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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民解放军解放即墨城的

报道。
  《人民日报》关于人民解放军收复灵山

的报道。

  1949年4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

军委发出《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

击》命令，批准山东军区发起青即战

役，解放青岛。此封电文由毛主席亲

自起草。

  1949年4月25日，山东军区关于青岛敌

军情况及作战对策给中央军委及华东军

区的电报。

  初心易得，

始终难守，以史

为鉴，可以知兴

替。2023年5月

26日是即墨解放

74周年纪念日，

这是即墨人自己

的节日。1949年

5月3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在即墨

灵山打响了解放

青岛、即墨的第

一枪，至5月26日

历时20多天，在

无数先烈不畏牺

牲、前赴后继中，

即墨终于迎来了

光明。本文通过

整理档案、历史

资料，回顾那段

历史，感受即墨

解放战役给我们

留下的宝贵记忆

和城市精神。

　　即墨解放
战役背景
　　1949年初，

全国形势发生重

大变化，解放军

完全掌握了全国

战局主动权。这

时，山东全境除

青岛、即墨和长

山列岛仍为国民

党控制外，其余都已解放。为消灭国民

党残余势力，山东军区决定发起青(岛)即

(墨)战役，以配合主力部队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8日，毛主席起草电文，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发出《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

性攻击》命令，批准山东军区发起青即战

役，解放青岛。

　　当时驻扎在青岛的国民党守军是第

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所辖部队，兵力

有2个军、1个师、4个旅加上部分海、空军，

约7万人。解放青岛的部队是新组建的32

军(军长谭希林)，共6个步兵团，1个炮兵

团。除此之外，还有华东警备4旅3个步兵

团(其中11团和12团分别是即东县大队和

即墨县大队改建而成)，警备5旅1个步兵

团，胶东军区2个基干团，1个榴炮营，滨海

军分区独立团以及一部分县区地方武

装，兵力约3万人，由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许

世友任总指挥，谭希林、刘涌任副总

指挥。

　　国民党守军在从沧口到即墨城共设

立了三道防线和外围防线。外围防线主

要在灵山和上下疃村；第一道防线是西

起马山经即墨城、盟旺山、莲花山、四舍

山，东至海边；第二道防线西起女姑口经

城阳、流亭沿白沙河东至海边；第三道防

线西起沧口经李村至沙子口。解放军则

采用“逐步压缩、迫敌早撤，于敌撤退之

际，寻机歼其一部或大部”的策略。兵分

三路，由北向南推进。以第95师为西路，

围击胶济铁路两侧的国民党军队；以第94

师为中路，向即墨城北烟青公路以西的

国民党军队围击；以华东警备4旅和警备5

旅一个团为东路，向即墨城以东沿海一

线孤立的国民党军队进击。

首战灵山告捷
  首战灵山，打响解放即墨、青岛的第

一枪。按照作战计划，华东警备4旅担当

攻克灵山的任务，守敌是国民党32军764

团的一个营。灵山位于即墨城北约15公

里处，是即墨城的北部屏障，为敌军外围

的重要据点。5月3日，东路部队进展神

速，趁灵山守敌换防，原守敌撤至山下，

而接防之敌尚未全部到达之时，发动突

袭。由于抓住有利战机，巧袭成功，灵山

首战告捷。5月6日，以《进击青即外围解

放军收复灵山》为题的报道见诸报端。

被国民党寄予厚望的外围最前线——— 灵

山屏障，在警备4旅的突袭中出乎意料地

轰然倒塌，国民党守军慑于被歼，弃山南

逃，灵山告捷为解放军向青岛纵深挺进

铺平了道路。

攻克上疃，敌外围防线瓦解
　　上疃是灵山至即墨城一线的要冲，

青即外围的战略要地，是国民党军队外

围防御的中心。国民党派其主力部队32

军763团驻守。该团火力强，驻地大小碉

堡星罗棋布，防御工事坚固，敌军妄图依

靠明碉暗堡负隅顽抗。

　　5月4日，人民解放军32军向上疃守敌

发起进攻，战斗开始，280团猛攻上疃据

点，战斗异常激烈，敌人惊恐万状。为了

支援上疃守敌，敌军仓皇纠集了外围的

兵力，分几路连续向280团阵地骚扰。敌

32军255师1个营，从盟旺山出发企图支援

上疃守敌，被人民解放军警备4旅截击在

演泉村歼灭。次日拂晓，敌人又组织了4

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280团反扑。一路

由即墨城东南10里许的金沟沿大留村、盟

旺山大山沟、后寨到蒋戈庄；一路由即墨

城沿营上、曹家庄至朱家后戈庄，企图营

救上疃被围守敌。人民解放军东路大军

奋勇阻击，激战5小时，两路敌军被击退。

　　由于上疃国民党守军防御工事坚

固，火力凶猛，依靠明碉暗堡负隅顽抗，

加上三面国民党军队增援，第94师280团

遂奉命撤出战斗，进行休整。5月11日，解

放军再攻上疃，这次攻坚战，以32军第95

师284团担任主攻，第94师一部打援，采取

迂回包围战术。284团2营5连先后攻打下

宋化泉、下疃等据点，对上疃形成包围态

势，为攻克上疃据点开辟了道路。

　　围攻上疃的战斗打响后，284团采用

攻坚与袭扰相结合的方式，连续4昼夜扰

袭，使守敌昼夜不安，胆战心惊，不断呼

叫救援。19日，敌军慑于被歼，增援无望，

乘隙突围逃窜。至此，青即外围战即告

结束，国民党军在即墨城外围设置的据

点全被拔掉，上疃失守标志着敌人外围

防线土崩瓦解，并且引发了后面的多米

诺骨牌效应，后面三道防线的敌军投降、

溃逃，为顺利解放青岛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攻克第一道防线，即墨获得解放
　　25日夜，东路部队向国民党第一道防

线的中心据点敌团部阵地——— 窝洛子村

发起围攻。拂晓时，战斗取得成功。盘

踞在盟旺山、段山、莲花山、四舍山据点

里的国民党军队失去指挥，惊慌失措，有

的夺路逃窜，有的缴械投降。东线部队

乘胜追击，在鳌山卫歼灭国民党青岛保

安旅一大队孙克来部。

　　马山是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上的重

要据点，在人民解放军西路大军的强大

攻势下，国民党守军军心浮动，纷纷逃

窜。在人民解放军炮火的强烈攻势下，26

日，驻即墨城的国民党军队见孤立无援，

大势已去，遂弃城南逃，是日，即墨解放。

　　即墨解放后仅6天时间，6月2日青岛

获得解放。即墨解放战役虽然是青即战

役的外围战，但是战略意义重大。即墨的

解放，摧毁了敌人精心设计的外围防线和

第一道防线。从此以后，解放军势如破

竹，短短几日内，很快攻破第二道和第三

道防线，为青岛解放做了重要的铺垫。

　　1949年5月26日，这是即墨的黑暗与

光明、腐朽与新生的分界线，即墨迎来了

飞满朝霞的黎明，即墨人民从此翻身解

放，获得了新生，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王洪涛 武斐斐 徐明亮)

为青即战役立功人员戴红花。

上疃战斗中国解放军炮兵部队猛轰守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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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即战役经过图。

国民党在上疃修的碉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