提供了战略指导。
( 一) 全民动员，大办民兵

1958 年 9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分析国

内外形势，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反对美在台

湾海峡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和战争挑衅; 周恩来就美

国务卿杜勒斯声称要在台湾海峡扩大对我国的侵略

范围一事发表声明，指出: 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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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国的领土，任何外来干涉，都是对中国主权的

侵犯。我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军舰入侵我国领海提出

第一次严重警告。同年 9 月中下旬，毛泽东巡视大

江南北后发表重要谈话，提出，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

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师。随之召开的全国民兵现

场会议主要讨论了全民皆兵的问题。瑏瑣

1960 年 1 月，总参、总政联合召开全国民兵工

作会议，讨论民兵的战略地位，研究构成全民防御网

的民兵战略布局，开展民兵工作的方法，提出统一和

提高全党全军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同年当月，

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军队的战略方

针、国防建设。随后，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举

行，通过了《致全国民兵的倡议书》。《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强调中国一贯致力于争取不同社会制度的

国家和平共处，但是否能和平，并不仅仅取决于我

们，还取决于美国。对侵略者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

际的幻想，只有彻底地揭露和斗争，才能挫败侵略计

划和战争计划。瑏瑤1962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

粉碎蒋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毛泽东提出，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1965 年 9 月，总参、总政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强调做

好民兵三落实工作，一旦敌人入侵就把它淹没在人

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陈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

会，指出: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

作出重要牺牲。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

强加给我们，那就欢迎他早点来，欢迎明天就来。瑏瑥

( 二) 布局纵深，建设三线

1964 年第二季度，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

泽东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指出: 农业是一个拳

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

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
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瑏瑦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

会议，讨论三线问题。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

略战争，工厂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

备战，各省都要有自己的二、三线，首先集中力量建

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瑏瑧1965 年年

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

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加强对西

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同年 9 月，中共中央举行加速

三线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藏粮于民”瑏瑨。毛泽东在同

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强调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

建设好。瑏瑩《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动员“藏粮于民，

储粮备荒”。其后，毛泽东在鲁、皖、苏、沪等地视

察，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1968 年第二季度，国家

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小三

线建设工作会议。1969 年年底，国务院、中央军委

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加强对国防建设的领导。
为适应战备和三线建设需要，1969 年以来，全国共

有 50 多所大专院校从大城市迁往大小三线地区、教
育基础薄弱地区和靠近生产基地的地方。瑐瑠我国以

积极的战略防御应对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
( 三) 防范突袭，加强防空

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强

化了战争威胁加剧的估计。1969 年 3 月，毛泽东在

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瑐瑡军

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准备

打仗”和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

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庞大的国防建设计

划。我国 1969 年国防战备费用比上年增长 34%，

以后的两年又继续递增 15% 和 16% 以上。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

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

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

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中共中央发布

《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解放

军驻边疆地区的指战员，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

备。此后，中共中央决定，为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

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紧急疏散在京党

和国家领导人，在京老同志也全部战备疏散。1971
年，第二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在北京举行，确定全国

人防战备工作的重点城市方案及构筑人防工程的要

求。1972 年年底，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

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

不称霸”的指示。至此，我国开展了“深挖洞、广积

粮”的全国性战略运动。从 1972 年起，国家财政预

算每年专列人防经费 4 亿元，国家还要求地方每年

自筹 1 亿元，集体企业每年自筹 1 亿元，并结合民用

建筑建防空地下室每年自筹 4 亿元，用于人防工程

建设。瑐瑢

( 四) 备战备荒，深化训练

1970 年第一季度，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

议，讨论制定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四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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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纲要( 草案) 。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

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口号，强调“集中力量建设

大三线战略后方”。第三季度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

全会，三项议程中的第三项就是讨论加强战备问题。
此后，毛泽东对军队作出提倡野营拉练的批示; 中共

中央发出通知，大、中城市( 包括省地属市) 学校在

寒暑假进行分期分批野营拉练，以后连续三四年全

国的学校都按要求进行了训练。1971 年 9 月，中共

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战备指示，要求各

大军区立即做好应付苏军进攻的准备。1972 年 4
月，中央军委指示“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

干部”，要求由打过仗的有经验的军、师、团一级的

领导干部亲自任教，担任队长、排长、班长; 全军各大

单位要在两年内把基层干部轮训完毕。全军反坦克

武器展览、表演汇报领导小组举办反坦克武器展览

和表 演 汇 报，推 动 全 军 开 展 反 坦 克 研 究 与 训 练。
1973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

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向国内外公开宣示毛

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方针性

的口号。瑐瑣1975 年 2 月，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坚持抓

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瑐瑤。同年 7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

议上强调，部队“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

要位置上”，根据这一指示，解放军三总部成立总部

训练小组，主抓军队训练，当年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

共组织 17 次军事演习，全军军事训练出现了好的形

势。1976 年 9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国家计委、
商业部和总后勤部《关于建设地下战备粮库的报

告》，同意将地下战备粮库的建设范围安排在“三

北”陆地防御要点、重点设防岛屿和适当安排“三

北”几个军区的后方基地; 将地下战备粮库列入国

家基建计划。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新疆军区在戈

壁沙漠地区结合原子弹实爆试验，组织陆军师进攻

性演习，副总参谋长李达和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现

场指挥了当量为 3． 8 万吨的氢弹空中爆炸。这是我

军第一次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实兵演习。瑐瑥

四、打造国防建设的杀手锏，提高军队技术装备

水平

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关心国防、
军队建设。1964 年 6 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

部队和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同年 7 月，

毛泽东等接见再次击落美制 U － 2 型飞机的空军

部队。瑐瑦

( 一) 独立自主发展高科技军事手段，打造国防

建设的杀手锏，形成我国的战略威慑力量

1958 年 6 月，在苏联帮助下，我国建成第一座

原子反应堆。同年 9 月，我国由苏联援助建成的第

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北京移交生

产。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

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

技术资料，随后撤走苏联专家，中苏全面停止合作。
1959 年，我国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1961 年，中共

中央作出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强调必须自

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次年，中共中央决定由周

恩来、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

一、罗瑞卿等 15 人组成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

直接全面领导原子能事业。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

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我国国防和

科学技术的这一辉煌成就，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

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日，中

国政府发表声明: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

底销毁核武器;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

破核大国的核垄断; 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此后，中国的核武器技术

不断提升。1965 年 5 月，在西部地区又成功爆炸一

颗原子弹。1966 年 5 月，在西部地区首次成功进行

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 同年 12 月，我国成功

进行一次核试验。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第一颗

氢弹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1968 年 12 月，我国成

功进行一次氢弹试验。1969 年 9 月 23 日，我国成

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同年 9 月 29 日，我国成功

进行一次氢弹爆炸。1970 年 10 月，我国成功进行

一次核试验。1971 年 11 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

的核试验。1972 年 1 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地下核

试验。1973 年 6 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氢弹试验。
1974 年 4 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强调一

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

间尽快搞上去。1976 年 9 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

的核试验; 同年 10 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氢弹试验;

同年 11 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瑐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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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战略威慑能力的提高，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国

家安全。
( 二) 掌握战略导弹、运载火箭、空间卫星技术

制高点，组建战略导弹部队

1958 年 3 月 27 日，我军在甘肃某地组建第一

个导弹试验训练基地。1959 年 7 月 6 日，我国第一

支地对地导弹部队组成。随后我国七机部成立，统

一管理导弹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

设工作。1965 年，中央专委会批准中科院发展人造

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

工程研制阶段。1966 年 7 月，我国第二炮兵领导机

构成立，第二炮兵由地对地导弹部队组成，是我国实

现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核打击力量。1968 年，我国

国防部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建制

归国家科委。此前，1960 年 11 月 5 日，我国第一枚

导弹试验成功。1964 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

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1966 年 1 月，我国第一枚地

地中程导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同年 10
月 27 日，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
1967 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地地导弹在甘

肃某地发射成功。1970 年，我国在甘肃某基地成功

进行地地导弹飞行试验。瑐瑨我军战略威慑作战能力

不断提升。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1971 年 3 月 3 日，我国成功发射一颗科

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1975 年 7 月 26 日，“风暴 1
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重

达 1107 公斤的“技术试验卫星 1 号”。这是我国首

次把重量超过 1 吨的重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年

11 月 26 日，我国用“长征 2 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

功发射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并按预定计

划将卫星收回地面。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继美、苏
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同年 12 月，

我国成功发射“技术试验卫星 2 号”。1976 年 8 月，

我国成功发射“技术试验卫星 3 号”; 同年 12 月，我

国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于 10 日准时返回地

面。这是我国自 1970 年 4 月以来发射的第 7 颗人

造地球卫星。1975 年 3 月以来，我国国防科委主任

张爱萍狠抓七机部整顿，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

的科研取得明显进展，下半年我国连续成功发射 3
颗人造卫星，在当时被誉为“三星高照”瑐瑩。

( 三) 建设强大的陆海空军

为了加强军队建设，1958 年，解放军普遍推广

“试验田”，首长下连队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练;

10 万干部下连当兵。此后近 20 年间，中央军委颁

发《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和《步兵战斗条令》。
三军官兵开展“四好”( 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
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 连队运动。中共中央先后

批准颁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工作条例》、《中国

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多项军队建设重要条

例。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

的军事训练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中央军委部署研究

陆军步兵部队的编制问题。我国 1975 年的步兵师

比 1962 年的步兵师在火力配置、机动能力上都显著

提高。中共中央批准军队常规武器十年发展规划。
中央军委成立常规武器发展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

导部队装备体制和武器装备发展方向、科研、生产和

定型等工作。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就我国电

子对抗存在的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据此指示

中央军委多次研究，中央军委随后提出《关于加强

我军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获毛泽东批准。1976
年 2 月，总参谋部成立第四部 ( 电子对抗雷达部) 。
在以后的几年中，又相继增建了若干个电子对抗团

( 营) 和反雷达伪装团。瑑瑠

1963 年 2 月，我国组建海军岸对舰导弹大队，

这是我军的第一支岸对舰导弹部队。“文革”开始

核潜艇研制工作遭受严重干扰，1967 年 8 月，中央

军委发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特别公函》，坚决确

保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完成，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

冲击生产和借口停产。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于 1968
年开工建造; 1971 年，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代

第一艘中型导弹驱逐舰交付海军使用; 1974 年，我

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长征 1 号”
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从此我国海军进入拥有核

潜艇的新阶段，该艇于 1970 年 12 月 26 日建成下

水。毛泽东还对海军发展提出要求: “海军要搞好，

使敌人怕。”海军党委向毛泽东报告，要“努力把海

军各项工作搞好，力争在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的

海军”。毛泽东批示: “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

目标。”1975 年，我军的第一艘导弹护卫舰编入海军

舰艇部队服役，代号为 053H 型。1976 年，为给我国

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提供远洋水文气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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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组织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 5 号”和“向阳红

12 号”，对南太平洋海域进行海洋水文和海洋气象

等多方面的综合科学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

一次远洋调查。1971 年，国产红旗 3 号地对空导弹

开始装备空军部队。1973 年，空军制定武器装备发

展规划，提出抓紧进行歼 － 7 型改型飞机和歼 － 8 型

飞机的试飞，争取早日定型; 研制轰 － 5 型飞机的后

继机和低空性能良好的强击机，以打坦克为主要任

务。瑑瑡至此，我国陆海空三军的技术装备和综合战力

不断提升。

五、巩固新疆边防的战略举措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外

与多国毗连，内与甘青藏为邻。这里幅员辽阔，民族

众多，资源丰富，是中国联接欧亚，进行经济文化交

流的重要通道。新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显示

了其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祖国西北门户，

新疆对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稳定有着重

要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1949 年 10 月进驻新

疆，肩负起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重任。20 世纪六

七十年代，中央为巩固新疆边防采取了一系列战略

举措，新疆成为全国战备和边防工作的重点部位。
( 一) 兵民结合，筑牢钢铁长城

1965 年 7 月，周恩来视察新疆时指出:“新疆既

是后方，又是前线，国防工作非常重要。不仅正规部

队要加紧训练、备战，就是民兵特别是基干民兵也要

认真训练，要像内地民兵比武那样。”“这里的工作

做好了，不仅影响全国，还会影响世界。”1966 年 3
月，邓小平听取王恩茂汇报时说: “新疆大有可为。
经济上搞好了，就是军事上的准备。军事上的准备，

除了搞几个地方军工厂以外，还要搞民兵。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要搞民兵师。这等于正规军。你们要把

北部边界一块一块地经营起来。”瑑瑢中央领导同志的

指示，对于做好新疆的经济、军事工作，加强战备和

民兵建设，经略新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中期，驻疆部队体

制编制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先后组建并逐步完善各

级军事机构，军队整编，分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

1954 年组建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既组织生产

又执行军事任务。新疆军区 1955 年直属国防部领

导后，部队逐步由单一步兵发展为多兵种合成军，驻

疆部队军事训练按照中央军委训练大纲施训。1964
年，新疆军区全面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培养尖子分队

和尖子士兵，逐级组织大比武，军事训练达到高潮。
解放初，新疆部分地区建立民兵组织，后停止; 20 世

纪 50 年代末，在全国“大办民兵师”的形势下，新疆

民兵组织得以大发展，到 1965 年新疆各族民兵超过

百万，编成师、团、营、连等组织。瑑瑣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苏、中印关系恶化，边境

多事。印度军队 1959 年制造入侵空喀山口事件，并

于 1962 年 10 月向我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新疆边

防部队奉命在西段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拔除了印军

在中印边界我国境内建立的全部据点。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苏边境紧张形势加剧，苏军破坏中苏边界

现状，武装挑衅不断升级，于 1969 年发生了多起打

死、打伤我国军民的事件。新疆边防部队按照中央

的方针政策进行有力的斗争，加强边防建设和军民

联防。执行中共中央“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在新疆

各族军民中进行战备教育，加紧后方建设，开展人民

防空工作。按照中央军委部署，采取措施加强部队

建设，突出以打敌人坦克为主的“三打、三防”( 打坦

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 训练

和冬季野营拉练。新疆民兵建设向多兵种发展，武

器装备也有改善，至 1976 年，全疆各族民兵达到

200 万人。瑑瑤新疆边境防务形成以边防部队为主，边

防部队、边防警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边境农场、边
境地区民兵联防的“四位一体”格局。

( 二) 建立和完善边防工作体制和管理制度

新疆和阿里地区的边境县共有 36 个，分属 10
个地州。在这些边境县内有地方的农牧业、厂矿企

事业单位，有机关、学校，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师的农牧团场。在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

由自治区党委一名书记担任组长，军区分管边防的

副司令任副组长的自治区边防领导小组，领导成员

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

的领导，以及自治区、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边防领导小组分别在自治区和

军区设办事机构，并予以明确分工: 边境军事工作由

军区负责; 涉外事务由外事部门和军区共同负责; 治

安管理由公安部门负责。在边境地州、县，建立地

州、县两级边防委员会，后改称边防领导小组，由当

地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组成，地方党委主管边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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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书记任主任( 组长) ，军分区、人武部、驻军和外

事、公安、农牧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各级边防委员

会( 领导小组) ，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遵照上级

有关方针、政策、指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具体研

究、指导和统一部署本地边防工作。各级边防委员

会( 领导小组) 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建立工作制

度。边境人民公社、农牧团场也成立边防领导小组，

由公社、农牧场、边防站、边防公安派出所的负责人

组成，公社、农牧场的主要领导任组长。各级边防领

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边防情况，检查边境

管理、边防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总结工

作，交流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其办事机构设在军

分区、人武部和基层武装部门。各级边防领导小组

除接受各级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外，并接受上级边防

领导小组的工作指导。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边境管理体制和工作

机制逐步完善。20 世纪 70 年代初，新疆边境各县

人口达到 150 多万，少数民族占 69% 左右，组建各

族民兵近 30 万人。新疆边防部队分别属南疆军区、
北疆军区、东疆军区所辖的 10 个军分区领导。此

外，新疆边境区内还有武装公安民警。
新疆边境地区先后实行过三种管理制度: 一是

建立边境警戒地带。1962 年，在新疆部分地区国界

线本侧数十千米纵深处，有步骤地建立边境警戒地

带。根据地理条件和新疆边防部队、兵团民兵值班

连、地方民兵分布情况，实施管理。边境警戒地带的

活动由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军分区具体负责组织指

挥，三方面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形成较完整的防卫

网络。二是划定边境禁区。1963 年年底，经国务院

批准，将新疆大部分边境地区国界线本侧纵深 20 千

米左右范围内划为禁区，按照“既便于实行严格管

理，保障边境社会秩序安宁，又便于群众生产生活;

既注意行政区划的统一领导管理，又根据地理自然

条件差别，因地制宜”的原则，禁区内实行居民证制

度，加强户籍管理，控制外来人员。在各级边防委员

会的领导下，由边防部队、公安机关、民兵等分工负

责、分片包干实施。三是划分边境管理区和边境地

区。1979 年 5 月，将新疆边防地带的 20 多个县市

划入边境管理区，10 多个县市划入边境地区。对

“两区”常住居民和暂住人员实行户口管理，对临时

进入人员实行通行管理。临时进入人员须持本人所

在地公安机关办理的通行证件。对边境各族人民群

众进行经常性的边境管理教育，学习有关政策规定，

了解边界线和国界标志，遵守边防管理，严守国界，

爱护国界标志，管好牲畜，不越界放牧、赶畜，有条件

的要设置铁丝网等。
( 三) 新疆军区全面管辖边防

新疆军区管辖的边防，含新疆和阿里地区，边防

线全长 6670 余千米。分为中蒙 ( 西段) 边防线、中

苏( 西段) 边防线、中阿边防线、中巴边防线、中印

( 西段、中段) 边防线、中尼( 西段) 边防线。1949 年

12 月，二军第四师第十一团的 1 个连接管国民党蒲

犁边卡大队防务，标志着新疆军区部队担负起保卫

祖国西部边防的重任。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60 年

代初，新疆边防管理体制几经调整，军队和公安机关

先后管理边防工作，并时有交叉; 1962 年后，新疆部

分边防逐步移交军队，从 1964 年开始，新疆边防和

阿里边防都由新疆军区负责。国家为了维护边境的

安全与稳定，强化边防检查，加强了边防检查工作和

边防检查体制与制度建设。1965 年 4 月，周恩来发

布命令，公布并实施《边防检查条例》。1974 年 12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

部、总后勤部《关于边防检查站人民武装警察实行

义务兵役制的请示报告》。根据建站以来的历史经

验，边防检查站必须作为一支武装队伍进行建设和

管理。瑑瑥1965 年后，新疆边防站改变体制编制，边防

部队进行大的调整，部队装备有很大的改善和加强，

逐渐形成在新疆军区领导下，省级军区、军分区、边
防部队划区管辖，组织比较完善的边境防务体系。

新疆边防部队的基本任务是: 遵照国家有关方

针、政策和各项规定，履行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责任。具体任务有: 保卫

国界，查看、维护国界标志，同侵犯国家主权的势力

作斗争，维护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熟悉边界

历史和现状，在边境一线地区执行观察、巡逻、潜伏

等勤务，及时发现和处理非法入境的人员、牲畜、车
辆、飞机等，防范和打击潜入潜出的敌特及企图外逃

人员，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熟悉边境地区社会情

况，协同边防武装警察开展工作，协同人民武装部门

做好民兵工作，搞好军民联防; 掌握进入边境一线和

争议地区生产、勘察等人员、车辆的活动情况，督促

其遵守边防政策，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验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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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秩序，防止发生和及时处理越界事件; 负责与邻

国边防机关的会谈会晤工作，协同外事部门处理边

境涉外事务，及时请示报告涉外事务，特别是国界问

题，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 做好群众工作，积极支援

边疆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认真贯彻民族政策，

增强民族团结; 提高警惕，应付突发事件，必要时依

托自卫阵地进行战斗，并迅速上报情况; 结合边防特

点，有计划地进行与所遂行任务相适应的训练。
( 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

是边防斗争的重要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其武装军事机构和民兵、
预备役队伍，是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备战防边的一

支坚强的后备力量，是新疆强边固防的一支战略力

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辖边境管理线长达 2019
千米，其中，中苏、中蒙边境线分别为 1448 千米、571
千米。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建立各级武装军事指挥机

构。1961 年 1 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武装处，

各师设立武装科，各团场配备武装工作专职干部。
以后，其武装机构体制编制逐步调整，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武装处扩编为武装部，各师武装科扩编为武装

处，各团场建立武装股( 科) 。1958 年，在“大办民兵

师”的号召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 13 个民兵

营，另建 5 个民兵连。1960 年 1 月起，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又组建民兵连 32 个，有基干民兵 2234 名。
伊塔事件后，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组建 148 个齐装满员的值班连队，到 1966 年上半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组建值班连 446 个。瑑瑦1967
年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班连达 651 个，共 5． 5
万人，其中，边境地区团场值班连队 136 个。此前，

1962 年 10 月，总参谋部发布《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值班连队的组编与装备等问题的规定》，明确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值班连队的性质是一支不脱离生产

的、劳武结合的、按国防军部队的编制和装备组建起

来的战斗队，利用生产间隙进行必要的战术、技术训

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班连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

加强建设边境警戒地带。20 世纪 60 年代，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民兵军事训练主要突出“三大技术”( 射

击、投弹、刺杀) 的训练，在训练中广泛开展创“三

手”( 特等射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 活动。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在抓射击、投弹、刺杀、爆破、战术等五

大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又突出了以打坦克、打飞机为

重点的技术、战术训练，使训练提高到新的层次。
1975 年 3 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其武装机构

和民兵工作转交所在地区的军分区和县( 市) 人民

武装部负责，值班连队改称武装基干民兵连。瑑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符合预备役条件的人员，分

布面广，相对集中，潜力很大。1964 年年初，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制定战时武装力量动员计划，以年龄在

18 ～ 40 岁、政治纯洁、身体健康的男职工为动员对

象，可组建 10 个步兵师。为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预备役力量建设，1964 ～ 1965 年，中央军委调给兵

团转业干部数百人，动员各大军区退伍士兵 2 万余

人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建设，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充实了新的血液。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员的增加，其武装工作不断加

强，1969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组建 1 个现役

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力量，坚持劳武结合，

亦兵亦农，在保卫边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方面作

出了重大贡献。
( 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实行“三代”
1962 年以前，中苏边境中方一侧基本处于有边

无防状态。在苏联通过其领事馆及苏侨协会的长期

策动、诱骗下，1962 年，伊犁、塔城地区边境居民 6
万多人越境逃苏。塔城、裕民等县减少劳动力 58%
以上，9 个公社、7 个牧场基本解体，当地基层组织遭

到严重破坏。霍城县 3 个公社越境人员占 70%。
边民外逃正值春耕季节，播下的作物无人管理，产羔

育幼停顿，畜群无人看管，伊塔两地损失牲畜 23 万

多头，荒芜良田 40 多万亩，加上一些地方粮仓和商

店、社队集体财产被哄抢，整个损失达 7000 多万元。
伊塔事件后，按照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指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武装民兵连队开赴边境第一

线，建立哨卡、检查站、巡逻哨点，维护社会秩序，稳

定边境局势; 派出工作队，做群众工作，劝导边民回

乡，对边境地区社队农牧业生产进行“三代”( 代耕、
代牧、代管) ，帮助边境地方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此

同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边境地区建设边境农场，

逐步构筑起边境农场防护带。
为巩固边防，恢复和发展生产，重建各级组织，

加强民族团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 1962 年 5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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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组织“三代”工作队，选派干部 810 名，工人 16750
人，汽车 39 辆，拖拉机和收割机 45 台，开赴指定地

区。“三代”工作队在边境一线充实武装力量，迅速

组织人力、物力协助地方恢复生产。为使“三代”工

作队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农村经济政策

和群众纪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制定了《三代

工作队守则》，要求一切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

积极工作，看护人民财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模范

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

服从领导听指挥。强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代”
工作队应该是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服务队，在当

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帮助地方对外逃的各族群

众留下的耕地、牲畜、财物进行无代价的“三代”，以

待其重返家园后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他们。为重建当

地基层组织，“三代”工作队代理公社一级职务的干

部 54 名，代理大队一级职务的干部 199 名，代理小

队一级职务的干部 499 名，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

春播任务 4 万多亩，将 32． 7 万余只( 头) 牲畜收拢，

使塔城、裕民两县的生产很快走向正规，并重建两县

农村各级组织，使当地社会秩序和治安恢复正常。
同年 8 月，“三代”工作队将代耕的土地和代牧的牲

畜，全部移交当地人民政府。瑑瑨在霍城县 3 个公社负

责“三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干部职工就达 4500
多人。

( 六) 组建边境农牧团场

1962 年下半年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边境地

区建设边境农牧团场，以连成一条农场带，作为边防

的屏障。同年 11 月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向自

治区党委上报《关于建设边境农场的报告》。同年

11 月 28 日，自治区党委批复，就有关建场原则、土

地划拨方案以及应注意的问题作出规定。在伊犁、
塔城、阿勒泰等地边境划出 117． 33 万公顷土地，作

为边境农场用地。至 1966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

成边境农场 38 个，耕地 15． 61 万公顷，人口达 15． 5
万人，其中职工有 8． 21 万人。之后，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又在边境二线陆续建立 20 个边境农场。至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中苏、中蒙 2019 千米的边境线

上，建成边境农场 58 个，耕地 28． 86 万公顷，总人口

达 38． 41 万人，职工有 16． 08 万人。新疆基本上形

成了一条纵深 10 ～ 30 千米的边境农场带，构筑起屯

垦戍边的国防屏障。

边境农牧团场的组织形式，适应了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屯垦戍边双重任务的根本要求。张仲瀚于

1962 年 11 月 18 日指出:“边境农场既搞生产，又做

地方工作，又搞武装，担负边防任务，这个三结合，体

现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这条农场带，不是单纯

的生产带，而是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一条边境警戒

线。”多年来，边境农牧团场在发展自身的同时，积

极支援边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如农四师六十二团

20 年间帮助周边社队犁地 1917． 4 公顷，播种 2466
公顷，脱粒 100 万公斤，打草 89 万余公斤，支援种子

14 万公斤，派出技术人员 127 人次，治病 7332 人

次，修水渠 730 千米，支援劳动力 1． 9 万余个，以实

际行动密切了边境农场和当地群众的关系。瑑瑩

边境农牧团场实行劳武结合，寓兵于农，寓兵于

牧，形成具有兵团特色、适合新疆特点的管理形式。
根据边境农牧团场人数多、布点广和巩固边防的需

要，遵循“边防管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边

境农业团场采取“生产经营地段与边防管理地段合

一”的办法，边境畜牧团场采取“定人、定畜、定草

场、定任务、定领导”的办法，把生产经营地段作为

边防管理的责任区，由生产单位分片包干。为更有

效地巩固边防，每个边境团场确定 1 ～ 2 个连队与解

放军边防站建立军民联防，定期召开会议，进行实地

演练，互通情报，只要边防站一声召唤，边境农牧团

场值班民兵即可齐装满员集结待命。1970 年，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提出边境农场“经营山区，建设平原”
的建设方针。在山区搞“五网”建设 ( 生产基地网、
后方基地网、通讯联络网、交通运输网、情报网) ，平

原和山区建设搞好 6 个结合( 平战结合、劳武结合、
军民结合、城乡结合、地上地下结合、山区平原结

合) ，构成统一、完整的边防体系。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辖区内边境线上的农牧场职工和民兵，不断创新

屯垦戍边的实现形式，卓有成效地履行了维护祖国

领土完整的历史使命。
( 七) 加强民兵建设，开展军民联防

新疆寓兵于民，实行军民联防由来已久，1950
年春，新疆和平解放伊始，一些地区匪患频仍，新疆

分局、省人民政府号召各地剿匪自卫。匪患较重的

10 多个县陆续成立自卫队、治安队、联防队、民兵队

等群众武装组织。这些群众武装组织的武器主要由

政府发给，也有部分牧民自带枪支、马匹，县、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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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政府领导兼任各级民兵负责人。1952 年，新

疆军区成立人民武装处，专管民兵工作。此前，各地

民兵工作由部队各级司令部作战部门兼管。1958
年，在全国掀起大办民兵热潮的背景下，自治区党委

同意新疆军区建设民兵组织的报告，全疆迅速掀起

建立、发展民兵组织的热潮。根据新疆多民族、边疆

地区特点，新疆军区确定先在进行过征兵、预备役训

练、基干民兵编组试点并建立兵役机构的 10 多个县

试办，再分期分批组建。新疆各级党政军机关先后

成立民兵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宣传教育，社会上

形成“当民兵光荣”的风气，适龄青壮年积极报名争

当民兵。1959 年，按照国家民兵暂行条例的规定，

民兵分为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全疆 32 个县组建民

兵 19 个师、123 个团、485 个营、2027 个连，总计 37
万余人，其中基干民兵 11 万人。1960 年，新疆贯彻

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精神，确定加强民兵建设，实现

“全民皆兵”，全疆 88 个县( 市) 都建立了民兵组织，

有 95 个师、530 个团、2462 个营、9846 个连，民兵人

数达到 174． 1 万人，占总人口的 25%，占适龄人口

的 56%。其中，基干民兵 68． 9 万人，女民兵 46． 6
万人，排以上干部 8． 4 万人，还有一批专业技术民

兵。受“左”的思想影响，新疆民兵工作出现追求高

指标、形式主义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后经整顿，民兵

数量精减，质量提高，领导力量加强。1963 年对新

疆 31 个县调查，民兵中党团员占 11． 3% ; 22 个县的

民兵干部，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占 46． 5%。1966 年，

全疆( 不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民兵人数下降到 61
万多人，后又有较大发展。

1969 年，新疆执行中央“要准备打仗”的指示，

各县市组织武装基干民兵团( 营) 。1970 年 5 月，组

建一批武装基干民兵团、营、连，武装基干民兵达数

万人。1976 年，全疆武装基干民兵发展到几十万

人，组建包括地炮、高炮、骑兵、通信兵、侦察兵、防化

兵、反坦克兵在内的专业分队，装备相应的武器器

材，有火炮、火箭筒、通信器材等。武装基干民兵仍

坚持劳武结合，不脱离生产，定人、定建制，每半月坚

持 1 ～ 3 个半天军事训练。武装基干民兵团( 营) 建

设采取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组编原则，因地制宜，与

生产、行政组织相适应，便于领导和执行任务。武装

基干民兵连分大、中、小等三类，适应任务需要和装

备情况，还组编骑兵、摩托分队; 边境以步兵、骑兵和

反坦克、爆破分队为主。按照战备要求，组建民兵守

备营，普遍成立民兵县大队，人数少者 300 人、多者

1000 人，一般为 500 人左右。
针对民兵既是民又是兵的特点，其日常的思想

政治教育及教育内容和每个时期的教育重点，由地

方党委、政府及所在单位统一部署和组织; 集中进行

军政训练或战备执勤时，由军事系统统一安排教育

内容。民兵的军事训练由早期的常识教育发展到比

较正规的技术、战术训练; 由单一的步兵训练发展到

多兵种训练; 由小型、分散的群众性练武活动发展到

以训练基地为主的相对集中训练。1969 年，根据边

境地区形势，新疆民兵训练掀起高潮，主要进行射

击、投弹、爆破、布雷等基础技术和战术训练; 边境牧

区还结合当地情况进行骑术、滑雪等训练。此外，边

境地区、交通要道和预定反空降地域的民兵，还试制

炸弹、地雷、手榴弹等。各地开展打坦克训练，组建

打坦克小分队，学习用炸药包等土办法打坦克; 演练

在敌人可能入侵的地带设置和构筑反坦克障碍。与

此同时，还进行用步枪、机枪打飞机、打空降训练和

“三防”( 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 教育。1970 年，

新疆参训民兵 17． 7 万余人。1972 年，新疆训练重

点是民兵干部和基干民兵，特别强调抓好民兵独立

营、团训练，组织短距离拉练。1973 年后，新疆贯彻

总参谋部颁发的民兵军事训练纲要，实行周期训练

和分级训练制度。当年，新疆训练专职武装干部

1146 人，民兵营连长 9285 人，武装基干民兵 158066
人，基干民兵 11 万多人。1974 年，参训人数达 41． 6
万余人。瑒瑠游击战是新疆边防地区民兵训练的重要

内容。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新疆组织武装基干民

兵进行以游击战( 破袭战、伏击战、地雷战、麻雀战)

为重点的“三打”( 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 、“三

防”和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演习，研讨袭扰敌人的

各种打法。
( 八) 把发展边境地区民兵组织作为民兵建设

的重点

新疆边境地区建立民兵组织后，实行军民联防

共同戍边，这一形式首先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

县开始。1959 年 3 月，该县民兵已达 3400 余人，其

中基干民兵 1100 余名，组织起军民联防。1960 年，

塔什库尔干、叶城两县成立 1 个联防大队、5 个联防

中队和 23 个联防班。1963 年年初，自治区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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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决定以边防部队、武装

民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装、当地民兵为骨干，各

族广大群众为基础，实行军民联防。各边防部队普

遍与驻地县、公社、农牧团场、生产队组成各种形式

的联防指挥部、联防小组，有的地方还划分联防区。
新疆边境地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边防部队

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发现情况及时向驻军通报，封

锁山隘路口，捕捉犯罪分子，维护边境秩序。1962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边境一线组建农牧团场，形

成长达 1000 多千米的边防生产地带，农牧团场中的

民兵值班连、排，劳武结合，担负起戍边任务。1965
年，边境地区民兵发展到 8 万人，其中基干民兵 4 万

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群众，组成巡逻小组 683 个，

在 295 处山口、要道内( 常年性的 129 个、季节性的

166 个) 设防把守，经常执勤的民兵达 2200 多人，全

年向边防站报告情况 780 次。1972 年，边境地区的

民兵力量有很大的加强。瑒瑡

新疆边境地区的军民联防不仅民兵参加，一些

地区还通过民兵联系广大边民，构建起更加绵密深

厚的护边守边网络。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团结公

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幸福农场和解放军迈

丹边防站，在其联防的范围内，组织“老年检查员”、
“三八妇女队”、“少年检查员”，把 80% 以上的群众

动员组织起来参加联防。北疆多以自然村、居民点

为基础，设立固定哨卡，对来往人员进行验证登记;

在重点地段，采取三五家一片，片片相连，定人定点，

生产兼守边防。南疆根据地形重点设防，以联防小

组为核心，军民密切协作，分工负责，整个防线联成

一片，有情况及时迅速反应。
新疆边境地区民兵守卫边防的形式有两种: 一

是建立固定哨位、哨所。常年性、季节性哨位，实行

定人、定位、定交通工具制度。为防敌潜入潜出，在

重要通外山口、山沟、沙丘等偏远地带，分期分批建

立百余个固定哨所，配合边防部队和公安机关加强

对边境控制。哨所民兵根据情况制定作战方案和执

勤制度，修建工事等防卫设施，有条件的还劳武结

合，边执勤边生产，每天执勤民兵有几百人。多年

来，哨所执勤民兵先后抓捕外逃分子数十人，查获非

法进入禁区人员数百人，捕获外国特务 20 余名。发

现外国武装军人、飞机越境，及时报告边防部队。皮

山县桑株公社 18 大队民兵连，守卫 8 个通外山口，

10 多年来捕获各类越境人员 34 名，破获各类案件

38 起，被誉为“昆仑雄鹰”。二是组织放牧点。中苏

边境西段有的争议地区是我国传统放牧地带，但每

年放牧都遭到苏武装军人的无理干涉和阻挠。各地

在放牧季节组织民兵放牧点，对苏方干涉、挑衅、破
坏生产的行为进行说理斗争。1968 年 12 月至 1969
年 3 月，吉木乃县设在别尔克乌地区的民兵放牧点，

同入侵的苏联武装人员进行了数十次激烈斗争。苏

方先后出动武装军人 740 余人次、装甲车 130 余辆

次、直升机 25 架次，野蛮威胁阻挠我牧民正常生产。
民兵不畏强暴，挫败苏军一次又一次的挑衅，维护了

祖国尊严和领土主权。瑒瑢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新疆参加军民联防的

民兵经常保持在 1 万人至 2 万人左右，是守卫边防

的一支重要力量。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吉

克族、柯尔克孜族民兵和群众，守卫边防的意识很

强，有效控制着通外山口要隘。虽然牧民居住高度

分散，但一有情况能在几个小时内封锁全部要道山

隘。1970 年和 1971 年该县民兵捕获外逃分子 13
人。1975 年，两名特务潜入，群众发现后及时报告，

2 小时内出动 5 个民兵连 560 余人和 2000 余名群

众，封锁全部通外山口，陷敌于人民战争的天罗地

网。吉木乃县达乌汗防区的哈萨克族民兵和群众，

一边生产放牧，一边承担着观察、巡逻、盘查任务。
1967 ～ 1976 年间，捕获外国特务 1 名、外逃分子 24
名，挖地道 5000 多米，在要隘处修防御工事，制作炸

药、石雷等。据不完全统计，1968 ～ 1976 年间，全疆

边境地区民兵共捕获外国特务 81 名，外逃人员 80
余名，拦回牲畜 7000 多头 ( 只) 。阿里地区日土县

甲冈民兵排，自 1964 年组建后，同当地边防站配合，

捕获外国特务 7 起 18 名，击毙叛乱分子 9 名，劝阻

外逃分子和被胁迫群众多起，截回牲畜 8000 多头

( 只) 。1971 年，阿里地区革吉县亚热区前进公社组

成以民兵为主的武工队追歼一股叛匪，不怕牺牲，不

顾疲劳，日夜兼程，苦战 5 昼夜，歼匪 21 名，缴获枪

支 9 支，其 他 武 器 装 备 数 十 件，追 回 牲 畜 510 头

( 只) 。瑒瑣

1976 年，全疆边境地区有 187 个民兵连、19． 5
万多人与边防部队实行联防，建立了经常性民兵固

定哨位和季节性哨所，以及对空观察哨。联防单位

在边防委员会( 边防领导小组) 的统一领导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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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工作制度。边防站( 边防连) 与驻地农垦团

场、公社、林管站、牧业队、派出所组成联防区，成立

联防领导小组，建立会议制度，形成稳定的工作机

制。联席会议除传达学习上级指示、通报，主要是研

究联防区边境上出现的问题，人、畜管理情况，提出

加强边境管理的意见、措施等。边防部队还与当地

派出所建立联防协同关系，沟通信息，强化协作。许

多联防组织还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建立切实

可行的责任制。如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各公社民兵

连和生产队民兵排都固定有专人、专马负责通信联

络; 吉木乃县根据牧民流动性大的特点，分别建立常

年、季节和临时等三种联防组织，采取放牧时定人、
定畜、定草场、定哨位、定任务的办法。为便于统一

指挥，一些地方按需要划分联防区，打破县与县、团
场与团场、公社与公社、地方与兵团的地域、行政界

限，提高联防工作效率。瑒瑤

开展边防斗争和维稳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全疆沿边地区各县市的各族民兵和边境居民群众，

作出了特别的贡献。尤其是伊犁、塔城、博尔塔拉、
阿勒泰等地的兵团边境农场及其民兵、职工，发挥了

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富有成效地参加了擒敌防特、反
对蚕食、处置“5·29”伊宁市暴乱、保卫伊犁区党委

和伊犁州人委等一系列重大斗争，在当代新疆历史

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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