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战时刻的隐秘较量 ——三大战役期间我军卓越的军事

保密工作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

略决战。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下，人民解放军用短短 142

天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三大战役的筹划和实施过程中，

我军保密部门紧密配合，严格保守了战略意图和军事行动秘密，保障了

中央军委作战方针的圆满实现。 

 

辽沈战役 

东野大军隐蔽南下出敌不意 

早在 1948 年 2 月，毛泽东就提出了辽沈战役的基本构想，即“封

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逐步明确由东北野战军（以下简称东

野）主力南下北宁线，首先攻占锦州，实现“关门打狗”。东野主力长

途南下奔袭北宁线，全程将近 1000 公里，敌人一旦察觉并从中阻击，

将影响战役成败。因此，做好保密工作成为战役准备的重要内容。东北

局社会部发出紧急指示：“整个军运过程必须保密。只有绝对的保密，

才有军运的安全；只有绝对的保密，才能出其不意把部队运到锦州城下，

增加攻下锦州的胜算；只有干扰敌人的视野，造成敌指挥机构的错误判

断，才能实现瞒天过海巧运兵的计策。”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东北

铁路管理总局联合成立了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统一领导军运。 

 

 



解放军攻克锦州 

从 9 月初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利用夜色掩护，秘密沿

西线向锦州和各个集结地开拔。与此同时，铁路沿线实行严格的军事

管制和邮电检查，停止铁路客运售票，强化户口管理措施，不给敌特

以活动空间。  

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保障下，东野主力顺利南下，于 1948 年 9 月 12

日发起北宁线作战，一举攻克锦州。据被俘的国民党守将范汉杰回忆，

由于中共严格的保密措施，他始终搞不清东野部队的准确番号和兵

力，也无从判断东野的企图。蒋介石也对东野主力动向判断不清，对

或撤或守犹豫不决，最终陷于全局被动。  

 

东北人民欢庆解放 

淮海战役加强通信保密赢得信息优势  

淮海战役的设想是 1948 年 9 月 25 日由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的，

并很快得到采纳。9 月 27 日，国民党军第 7 兵团司令黄百韬致所属各

军的密电被我军破译，从中得知，第 7 兵团将开往新安镇附近地区。

毛泽东说：“这份情报来得正是时候，对淮海战役的首战决策很有帮

助。”10 月 11 日，中央军委在发出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

确定：首先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目标，然后再歼两淮（淮阴、淮安）



和海州（今连云港）之敌。此后，我军又连续侦获国民党军兵力调动

情况，毛泽东于 11 月 1 日和 7 日亲自起草电报，指示华东、中原两个

野战军扩大原定的战役规模。在通信保密领域的斗争中，我军技高一

筹，对保证决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前线总指挥委员会委员合影 

同时，我军通信部门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千方百计避免电讯信息

泄露。战役开始前，华东野战军各电台统一更改了呼叫密码，调换了

人员和机器。部队行军途中，为避免电台位置移动被敌人测向发现，

要求各纵队电台每移至新驻地，均须架线守听，但不准开机呼叫，只

有在听到本部电台呼叫有报时，方可回答，以确保行动之机密。  

1948 年 11 月 6 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在围歼杜聿明集团的过程

中，我军通信部门体现出极强的保密意识。我军将敌人 3 个兵团严密

包围后，发现敌人对我行动了解得很详细，于是立即组织力量研究分

析泄密原因，并果断采取措施：对电话线路派出警卫武装，沿线日夜

巡查以防窃听；对总机值守人员加以审查，选择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充

任；尽量减少电台电报来往，利用徒步或骑兵传递，电台多听少呼；

传达部署任务时，除必要部分外，禁止全文下达，并严格使用部队代

字、代号；加强阵地前沿警戒，严查往来出入人员。1949 年 1 月 12

日，杜聿明集团全军覆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杜聿明被俘 

平津战役 

毛主席亲自设计瞒天过海之策  

1948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对东野入关作出明确部署，并着重强

调了行动保密。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

地的 5 个纵队“取捷径夜行晓宿荫蔽迅速行动”，同时指出，东野指

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

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

播。各部行动均注意荫蔽。”  

12 月 1 日，新华社和《东北日报》发出消息，说 11 月 30 日林彪

在沈阳参加庆功祝捷大会，《东北日报》还刊登了林彪和罗荣桓在会

议上的照片。当时暗藏在沈阳的国民党特务立即向南京发出密电，报

告说林彪还在沈阳。蒋介石和傅作义据此判断，东野的主力尚在关外。

其实，30 日晚，东野司令部就离开了沈阳，林、罗、刘等领导人乘吉

普车直奔锦州方向，并于 12 月 7 日到达了蓟县的预定指挥所。  



 
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猛攻 

东野提前入关，完全出乎敌人预料，也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平

津一带的国民党军从“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插翅也难飞了。

傅作义气愤地质问蒋介石：“你不是说林彪尚在沈阳吗？难道他会分

身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