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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军粮研究
□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周 璇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

了伟大的胜利。这胜利来源于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来

源于后勤战线的拼命保障，而这些统统都离不开中国人

民这个大后方的鼎力支持。本文从生产、标准到供应三

个角度研究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炒面煮肉问题，展现中国

人民的团结精神和顽强意志在战争中如何发挥出巨大

的作用。

一、全民动员 支援前线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赴

朝鲜，抗美援朝。关于立足未稳的新中国为什么作出这

个选择，《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阐释得非常清楚：“中国

人民志愿部队的斗争，乃是关系我国民族根本利益的生

死斗争，乃是四万七千五百万同胞伟大爱国意志的集中

表现。”[1]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是与具有先进技

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

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理解战争的目的，了解

国家的困境。为了支援前线，全中国的人民都行动起来，

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什么出什么，多有多出，少有少

出，倾囊而出。

毛泽东曾指出：“这次战争（抗美援朝），我们本来存

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

吃。”[2]可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吃什么的问题是可以与

战略战术比肩的核心问题。没有粮食，纵有千军万马、虎

狼之师，都是徒劳。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志愿军的粮食必

须满足原料简单、制作方便、易于保存、运输便捷等条件，

那么什么粮食是最适合志愿军的呢？时任东北军区后勤

部长的李聚奎将军提出以炒面作为志愿军的主食。副食

方面，营养丰富便于保存的煮肉成为不二选择，干菜等其

他品种则数量较少。

抗美援朝战争的三年间，炒面、煮肉、晒干菜是东北

乃至整个中国人民的重要任务。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

单位到工厂乡村，为保障志愿军的食品供应，全民动员，

家家参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问

题，从 1950 年 11 月初开始，两个月内三次组织党政军

负责同志召开会议，部署炒面、煮肉、晒干菜等相关工作。

当时，这三次会议以及落实这次任务的相关会议均被称

作“炒面煮肉”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周恩来总理专程

从北京赶到沈阳出席会议，可见会议内容的重要程度。

任务下达以后，军政民各条线火速调度安排，一切为

粮食筹备工作让路。粮食加工企业方面，“为保证军粮供

给，决定将辽东境内所有粮米加工业生产能力加以统一

组织管理，以军民兼顾、先军需后民用原则进行加工。目

前所有是项加工业者必须服从军事需要，尽力从事军粮

加工”[3]。各机关单位在接受炒面、煮肉任务之后都非常重

视，一开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为了不影响机关正常

运转，各单位的干部职工们坚持白天工作，夜间炒面。为

了保证炒面的质量，沈阳市专门整理出一个炒面材料，分

发给各单位作为参考标准。“各单位接得任务后，情绪甚

高，不眠不休数十天如一日，有秩序而负责的进行工作，

均视为政治任务，各单位首长均能亲自动手检查，从未稍

怠。”[4]志愿军对干菜的需求量虽没有炒面和煮肉数量那

样大，但干菜的加工需要群众性的翻晒，要完成晒干菜的

任务，除动员农民将手中现有干菜拿出支援部队外，还需

要再动员农民进行翻晒，以保证干菜供应。

粮食是志愿军的生命线，粮食安全是各单位炒面煮

肉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为了防止特务从中破坏，各单位

负责炒面的人员全部为党团员及积极分子，并由机关负

责人领导。“各单位必须保证熟肉的质量，并在政治上负

绝对责任，煮肉时必须派负责人进行监督、检查、保密工

作。”[5]为了保证炒面的质量，炒好之后要随时交由当地的

卫生检验部门进行检验，以防止不熟和变质。

二、炒面煮肉 标准严格

炒面是中国北方非常常见的一种传统速食方便食

品，由各种粮食磨成粉，混合炒制而成，以水混合之后则

可食用。各种粮食的混合比例因地区不同而有一定差异，

而供给志愿军的炒面则有着严格的规定。“炒面成份及其

混合比例：白面 25%、苞米面 20%、高粱米面 44%、黄豆

面 10%、芝麻 1%、盐 0.5%，以上几种成份混合炒熟。”[6]面

粉炒制过程中会出现减量的情况，为了保证炒面的质量，

东北粮食管理局制定了严格的减量标准。“减量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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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即每百斤生面炒成熟面为八十斤，经实验材料，减

量情况大多为 17%左右。此项规定 20%即为最高减量，

各市不得超过。”[7]刚开始炒面的时候，是将各种面粉混合

后炒制而成。但是按照这种方法炒制一段时间之后发

现，不熟或者炒过火的情况频繁发生，炒面的质量得不到

保证。后来对炒面程序进行了修正，要求由直接炒面改

为先炒原料，炒熟的粮食再磨成炒面。各种粮食要分别

炒，杜绝炒不熟的情况发生，确保炒面质量达标。

为了方便行军，志愿军的炒面袋都是统一标准制作。

“为炒面包装适应前方携带便利起见，昨经军区后勤指定

将原炒面包装（五斤）布袋（净长三尺、净宽五寸）规格，改

为净长五尺、净宽三寸五分（亦装五斤），但袋口需缝二寸

之斜边。”[8]折合成厘米计算，志愿军战士的炒面袋长 165

厘米，宽 11.5 厘米，呈细长筒状，行军打仗时可以斜挎在

肩上，携带方便，取用也方便。炒面里可以适当加入盐、芝

麻以及糖等作料，用以调节口味。原来炒面袋子宽度更大

的时候，芝麻、盐等辅料是不混合在面里的，而是另外包

成纸包。后来因布袋规格变更，不易单行包装，于是决定

将芝麻、盐等按比例混合到炒面内，不另包纸包。

煮肉的原材料是牛肉、猪肉，程序和质量也都有严

格的标准。“煮肉标准：（1）熟肉每块大小以一斤为原则，

不宜过大或过小。（2）按十斤生肉以四两盐、五钱大料煮

成熟肉。（3）不要头爪和大小骨（只要净肉），毛要去净。

（4）以煮熟为原则，不宜过烂。（5）煮熟后晾干，待冷（最好

隔宿）装箱，并要注意卫生。”[9]煮肉时可以直接用酱油煮，

并规定每二斤生肉交回一斤熟肉，这是最低标准。志愿

军收购的干菜品种以豆角、茄子和萝卜条为主，其中萝卜

条的数量不能超过 1/3, 质量上要求干净和十分干燥，防

止装包之后变质霉烂。

志愿军的粮食种类相对比较单一，但也是受环境所

迫，在条件稍微允许一点的情况下，后勤人员总是想方设

法为志愿军改善伙食。毛主席在得知志愿军供给困难营

养不良的时候，关切地说：“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给战

士们每天吃一个鸡蛋，这我们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吧！”[10]610

鸡蛋是有的，只是运到前线很困难。后勤人员几经琢磨，

最后将鸡蛋做成鸡蛋粉供应前线部队。到战争后期进入

阵地战，后勤补给相对稳定的时候，花生、黄豆、新鲜蔬菜

及动物肝脏等营养食品也从国内运往前线，只是数量非

常有限。

1950 年 12 月 10 日，沈阳市委在给东北局的总结报

告中汇报了七天内的煮肉炒面成果。煮肉任务是熟猪肉、

牛肉共 42000 斤，实际完成数量是 44510 斤，炒面任务

400000 斤，在汇报之时已完成 360000 斤，其余数字预计

一二日内即可完成并超过任务数量[11]。1951 年 10 月，东

北军区后方勤务部给东北人民政府发函，请求协助解决

冬季军需肉食问题。10 月 5 日提出需求，要求 11 月 20

日、11 月 30 日各交付煮熟猪肉 500 万斤，12 月 10 日交

付 1000 万斤，12 月 20 日再交付 500 万斤。两个半月之

内，东北人民政府需要为志愿军提供 2500 万斤的煮熟

猪肉[12]。1951 年，沈阳市完成炒面任务 2910715 斤[13]。在

今天，一个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一天的生产量便可达

万吨，我们难以想象出物资匮乏且机械化水平极其落后

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民为了保证志愿军的军粮供

应，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三、改进后勤 保障供应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方武器装备水平与美军相比差

距悬殊，制空权更是被敌方牢牢占据。志愿军刚入朝时，

敌军投入朝鲜战场的各种飞机有 1100 余架，其中直接

用于支援其地面部队的仅占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都用

于破坏志愿军的后方。志愿军入朝时共有运输车 1300

多台，第一个星期就损失了 217 台即总数的 1/6，其中

82.5%是被敌机打毁的。在前三次战役期间，东北军区后

勤部向前线运输的大批物资，由于敌机轰炸，大部分被积

压在鸭绿江边和铁路沿线，不能及时运到部队。第四次战

役开始时，敌人参战飞机由 1100 架增加到了 1700 架，

由对后方的普遍轰炸，转到重点破坏我军的运输线，车辆

和物资损毁严重[14]572。

志愿军没有防空力量的保障，公路运输线长达数百

公里，后方供应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七十到达前线，百分

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每次战斗发起前，除汽车装满、

马车装足外，人员还加大携带量，一个战士携行量达六七

十斤。然而，即便志愿军战士在战斗开始前将随身携带的

炒面袋子装满，也只能保障七天的口粮。过了七天，粮食

和弹药都需要补给，否则就会严重影响部队的作战。敌军

经过几次战役的摸索，掌握了志愿军供给的规律，针对

“七天攻势”的特点，部署有针对性的战术。因为供应困

难，前线志愿军的口粮常常只有单一的炒面，“一口炒面

一口雪”就是志愿军日常饮食状况的真实写照。因为营养

成分单一，严重缺乏维生素，造成大量的志愿军战士得了

口角炎、夜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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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事档案管理系

统质检软件，与省、市质检软件一致，对保质保量及时完

成数字化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地企协同发力，助推档案移交

1.积极对标交流。2020 年 5 月，应鞍山市国资委的

要求，矿业公司机关代表鞍钢集团迎接鞍山市国资委组

织的 40 多家企业观摩学习，并做经验介绍。

2.主动联络协同。鞍钢集团积极与省市档案部门沟

通，在档案整理、数字化、验收、移交过程中，取得地方的

大力支持。同时，辽宁省、鞍山市也高度重视鞍钢集团的

档案规范化整理工作，从档案的规范化整理、数字化、实

体档案移交验收等方面形成集成服务模式。在验收标准

不降低的前提下，简化验收手续，提高验收效率。在人事

档案存放方面与地方互相配合，签订人事档案代存服务

协议。

在辽宁省、鞍山市档案管理部门的全力支持和鞍钢

集团全体档案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鞍钢集团顺利完

成了退休人员人事档案规范化整理和移交工作。鞍钢集

团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档案支撑。

战场供应有着特殊的含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

吃、有人、有弹药就行了那么简单。筹集物资是后勤的工

作难点，但在朝鲜战场上，顺利地把准备的物资运到指定

地点是难上加难。洪学智将军在回国向周总理汇报志愿

军后勤供应的问题时提到：“志愿军没有防空力量，公路

运输线长达数百公里。第三次战役时，前面兵站与后面

的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间空虚，前后脱节。另外，

后勤高度分散，也没有自己独立的通信系统，常常联络不

上。”[15]566 为了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的困难，1951 年 5 月

19 日，中央军委作出《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

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朝鲜境内一

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后勤司令部根据战局的发展情况，

并结合战场的各种现实条件，提出了一种分区供应与建

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方案，大大解决了战场供应困

难的问题。

运输的问题解决后，粮食的保存也是一项难题。敌

军深知部队没有补给就没有战斗力，疯狂对志愿军集结

作战物资的地点进行空袭，我们的后方遭到了敌人连续

不断的、毁灭性的轰炸。为了保存物资，志愿军后勤部队

开始大规模建设地下仓库和挖掘开式的半地下库。地下

洞库建成后，志愿军的储备能力大大增强。后来，毛主席

知道了这个方法，在开会时高兴地说：“吃的问题，也就是

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不晓得挖洞子，把

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的粮

食，都有仓库……”[16]614

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时刻，粮食的筹集、运输和保存等

各个环节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在中国人民强大

的意志和无尽的智慧面前，再大的困难都能够想尽办法

克服。大后方的民众节衣缩食夜以继日为前方将士准备

粮食，战场上的后勤人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把粮食送到

前线志愿军的手中。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只为了

心中共同的信念，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上接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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