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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明志
16岁立志把日寇赶出去

7月30日沙场阅兵后，刘振
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对齐鲁
晚报记者说，这次阅兵展现了我
军、我国强大的军威、国威，令人
振奋鼓舞。作为共和国的高级将
领，刘振华一生南征北战，立下
赫赫战功。

1921年7月的一天，山东泰
安大汶口镇东大吴村一个庄户
人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后来，
这个男娃从泰山脚下离开，戎马
一生，功勋卓著，成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高级将领，这个男娃就是
刘振华。

刘振华原名刘培一，1937年
底，日寇先后占领济南和泰安，
面对破碎的家园，16岁的他立
志：一定要把侵略者赶出去！

1938年，刘培一等五名青年
参加了八路军，为表达打日寇、
救中国、振兴中华的决心，他们
把名字分别改为振兴、振中、振
华、振民、振国。从此，刘培一便
改名刘振华。

战场是残酷的。1939年春夏
之交，日伪军千余人向泰莱边区
进行“扫荡”，刘振华在掩护首长
机关转移后带领战士突破火网，
冲出日伪包围。战斗中，刘振华
左手中弹,仍然坚持指挥,支队
领导奖励了10个鸡蛋，他用鸡
蛋给全连做了一锅蛋汤。

1940年8月,在攻打莱芜寨
的战斗中 ,刘振华率领“钢八
连”突击队,为全营打开前进的
道路,与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
100多个鬼子和全部伪军。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
月。“前进,再前进,挺起胸膛,抱
定决心……”刘振华依然记得
当年在沂蒙山区最流行的革命
歌曲，这些旋律曾激励着他和战
友们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刘振华先后
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辽
沈战役中，刘振华所在的三纵队
参加了夺取锦州的战斗，七师担
负突击任务。他和参谋长苟在松

率领十九团突击队，仅用15分钟
就在城北撕开了突破口登城成
功。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我军
胜利解放锦州。

带兵打仗
强行登陆解放海南岛

解放海南岛，是刘振华数十
年戎马生涯的浓重一笔，当时他
是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

解放海南是我军第一次较
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困难可想
而知。总攻前，十五兵团决定先
派两个营、后出两个加强团的
兵力，分批潜渡海南岛，然后里
应外合，接应主力大规模渡海
强行登陆。

1950年3月上旬，两个先锋
营潜渡成功。紧接着四十军军长
韩先楚决定由刘振华指挥加强
团潜渡。3月26日，刘振华率领加
强团船队，从雷州灯楼角港口驶
入琼州海峡，向海南岛疾进。

因大雾弥漫，船队偏离了原
定航向，靠近海南岛时，已偏离
原定登陆点几十公里。刘振华当
机立断发出命令：“船队向我靠
拢，强行登陆！”他带领200多人
先行登陆，一场激战，潜渡成功。

4月16日，四十军、四十三军
万船齐发，向海南岛发起大规模
登陆作战。5月1日，五星红旗插
到“天涯海角”，海南岛解放。

这段历史深深刻在刘振华
的脑海，离休后，他写成回忆录

《解放海南岛》，并被改编为电视
连续剧。为了呈现最真实的历
史，拍摄电视剧时，已89岁高龄的
他亲临拍摄现场指导拍摄工作。

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刘振
华所在的一一八师作为首批志
愿军开赴朝鲜，1950年10月25
日，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首战告
捷，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
幕。后来，1950年10月25日被定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纪
念日。在朝鲜战场，刘振华曾三
次率部打过“三八线”，围歼李承
晚军第八师。

转战外交
参与和希腊建交谈判

刘振华曾有一段外交工
作经历，1971年2月，他被任
命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为支援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
国防建设，上世纪60年代起，
我国不仅把苏联已停止对阿
援助的项目包了下来，而且援
助规模不断扩大，援建项目多
达120个。刘振华奔波于各个
项目的工地，掌握第一手材
料，协调与阿方的关系，有效
地促进了援建项目的完成，提
高了阿的生产能力。

1972年初，根据外交部
指示，刘振华作为全权代表，
同希腊代表谈判两国建交事
宜。谈判气氛友好，主要障碍
是台湾问题，刘振华坚持原
则，寸步不让。他一再向对方
阐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绝
不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
一台’。”

经过半年的努力谈判，终于
说服了对方。1972年6月，中、希
两国正式签署建交公报。至此，
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国家都与
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因工作出色，回国述职时，
周恩来以嘉许的口气对刘振华
说：“你不仅开展了对阿尔巴尼
亚的工作，还进行了对希腊的建
交谈判，打开了工作新局面，你
这个大使当得不错嘛！”

2015年9月2日上午，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向3 0名抗战老战士老
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
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
其遗属代表颁发纪念章并发
表重要讲话，其中就包括刘
振华。摸着胸前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7 0周年”纪念
章 ，年 过 九 旬 的 刘 振 华 说 :

“这枚纪念章上，铭刻着中国
人 民 的 卓 著 功 勋 和巨大牺
牲。”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70年前,我们的国家饱受战乱
之苦,70年后,我们需要凝聚在
和平与正义的旗帜下,捍卫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
刘振华说。

少少年年的的志志向向 卓卓越越的的谈谈判判
刘振华：爱兵才有资格带兵

7月30日，朱日和训练基地，沙场阅兵。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
坐电视机旁，目不转睛，阅兵结束后一遍遍观看回放。这位老人就
是原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16岁参军报国，开启传奇一生。作为从
山东走出去的将军，刘振华对齐鲁大地饱含深情，听说齐鲁晚报要
采访，他欣然题字，祝齐鲁晚报越办越好，祝家乡人民生活幸福安
康，并自谦为“解放军老战士”。

7月31日，刘振华欣然为本报题字，并自谦为“解放军老战士”。

A07
2017年8月1日 星期二

编辑：张琪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燕

建军90周年特别报道

刘振华善于做思想工作，闻名全军的“诉苦教育第一课”就是他的首创，被称为“能打仗的政工干部”。针
对有战士思想“开小差”的情况，他在部队开展“吐苦水、算苦账、挖苦根”诉苦教育试点，显著地提高了战士
们的觉悟。这个教育经验被罗荣桓充分肯定，在东北部队全面推广，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新式整军运动”。

刘振华一生带过的兵很难数清了，但关爱官兵早已是他的习惯，他说：“爱兵才有资格带兵。”
1986年除夕，担任沈阳军区政委的刘振华来到某守备师炮兵团榴炮营二连，与连队的官兵一起过

春节。他发现除夕夜站岗执勤的官兵，不仅不能观看春晚，有的甚至因夜间站岗执勤连初一早上
的饺子都省了。

他决定让这些战士提前吃过年饺子，于是带着几名干部和炊事人员，一起走向连队餐厅，亲自给大家
包饺子。零点钟声敲响，刘振华和连队干部把饺子端到下哨的战士们面前时，战士们个个感动不已。

首首创创““诉诉苦苦教教育育第第一一课课””
被称为“能打仗的政工干部”

姓名：刘振华
籍贯：山东泰安
年龄：96岁
事迹：原北京军区政委，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
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等，获“能打仗的政工干部”的雅号。
授衔：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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