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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25日至8月4

日，第15兵团14军131师两

个团、广东军区江防部队

和其他配属部队，以5艘炮

艇、16艘登陆舰艇和8艘运

输船的兵力，历经数十次战

斗，重创拥有美制舰艇30多

艘、总吨位数百倍于我的万

山群岛国民党守军，使其撤

回台湾，一举解放万山群岛

和广东沿海全 部岛屿。此

役是人民海军建立后协同

陆军进行的首次登陆战役，

也是海军第一次海战胜利，

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海军和

守岛部队，为我陆海联合登

陆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1950年5月—8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陆、海

军各一部在广东省珠江口

外，对国民党军据守的珠海

万山群岛进行了进攻作战。

万山群岛有48个岛屿，

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居香

港与澳门之间，扼广州门

户，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海防

要地。主要岛屿有垃圾尾

（今桂山）、外伶仃、东澳、

三门、大小万山岛和担杆、

佳蓬列岛等。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

解放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

桂永清曾亲自抵达垃圾尾

岛并部署了万山群岛防御，

同时组 成“万山防卫司令

部”，由海军第3舰队代司令

齐鸿章兼任司令，统一指挥

由海南岛撤出的海军第3舰

队及原第4巡防处、海南岛

秀英巡防处、海军陆战队1

个团和青年军第208师1个

营、其他步兵6个连以及原

驻该群岛的“广东突击军”

等共4000余人，舰艇30余

艘，企图控制进出香港、澳

门的主要航线，封锁珠江

出入海口，阻止人民解放军

解放万山群岛。

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南

军区关于解放万山群岛的

指示，解除华南沿海海上

交通障碍，决定“力求早打

快打”，集结部队，乘国民

党守军立足末稳，奔袭泊

地，逐岛攻击，稳步前进，

全歼守军。令第44军第131

师（师长 刘 永源）所属第

392、第393两个团为主攻部

队，配置广东军区江防部

队（中南军区海军前身）、

珠江军分区炮兵团、第132

师炮兵营、中南军区炮兵

100毫米加农炮连、第50军

无坐力炮连、第130师步炮

连，总兵力1万余人，5艘炮

艇、11艘登陆艇、8艘运输

船等。为统一指挥，在兵团

副司令员兼广东军区江防

部队司令员洪学智指挥下，

成立了以131师为主的联合

指挥所，由陆军第131师师

长刘永源、副师长邵震、参

谋长张怀礼、政治部主任

李长如和广东军区江防部

队副政委黄若萍、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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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章、政治部主任邓楚白

等人组成。指挥所设在中山

县（现珠海市）唐家湾，5月

8日参战部队在中山县沿海

集结。

5月2 5日凌 晨 2 时，第

131师等攻击 部队 乘坐登

陆输送船在火力支援船队

的配合下由唐家湾起航。

拂晓前，担负火力支援任

务的“解放”号 炮 艇首先

突入垃圾尾泊地，对国民

党 海 军 舰 艇 实 施 猛 烈 袭

击，“桂山”号登陆舰在锚

地外堵截，经1个多小时激

战，击沉其炮艇1艘，重创

旗舰“太和”号护卫舰，击

伤登陆舰、扫雷舰各1艘，

齐鸿章受重伤，其余舰艇仓

皇撤逃。同时，“先锋”号、

“奋斗”号炮艇在牛头岛以

东海域与国民党海军2艘炮

艇遭遇，当即将其击沉。随

后，登陆部队先头2个营在

青洲、三角等岛登陆。垃圾

尾岛守军趁夜撤逃。在敌

反扑战斗中，我“桂山”舰

舰长池敬 樟光荣牺牲，炮

手伤亡过半，运载的两个加

强排也有很大伤亡，舰体因

弹药爆炸燃烧起火。在此

危急时刻，我海上指挥员决

定在多钧庭湾抢滩登陆。

登陆后，指战员在郭庆隆副

团长的指挥下与敌奋战一

个多小时，大部分同志壮烈

牺牲。“解放”艇与敌舰艇

激战中，副队长林文虎牺

牲，艇体被炮弹击穿100多

个洞，但该艇仍英勇奋战，

奇迹般地突破敌火力封锁

线，机动灵活地从垃圾尾

和中心洲间的狭窄水道冲

出，坚持航行，顺利返航。

26—28日，登陆部队

相继占领牛头、垃圾尾、蜘

洲、大碌、大头洲等岛。28

日，国民党海军从台湾增援

护卫舰2艘、登陆舰2艘、扫

雷舰4艘和炮艇数艘，连日

在小青洲、牛头岛以北海域

游弋，炮击人民解放军已占

各岛和输送船队。

30日下午，已登上三角

岛和大头洲岛的人民解放

军炮兵向国民党海军发起

炮击，先后击伤国民党军舰

3艘。

6月5日，登陆部队占领

东澳及大、小万山和白沥、

竹洲、横洲等岛屿，迫使国

民党军退守至三门、外伶

仃、担杆等岛。国民党海军

从台湾续调第1舰队驱逐舰

和炮舰共3艘增援万山群岛

作战。除以主力舰艇守卫担

杆列岛外，还派出大小舰艇

10 余艘，游弋于外伶仃和

三门岛海域，企图引诱人民

解放军于海上决战。登陆

部队于6月26日夜登上三门

岛，连夜架设火炮，并部署

舰艇隐蔽进入伏击海域。

27日凌晨，解放军以猛烈火

力袭击国民党海军在外伶

仃锚泊和在海上游弋的舰

艇，激战5小时，击沉其炮

艇1艘，击伤驱逐舰1艘、扫

雷舰和炮艇各2艘。随后登

陆部队于7月1日占领外伶仃

岛，8月3日登陆担杆岛，8月

4日占领佳蓬列岛和直湾、

北尖和庙湾等岛，8月7日攻

占蚊 尾洲外围，国民党军

舰队逃往台湾。至此，除尾

蚊洲（1950年12月7日解放）

外，万山群岛宣告解放。

万山群岛战役历时75

天，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万山

群岛各岛屿，共毙伤俘国民

党军700余人（其中毙伤第

3舰队500余人，俘虏190余

人），击沉其舰艇4艘，击伤

11艘，缴获艇船11艘。解放

军伤66人，阵亡299人。万

山群岛的解放，打破了国民

党军对珠江口的海上封锁，

对于巩固华南海防、保证海

上渔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万山群岛的 解放，打

破了国民党军对珠江口的

海上封锁，对于巩固华南

海防、保证海上渔 业生产

和交通运输的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万山群岛战役的胜

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依

托万山群岛、封锁珠江口、

策应内地叛乱、反攻大陆”

的美梦，为珠江口构筑坚固

屏障，巩固了新中国的海

防，为我军陆海联合作战

提 供了有益经验。毛泽东

同志对此役予以高度评价：

“这是人民海军首次英勇

战例，应予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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