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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临时中央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
策，指示中央红军“首取赣州”。

3月7日，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以红军失利宣告结束。
苏区的中央局江口会议后，红军总政治部得到情报，粤军
企图进攻苏区，巩固闽西苏区当即成为苏区中央局急需考
虑的重要问题。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审时度势，同
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
改为东路军，挥师闽西，以巩固和扩大闽西苏维埃区域。

3月下旬，毛泽东随红一军团进入福建长汀深入调研，
综合分析时局，深感巩固闽西苏区，打击入侵粤敌，必须
“打出外线”。

3月30日，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
“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
展开时局”。周恩来对此十此重视，由瑞金赶到长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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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红一军团由长汀经白砂向龙岩、
漳州开进。

4月10日，在龙岩以西的小池歼守军一
部，接着攻击考塘。

4月14日，红五军团由江西省新田经上
杭到达龙岩城，与红一军团会合。东路军随
即决定，以第四、第十五军和第三军（欠第
八师）攻歼漳州守军；以第十三军驻守龙岩，
保障东路军主力侧后安全，并维护龙岩至漳
州交通；闽西军区红十二军活动于武平、上
杭地区，牵制粤军，配合主力作战。

战役路线



4月15日，东路军主力到达漳州附近的金山、龙
山和马山地域。漳州守军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主力，
其第一四六旅配置在天宝镇，第一四五旅余部配置在
南靖（今靖城镇）地域，师直属队一部和地方保安队
等位于漳州市区。

4月17日，红十五军以一部牵制宝林桥守军，掩
护主力渡过永丰溪，占领了南坪、内洞地区。

4月19日拂晓，东路军对漳州外围国民党军发起
进攻，红四军首先突破十二岭、风霜岭，主力乘胜向
天宝镇方向扩张战果；红十五军在红四军一部协同下，
迅速攻占榕子岭、笔架山；红三军主力及时从左翼投
入战斗，当日占领天宝镇和南靖，在漳州以西茶铺地
区击溃由漳州出援的国民党军一部。当日晚，漳州守
军残部分路向漳浦、诏安方向撤退，东路军于20日8
时占领漳州城。

战役路线



福建漳州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
东路军攻克漳州。因当时进漳红军大部
分是江西、湖南、闽西人，与漳州人语
言不通，李兆炳自告奋勇给红军当翻译，
解决红军宣传工作中遇到的语言障碍。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
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
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2年6
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李兆炳

战役青年



战役青年

福建长汀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杨成武于1929年
参加革命，1932年漳州战役中任政委，
因红32团团长伤病住院，年仅17岁的杨
成武扛下指挥重担，打败国民党军张贞。
杨成武曾任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代总参谋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指挥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获得一级
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等荣誉。
2004年2月14日，杨成武逝世。

杨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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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意义

巩固和扩大了闽西苏区，发展了闽
南地区的游击战争。

漳州战役后，红军部队把缴获的大
批金银及武器弹药，运送到中央苏区的
长汀和瑞金。汀州中华苏维埃银行福建
省分行，将从漳州收缴和筹集的大量金
银，举办了一个“金山银山”展会。从
此，苏区人民对中华苏维埃银行制发的
钞票、公债更有信心，大大促进了认购
公债、存放款、兑换货币等工作的开展。

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
副旅长以下1674人，缴获各种枪2140支
（挺）、各种炮6门、飞机2架，同时筹
款百万银元，扩军上千。

成果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