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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档案

学的主要特点。历时7个月零6天，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

胜利完成了向大西南进军的任务。随着云南解放，1950

年3月，全校师生到达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并在此

办校。

  培养学员  为建设大西南作贡献

学校迁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后，二野军政大学

四分校计划进行正规训练和教学。由于当时云南刚解放

不久，匪患严重，人民政权建立，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

及其军官的任务繁重，加之这一时段国际形势复杂，邻

国战场硝烟弥漫，海军、空军组建需要大批经过锻炼

的知识青年。于是，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在云南招生

后，一大批知识青年便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开展了为

期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学习。

1950年5月，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举行首期毕业典

礼。校长陈赓勉励学员要把在学校学到的革命知识和受

到的锻炼用到工作中去，为部队和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建

设作出贡献。同时，他还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

记、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概括的西南

地区党政军群面临的“三大任务”：第一项任务要把90

万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改造过来；第二项任务要

把西南各省六千万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清匪反霸，减租

退押，发展生产；第三项任务把二野和西南军区所属60

万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变成工作队，帮助地方建立和巩固

政权，搞好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西南地区的党政

军群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管理好大西南，建设好大

西南，保卫好大西南。毕业分配时，学员们纷纷要求到

边疆去，到战场上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多次更名  推进正规化军校建设

奉中央军委的命令，1950年5月，二野军政大学四

分校改称“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隶属云南军

区。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是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

的延续，校本部仍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内，校长、政

委仍由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兼任。这一时期，西南军区军

政大学云南分校主要任务是教育改造国民党起义官兵。

改造结束后，按照量才录用、各得其所的原则，

除将级军官少数留在部队任职以外，多数集中到云南军

区统一安排。后来，有的将级军官担任了云南省政协副

主席、正副厅长和省、市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务，有的

校尉级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士兵中有的入了党并被提

拔为干部。

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完成历史任务后，按

照第一次全国军校会议和军委关于将各大军区军政大学

及分校改编为步兵学校的指示精神，军校又先后更名。

1951年2月，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奉命改为

“云南军区初级步兵学校”，同年4月，云南军区初级

步兵学校又按照全国军校统一的序列，改称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1952年7月，西南军区根据

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召开学校整编工作会议，确定以第

五步兵学校为基础，将贵州的第七步兵学校之大部合

并到第五步兵学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

学校”，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正规化院校建

设，使学校成为模范部队。

1955年5月，国防部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

学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步兵学校”，更改校名

后继续沿用原第三步兵学校编制体制。1956年9月，军

校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北校场迁出。此后，云南陆

军讲武堂旧址不再办学。

从“历史名校”到“红色军校”，从“革命熔

炉”到“忠诚于党”，从军事学堂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云南陆军讲武堂旧

址每个办学时期都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办学风格和军

事思想，也孕育了厚重的革命救国、建设国家的民族精

神和家国情怀，见证了近代中国革命救国艰难历程和现

代中国军事教育发展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

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我们应充

分用好这个红色基因库，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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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校址，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

学校（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