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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全歼张家口突围之敌
王凯捷

构筑多重阻击阵地 切断敌军西逃路线

平津战役制胜密码⑵

鉴往知来

严防张家口守敌突围
当年，严密包围新保安、

张家口，是中央军委制定平
津 战 役 西 线 作 战 的 关 键 。
为此，我华北军区第三兵团
在国民党第 35军东撤后，就
展开了以防止张家口敌人
向西逃窜的重点部署，在 20
至 30公里的纵深内构筑了
三至四道阻击阵地。兵团
首长要求全体指战员克服
一切困难，不怕牺牲，坚决
完成阻击任务。并提出了
“不轻敌、不疏忽，不让一个
敌人跑掉”的口号。

当时，我华北军区第三
兵 团 只 有 8个 旅 的 5万 余
人 ，而 敌 人 在 张 家 口 的 守
军有 5个步兵师，两个骑兵
旅，5.6万余人，我军在兵力
上 不 占 绝 对 优 势 。 当 时 ，
傅作义指挥的嫡系部队指
挥 官 中 ，均 以 1928年 晋 奉
大 战 时 ，傅 作 义 率 部 固 守
涿州三个月的战例引以为
豪 。 所 以 在 平 津 战 役 中 ，
无 论 在 张 家 口 、新 保 安 以
及天津的傅作义部队军官
中 ，这 种 想 法 始 终 存 在 。
甚 至 是 错 误 地 认 为 ，只 要
坚 定 信 心 ，跟 随 傅 总 司 令
就一定能守住城池。

为 打 掉 敌 人 的 这 种 幻
想，增强包围的兵力，中央
军委决定调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到张家口，协同华北军
区第三兵团围歼敌第 11兵
团。12月 17日，解放军东野
第 4纵队 3个师四万余人由

南口出发，20日抵达宣化、
张家口地区，从而使解放军
在张家口方面的兵力形成
较大优势。随后，我华北军
区第三兵团再次调整部署，
以所属第 6纵队担任张家口
北、西北方的包围任务；以
第 1纵队担任南、西南方的
包围任务。以所属第 2纵队
担任西面的包围任务，以东
野第 4纵队担任东面、东南
面的包围任务。同时，以北
岳军区部队控制腰站堡，骑
兵第 3师控制张北，构成第
二道阻击阵地，以晋绥军区
第 8纵队在卓资山、集宁地
区 构 成 第 三 道 阻 击 阵 地 。
在此期间，我军打退了守敌
多次反扑，完成了对张家口
守军的严密包围。

围而不打 敌我对峙
傅 作 义 自 1946年 10月

占领张家口后，即以此作为
基 地 着 手 修 筑 工 事 。 1948
年 6月至 9月，他就在张家
口外围山地修筑碉堡 500余
个。为此，孙兰峰吹嘘说：
“这些工事的构筑，不亚于
万里长城，使张家口披上了
铁 甲 ，在 三 十 里 内 无 法 接
近。”为此，他每天动用 5000
余名民工，昼夜加强纵深防
御和核心工事的构筑，并储
备了大批物资。张家口警
备 司 令 靳 书 科 夸 下 海 口 ：
“军粮、民食和武器、弹药准
备，能够坚守三个月。”因
此，张家口守军拒绝了解放
军让他们放下武器的劝告。

按照中央军委的“平张
线作战方针”，在国民党第
35军被歼灭后，华北军区第
三兵团及东野第 4纵队并不
急于攻击张家口，重点是防
止敌人突围逃跑。如敌逃
跑，则歼灭之；如不逃跑，则
继续围困之。

在这期间，解放军相继
攻占了张家口西北的黄土
岭、树儿山、赐儿山一线高
地，我军炮兵亦将城北列入
射程之内。城内守军的一
举一动都在解放军掌握之
中。国民党将领孙兰峰等
遵照傅作义的指示，决定采
取“依城野战”的方针，固守
张家口。由于解放军采取
“围而不打”的方针，交战双
方处于对峙状态，没有发生
大的战斗。

1948年 12月 22日下午，
也就是全歼国民党第 35军
的 当 日 ，傅 作 义 致 电 孙 兰
峰，指出张家口已无守备意
义，可“相机突围，向绥远撤
退”。并命令归绥（今呼和
浩特）董其武部积极配合。
孙兰峰和国民党第 105军军
长袁庆荣紧急磋商后，确定
了突围方案。傅作义同意
并决定张家口守军下一步
行动统归袁庆荣指挥。

围歼张家口突围敌军
为了分散解放军的主攻

方向，国民党在张家口的守
军决定采取分路突围的办
法：步兵从大境门撤出，骑
兵从七里茶坊分路向商都

方向撤退，两部人马随即向
绥远转移。同时决定当晚
（22日），国 民 党 第 105军
259师冲出大境门后，向陶
赖 庙 方 向 进 击 ，为 后 续 部
队开路。

12月 22日晚 10时，国民
党第 259师从大境门试图突
破解放军的包围，当即遭到
我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第 1纵
队第 3旅的顽强阻击。敌骑
兵第 5旅、第 11旅原本打算
向张家口以西突围，但发现
解放军在孔家庄、郭磊庄一
线布有重兵并有坚固阻击
阵地，遂决定改变计划，在
23日晨 4时也紧随第 259师
从大境门突围。

这一变动，导致突围行
动 从 一 开 始 就 出 现 了 混
乱。同时，国民党张家口警
备司令靳书科也慌忙率司
令部人员和直属部队直奔
大境门，这样，形成了张家
口守军向北面同一个方向
突围的态势。

为坚决围歼向北突围之
敌，我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调
集第 1纵队第 3旅坚守西甸
子、朝天洼阵地，坚决阻击
敌人向北逃跑。第 6纵队由
朝天洼至大境门以北阵地
由北向南攻击。东野第 4纵
队 1个师迅速插到朝天洼、
西甸子东南由南向北攻击，
形成南北夹击；第 2纵队由
黄土梁地区向大境门出击，
东野第 4纵队主力与第 2纵
队并肩向张家口以北出击，
第 1纵队另 1个旅及北岳军

区部队、内蒙古两个骑兵师
在东南地区构成第二、第三
道阻击阵地。为此，各部队
于 23日晚 10时到达指定位
置隐蔽待机。

张家口的地形，以北是
东西太平山，两山之间是一
条约 500米宽的河滩，出大
境门，至西甸子、朝天洼，约
有 10公里长。当时正值大
雪纷飞的严寒季节，河滩中
间是冰封的河道，河床左侧
是 一 条 通 往 张 北 的 公 路 。
张家口守军几万人马，在解
放军的围击和追击下，沿着
这 条 狭 长 的 山 沟 争 相 逃
命。人喊马嘶，乱成一片。

23日，解放军担任正面
阻击任务的华北军区第三
兵团第 1纵队第 3旅扼守乌
拉哈达等一线阻击阵地，第
6纵队第 17旅扼守陶赖庙、
黄土窑子等一线阵地，堵住
了敌人的前进道路。当日
16时，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第
1纵队第 2旅和第 2纵队主
力，以及东野第 4纵队突入
张家口市区，随后出大境门
跟踪追击。至 24日拂晓，解
放军开始全面围歼，各部大
胆插入敌群，纵横厮杀。至
当日 16时，除孙兰峰率少数
骑兵逃脱外，其余 5.4万余
人全部就歼，第 105军军长
袁庆荣等被俘。解放军打
了一场漂亮的围歼战。

解放军取得平绥线全歼
傅作义嫡系主力的伟大胜
利，为取得平津战役的彻底
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一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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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介绍了“新

保安战斗”作为平

津战役西线作战

的关键，取得了围

歼国民党第35军

的胜利过程，为解

放平津创造了有

利条件。

随着傅作义

主力部队被歼灭，

在解放军严密包

围下，张家口已是

一座孤城。守军

孙兰峰的第11兵

团 成 为 瓮 中 之

鳖。尽管最后突

围成为迫不得已

的选择，但被全歼

的命运依然无法

改变。
张家口解放的照片（左）和老报纸（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