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在白山市区西郊的浑江
区七道江村，有一个场地狭小的旧
式四合院，正门上方悬挂着“七道
江会议纪念馆”的牌子。75年前，
在这里召开的一次仅有 22人参加
的军事会议，让这个院落和七道江
村名扬中外。

近日，记者走进这里，近距离
感受烽火连天岁月中那个一锤定
音转危局的历史时刻……

“如果当年没有七道江会议就
不会有四保临江战役的存在；如果
没有四保临江战役，就不会有整个
辽沈战役的胜利。由此可见，七道
江会议是整个解放战争的基点。”
讲解员郭美晶指着纪念馆里东北
战场敌我分布情况沙盘讲解，七道
江会议的位置和作用就大致清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
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撕毁了《停战
协定》，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悍
然发动了内战。饱受十四年苦难
的东北人民，刚刚从日本侵略者铁
蹄下站起来，尚未喘息，又再次陷
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的国
民党，调集了约60万兵力，大举向
我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制定了

“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
针，企图先占领我南满根据地，解
除后顾之忧，再集中兵力进攻北
满，妄图最后独占整个东北。

面对强敌压境，我军遵照党中
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
东北局“七七决议”的方针，相继退
出了四平、吉林、长春等城市。东
北民主联军总部以及第一、二、六
纵队撤至松花江以北，也就是当时
的北满，第3、4纵队撤至吉沈线以
南的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南满，当
时的辽宁安东省委、省政府等党政
机关、工厂、野战医院、学校，都被
压缩在临江、长白、抚松、靖宇（濛
江）四县的狭小区域内，临江一时
成为南满中共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中心。整个南满上空乌云密布，
情况岌岌可危。南满以临江为中
心的四县根据地是“撤”还是“留”
成为决定南满命运的关键，也是东
北形势好转或恶化的关键。

守住临江，可以牵制国民党
军，使其在东北分兵两处，为歼灭
敌军创造条件；可以给坚持敌后斗
争的中共地方游击队提供有力依
靠。

面对岌岌可危的南满局势，北
满总部即刻召开了东北局和东北
民主联军联席会议，会上，时任东
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的陈云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

兼参谋长的肖劲光，听到关于南满
的情况后，临危请命，要求到南满
支持危局，经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批
准，陈云和肖劲光于 1946年 11月
3日离开哈尔滨，辗转近一个月的
时间，于11月27日到达临江，同时
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共同领导
根据地人民，拉开了坚持南满斗争
的序幕。

陈云与肖劲光到达以后发现，
形势比想象中的更加严峻，美式装
备的敌军 10万压境，而我军主力
部队却只有三四万人，时至数九寒
冬，部队缺衣少食，环境艰苦，物资
匮乏，有的战士连棉衣棉帽都没
有。部队本着“不拿老百姓一针一
线，不占老百姓一房一屋”的原则，
战士都露宿在冰天雪地中，所以战
役还没有打响，就冻死冻伤了很多
人，而南满再成为东北主战场的同
时，也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最为艰
苦的岁月，而七道江会议就在此时
召开了。

1946年 12月 11日，辽东军区
在四纵的前敌指挥所临江县七道
江村（今浑江区七道江村）原通明
碳矿办公室召开了辽东军区师以
上干部会议，史称“七道江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辽东军区司令
员肖劲光、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萧华、副司令员程世才，辽东军区
参谋长罗舜初、副参谋长吴克华，
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唐凯，3
纵队司令员曾克林、副政治委员刘
西元，4纵队政治委员彭嘉庆、副
司令员韩先楚及 3纵、4纵师级干
部。时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辽东
军区政委的陈云一开始没有出席
会议，因为这是一次纯军事会议，
议题就是如何打退敌人的进攻，保
卫南满最后一块根据地——临
江。“坚守南满，牵制敌人”这是陈
云、肖劲光来南满的使命，也是他
们商定好的会议议题。可是，会议
讨论时，却扭转了议题，提出了坚
持不坚持南满的问题，而且多数人
主张放弃南满北上。

13 日下午，敌人开始准备进
攻，会议对去留意见问题还统一不
起来，具体作战方针也无法确定，
于是，肖劲光给在临江的陈云打电
话，请他到会拍板定夺。

陈云连夜赶到会场，他全面听
取了两种不同意见后，便循循善诱
地说：“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
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一条尾
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尾巴，那就
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
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

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
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
巴是个关键。”最后，他加重语气
说：“我们不走啦！一个人也不走，
都留下来打。我们要在长白山上
打红旗，摇旗呐喊！如果这个决定
做错了，所有责任由我一个人承
担。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
敌！”

会议在作出决定后的第三天，
“四保临江”战役就打响了，而此后
的 108天里，南满我军在北满部队
的配合下奋力抵抗，成功击退了国
民党军连续四次进犯。战役共歼
敌 4万余人，收复县城 11座，成功
粉碎了敌人的战略企图，扭转了东
北战局，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东
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
反攻，为辽沈战役和东北解放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七道江会议’留给后人很多
宝贵的经验，核心是要像革命先辈
那样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执行民主集中制，要把握好三个着
力点，首先是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的真理，转化为多数人的思想认识
和自觉行动；其次是要克服极端民
主化和武断集中化问题；最后就是
敢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白山市
志研究专家董新春表示，70多年
来，“七道江会议”一直是白山市各
级党组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纯洁
党性的一面镜子。

前来参观的七道江村村委会
主任王玉仑每年都要和同事一起
来纪念馆接受教育。他说，每次来
这里都有新的收获，作为“七道江
会议”这片土地的后人，在新时代，
继续传承革命先辈精神，勇于担
当，不忘初心，为实现乡村振兴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作为浑江区惟一的省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将
充分发挥‘收藏、展示、研究、交流、
教育’功能，全面提升宣传教育、文
物保护、旅游服务功能，全力将纪
念馆打造成为白山市重要的城市
名片。”七道江会议纪念馆馆长苗
丽辉说。

“山河无恙，国富民强。”75年
前，革命先辈怀着这样的梦想，战
斗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今天，站在
浑江北岸远眺，南岸边庄严肃穆的
七道江会议会址清晰可见，不远处
的跨江大桥车来车往，村边的设施
农业大棚连绵起伏，眼前清澈的浑
江水静静地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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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党史守初心
——走进“七道江会议纪念馆”

□ 王春宝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浑江专刊

“七道江会议纪念馆”是中小学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区内机关单位每年都会来纪念馆参观学习

域外机关单位前来学习

企业来纪念馆开展团建活动

参观单位主题党日活动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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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崔学伟，

坐落：辉南县杉松岗新民街，
(回迁卓越家园 C5 栋二单元
107 室,回迁面积：41.48 平方
米)建筑面积：30 平方米，用
途：住宅，回迁协议号：000536
号。由崔石继承该房屋。其
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此相
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
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
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
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
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声明
孙毓泽将吉林师范大学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小学教育
免 师 专 业 2019 级
201942070236 号 学 生 证 遗
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21年 4月 22日股

东会决议，柳河铭大二手车经
销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30万元
人民币，现予以公告，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
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联系人：周保健
联系电话：15044542888

2021年4月22日
声明

孙 忠 和（身 份 证 号 ：
22051919****213673）购房收
据遗失，房屋坐落：北部新城
2 苑 B-1-703，面积：70.01 平
方米，金额：壹拾伍万叁仟玖
佰叁拾元整（153930.00），交
款日期：2017 年 8 月 3 日，收
据编号：3517329，收款单位：
梅河口市吉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北部新城棚户区改造
办公室，声明作废。

声明
吉林靖宇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开立的
结算账户靖宇县锐天牧业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为 ：
0760204011015200002298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622MA17F77M0K，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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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地区代理：王聪
13278177607

柳河地区
13844559606
省内其他地区

0431-805637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