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郊“临时前沿指挥部”
10 月 12 日，郑州市管城区南部

的十八里河村，正在拆迁旧村、建设
新城，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指着村里
一条南北路对记者说：“当年这里有
一个干店（价格便宜的路边简易小
旅店），邓小平就是把这里当成前沿
指挥所，通宵指挥解放郑州的战
役。”

“当时解放军部队就驻扎在十八
里河村郊，路边一个用土坯茅草搭成
的干店被临时征用，成为邓小平的前
沿指挥所。”权曾力，管城区委党史研
究室主任。

“十八里河村位于郑州南郊，距
郑州市区只有 18 里路，新郑公路南
北穿村而过，107国道由东北向西南
贴村而行。该村地处官道要冲，再
加上有寨墙（护村小城墙）防围，可
攻可守，是兵家常驻之地。郑州沦
陷时，日军一个旅在此驻扎；郑州解
放前，国民党66师和47师先后在此
长期驻防。”

“得中原者得天下。”当时中国
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战略进攻阶
段，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说：“解决中
原就等于解决了全中国。”郑州地处
中原腹地，为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
交会点。在解放战争时期，郑州是
国民党军向延安、华北等解放区进
攻的重要基地，其战略地位重要性
不言而喻。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主
席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
战方针》，指示“刘伯承、陈毅、邓小
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1948 年
10月，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
副司令员陈毅指挥 4 个纵队围攻据
守郑州的国民党军，以牵制开封、商
丘的国民党军，为发动淮海战役创
造条件。

“在 10 月 21 日这一天下午三四
点钟，从十八里河村南边开来一支
部队。大家都喊着‘八路军（解放
军）来了’！”十八里河村村民连德林
回忆说。

这支解放军队伍正是为解放郑
州而来，当天傍晚驻扎到了十八里
河村寨墙外的村郊。

战争结束之后，由于风吹日
晒，年久失修，再加上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解放郑州前线指挥部
早已不存在。现十八里河村内、
新郑路东有一条南北路，遗址就
位于此路南头。

“这条路解放后修了四五次
了。”十八里河村的一位老人说。

由于之前并不知道那个“干

店”作为文物遗址如此重要，这
个前沿指挥所旧址早已被拆除。

“该指挥所旧址作为重要党
史事件和机构旧址，是解放郑州
战役的重要见证。郑州战役是毛
泽东主席亲自部署，邓小平政委、
陈毅副司令员亲临前线指挥的。
邓小平同志在这里为解放郑州运
筹帷幄了一整夜，具有很高的历

史文物价值。”管城区委组织部的
同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所以我们建议在十八里河
村指挥所旧址处修建解放郑州
纪念碑一座，以铭记此遗址和郑
州解放这一重要史实。同时也
可对此加以利用，作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重现解放郑州的壮阔
场面，以此激励中原儿女。”

“知道吗，昨晚咱村来了个
大官！”1948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随着“郑州解放了”的消息传来，
这句话也在十八里河村传开。

据十八里河村村民任松林回
忆，21日傍晚，他和他伯父碰到一
个“小个子”军人，穿着灰色军大
衣，脖子上挂了副望远镜，后边跟
着几个兵。军人走上前询问：“老
乡，寨上的三个大碉堡是谁修
的？”伯父告诉他是老日（日寇）修
的。军人点点头在前面走了。

任松林看他挺和蔼，就悄悄
问后面的兵那个低个子军人是

谁？他们说是 2 号（邓小平同志
的代号）。当年任松林也不明白

“2 号”是什么意思，直到解放后
在电影上看到这个军人，才知道
是邓小平同志。

秦岱，中原军区侦察员，郑
州解放后第一任市教育局局
长。记者在《郑州战役资料选
编》中，找到了秦岱发表的《忆郑
州解放前后》一文。在文章中他
回忆道：“……半夜来到一个村
庄停下来，我们在路沟里待命。

‘2号’就在附近的一座茅屋里指
挥大军，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天大亮，负责组织行军的同志过
来了。他说：‘逃跑的敌人全部被
歼，这里是十八里河村，距郑州还
有20里路，同志们上车吧！’我们
争相登车，向着郑州前进！”

“我就此事与秦岱先生翔实
地讨论过，落实了具体的时间和
地点。村民们说的一点也不错，
当天邓小平同志确实在我们村里
住过并指挥郑州战役，十八里河村
确实‘来了一位大官’！”连德林说。

对此，中央军委专门派人赴
十八里河村考证，并最终肯定了
这一论证。

大军并没有进村，而是露营
在十八里河村寨墙外的村郊，临
近老新郑公路一带。“没有征用
民居，没有向村民强抢补给，也
没有征用村民去干活。”

但村民们心里还是有点忐
忑不安。国民党刚从这儿撤走
没几天，在他们口中，八路军被
形容成“青面獠牙、无恶不作、杀
人不眨眼的土匪”。

心里最没底的要数连德林
一家——明天大哥就要办喜事
娶媳妇儿，看这架势能顺利吗？
直到天黑，他们才鼓起勇气，准
备了些办喜事用的烟酒食物，挑
到部队驻地，说明情况，请求准
予第二天办喜事。

一位“首长”接待了连家一
行。问明情况后“首长”和蔼地

说：“我们是解放军，是来解放郑
州的。喜事按农村规矩该咋办
咋办，礼物都拿回去，部队有‘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解放
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我一听，不恶啊，送东西不
要，说的话也贴近群众，哪儿有国
民党宣传得那么凶狠。回到村里
大家都来打听，我说我们见了首
长，觉得挺好的，大家不用害怕。”

第二天天亮后，干店的主人跟
村民说：“干店里的灯亮了一夜。
天一亮，部队就悄悄出发了。”

邓小平、陈毅于 22 日晨在
十八里河的“临时前沿指挥所”
发出攻城命令，挥师郑州。

根 据《郑 州 市 志》记 载 ，
“1948年10月22日，郑州守敌弃
城北逃，被我主力部队夹击全

歼。”
“22 日夜里 12 点，邓小平、

陈毅率指挥部队进驻郑州市原
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继续指
挥部队作战。战斗主要在邙山
头和黄河大桥进行，解放军全
歼邙山头及黄河铁桥守敌 1.1
万余人。”王久，解放郑州战役
绿城战友会会长，解放郑州战
役中他在 9 纵队作战并立一等
功。“郑州的解放，对支援淮海
战役，迅速解放全中国，有着重
要的作用。”

22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亲自为新华社起草消息，宣布郑
州顺利解放。

同日，十八里河村连德林大
哥的婚礼，也在解放郑州隆隆的
炮声中顺利举办。

“昨晚咱村来了个大官！”

隆隆炮声中的婚礼

旧址已消失，建议立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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