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练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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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在赵北口村住了几天，访贫问苦，忆
苦思甜，帮老乡晾晒鱼干，搓玉米棒子。晚上，男生
们经常偷偷跑到白洋淀里去滑冰。”随后，天南大附
小的同学们，基本按照来时的路线返回：赵北口村
—煎茶铺—胜芳—杨芬港—杨柳青—天津。

“前后拉练一共 15天，来回行程 400多里
路。”徒步行军过程中，“吃、住、走、打”等拉练内
容，清晰地刻在许椿的脑海里：

第一天，从天津走到杨柳青，33里路，大多数
人累得半死，开始有人脚上起泡了。那天住在杨
柳青中学，有现成的食堂设备，不用临时挖灶。炒
菜除了老师，大家都不会，但是和面、剁馅儿、包包
子大家在家里都干过，于是就包包子。男生一人
发6个，女生发3个，个别男生有吃十几个的。

第二天，走到杨芬港，还是 30多里路。有
些人就吃不住劲了。

“从杨芬港开始，住在老乡家，我们也学着

当年老八路的样子，给老乡挑水、打扫卫生，一
个个肩膀压得红肿。”

第三天，在杨芬港休整，请老八路讲游击战打
鬼子的故事，请民兵连长讲军事技术，瞄准、拼刺。

第四天走到胜芳，第五天走到煎茶铺，路程
都是30多里，上下午各走两三个小时。

许椿所在的炊事班，每天要给全连做三顿
饭，“一般就是蒸馒头、蒸窝头、包包子、煮稀饭，
基本没有炒菜。发馒头、窝头时，每人再发几根
咸萝卜条。”

第五天晚上，上演了前文中的“深夜演习”那
一幕。

“我们在路上碰到不少拉练的学生队伍，大
都是京、津的学生。”许椿说，“当时说全国 7亿
人民大练兵，这有点夸张。但学校野营拉练确
实是从1970年底开始的，直接原因就是毛主席
的11·24批示。”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苏军在
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10月，全军进入战
备状态，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军事，注重战争，
准备打仗，采取积极防御的战备思想。

野营拉练序幕由部队率先开启。
1969年 11至 12月间，沈阳军区某师将部

队拉出营房，进行“千里野营”。与此同时，新疆
军区、济南军区的一些部队也开始拉练。

1970年2月，毛泽东在总参谋部关于新疆、
沈阳、济南 3个军区野营拉练情况的报告上挥
笔批示：“这样训练好。”

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向中央递交了
一份关于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其中提
到，卫戍区组织了13个团，进行1000里和2000里
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6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
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

1970年 11月 24日，毛泽东这样批示：“全
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大、
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
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
（例如1/4，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

中央当即召集京津沪等地代表，就野营拉
练问题座谈。《周恩来年谱》中记录，周恩来接见
进京出席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强调开展野营拉
练“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自觉自愿”，“不
能给人民增加负担”。

12月8日，周恩来将中央要求“全国各族人
民要以毛主席11月24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
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的通知稿送呈
毛泽东，毛泽东作出第二次批示：“如不这样训
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各地纷纷成立“野营拉练
指挥部”，全国掀起野营拉练潮。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每个班一支枪，空枪没子弹

“11·24批示”一出，天津高校立马行动。
“指示传达没有两三天时间，大学教师就

出动拉练了。站在南开大学的大中路旁，看
着一队队背着背包、脸盆、花花绿绿宣传品的
眼镜们列队行军，真是热闹。”许椿说，到了11
月底，中学生也开始拉练。

根据当时中央的通知，大中城市学校的
野营训练，可在寒假或者暑假期间分批分期
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
学生，每批二三十天。

1970年底，野营拉练在全国渐次铺开：
11月 27日，沈阳市革委会召开全市电话

会议，决定先在 6个工厂和中学试点，拉练地
区在沈阳市郊区各县。

野营活动大体分 4个单元：政治教育 10
天，军事训练4天，劳动7天，行军7天，行程三
四百里。

12月 15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实
行野营训练的通知》，成立野营训练指挥部。

北京市教育部门安排，中学在春节前的1
月进行，小学六年级在春节后的 2月进行，五
年级以下的学生不进行长途拉练，只到近郊
走走，当天返回。

拉练前，整编队伍、全副武装是两个必不
可少的环节。

“完全仿照部队编制，三个教学班（各40
多人）合编为一个连，每个教学班就是一个
排。连长由男班主任、教珠算的马老师担
任，指导员由女班主任、教语文的田慧珠老
师担任。学生里的红小兵大队长当副连长，
中队长当排长、排副，小队长当班长、班副，
其余都是战士。”因为出身不好，许椿既当不
成红小兵，也当不上普通战士，最后被安排

到炊事班。
至于武器，“每个班一支枪，空枪没子弹，

晚上站岗吓唬人用。枪都是杂牌，有三八大
盖，有汉阳造，最好的是捷克762，还有的干脆
就是气枪、运动枪。”许椿说。

当时，即使在部队，武器装备也显得紧
张。曾在某装甲兵技术学院培训的罗燕明
说：“拉练多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1970年
冬天，北京到了-17℃左右，雪地住宿、露营都
是训练内容。

因为经费紧张，枪里一般没有子弹，当时
坦克开1小时就耗费200多块钱，部队规定一
个驾驶员一年只能开8小时坦克。可以想象，
拉练时驾驶装甲车的时间并不多，更多的时
间是在帮老乡维修拖拉机等机具。”

“一直到1974年，每年学校都会组织一次
野营拉练。不过那么远的没有了，多数在天
津西郊区范围之内，个别会走到河北霸县。
夜间紧急集合也搞过，但是像我们第一批那
样的长途急行军、强行军再也没出现过。”在
许椿的记忆中，1974年下半年，中小学校不再
搞野营拉练。

据《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称：“截至1974年
11月底，全市共有307万人参加了野营训练，
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
力、物力的浪费。”

“现在回想发生在战备年代的野营拉练，
强度高、条件艰苦，是当今生活条件好的人们
无法想象的事情。”许椿说，1979年天南大附
小解体了，当年担任连长的马老师两年前去
世，“我今年51岁，同龄或者稍大些的这代人，
野营拉练是我们的共同经历。”

据《瞭望东方周刊》

1970年12月初，华北陷入寒冬，气温较往年偏低。
某天深夜11点，紧急集合的号声，震动着河北省霸县冰冷异常的空气。“同学们！不，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命令，有

一小股美蒋特务在白洋淀地区空降，上级命令我连以急行军的速度，连夜奔袭90华里，在明早6点以前赶到目标区域，围歼
这一小股美蒋特务！出发！”说话者名叫田慧珠，她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小学”（俗称天南大附小）六年级班主任，此
刻，她担当的是全校野营拉练队伍的指导员。“那一个晚上啊，地上是冰雪，周围是浓雾，100多个十几岁的小孩，疯了一样在
冰天雪地的黑夜里奔跑！”

当时读五年级的许椿回忆说，“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哭，没有一个人抱怨。”这群娃娃第二天6点半到达目的地
河北省安新县东部的赵北口村时，创造的是接近强行军的成绩。“因为走错了路，7个半小时行军110里，相当于1.3个马拉
松，平均时速14.67里。”许椿计算着。“在乡村小道上，背着39斤的负重，深一脚、浅一脚，这样超长距离的跑步，让我再重复
一次，恐怕完全不可能了。”许椿认为当年的“壮举”，靠的是“精神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