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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的七大军

区，是根据国家行政区划和战略战役

方向、作战任务等因素设置，是介于

中央军委、总部与部队之间的一级军

事组织，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负责

所属部队和单位的军事、政治、后

勤、装备工作。军区主要负责制定部队

战备、作战及后备力量建设的规划，进

行战场建设，组织指挥军区内的诸军

种、兵种联合作战，实施联勤保障等。军

区实行全面负责，既负责行政领导，也

负责作战，还负责后勤与装备。

七大军区的现任司令员中，有两

位是上将军衔，五位是中将军衔。他

们都是“50 后”，出生时间在 1952 年至

1955年之间，大都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

验，有些人还经历过战火硝烟的考验。

““5050后后””

仲仲 华华

现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中将人如其名：他1954年出生在广州一个军营

里，父母都是军人，因此得名“粤军”。军人家庭的出身对刘粤军影响很大，

父辈嘴边的战斗故事令他十分神往。 16岁时，刘粤军如愿入伍，成了“塔山

英雄团”的一名步兵。在这支组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部队里，刘粤军一干

就是 19 年。1979 年 2月，身为连长的刘粤军参加了广西方向的对越自卫反击

战，著名的法卡山战场上曾留下他的身影。他在战斗中荣立二等功，还登上了

《解放军画报》的封面。 1993年，刘粤军调任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主任。1994

年，他又成为123师的师长。1998年的抗洪救灾，是解放军运用部队规模最大

的一次非战争行动，刘粤军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那时，他正在休假，从报纸

上看到洪水肆虐的情况时，他估计很可能会有任务，就提前赶回了部队。果

然，抗洪救灾的任务来得非常突然，军区首长直接打电话给刘粤军说：“你们

师出动需要多长时间，你们自己定。”仅仅在受命一个半小时之后，刘粤军的部

队就发出了第一趟专列，到达指定地点比预定时间提前了8小时，正赶上第六

次洪峰来临的危急关头。1999年，刘粤军调任驻澳门部队首任司令员。长

期的基层部队生活使他对战士非常有感情，“以情带兵、以礼带兵、以己

带兵”成为他一贯的作风。当驻澳门部队进行30公里越野时，司令

员刘粤军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在这期间，刘粤军晋升少将军

衔，此后他升任广州军区某集团军军长。2007年，刘粤军

跨大军区交流至兰州军区，任参谋长，并成为副大

军区级将领，晋升中将军衔。2012 年，

刘粤军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刘粤军：曾在法卡山战场奋战

现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中将 1952年生于

浙江杭州。他 17 岁入伍，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

经历过野战部队、军区机关等多个岗位的历练。

王教成曾历任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南京

军区三界训练基地司令员、南京军区军训部部长

等职位。2005年 7月，王教成任陆军第 12集团军

军长，2007年12月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2009

年7月，王教成晋升中将军衔。 在担任南京军区

副司令员期间，王教成主管战区民兵预备役、人

防等工作。为弄清基层实际，他经常下基层调

研，提出指导性意见与具体工作方案。王教成

还摸索出关于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防空力量建设

发展的新思路，主张在信息化条件下，必须

按照体系作战的要求，将预备役部队和民

兵防空力量“统起来抓、混起来编、合

起来训、联起来用”，实现后备防空力

量之间的优势互补，加速后备防空

力 量 整 体 作 战 能 力 的 形 成 。

2012年10月，王教成出任

沈阳军区司令员。

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中将 1952年 2月出生于浙江诸暨。他 1970年
入伍，历任排长、连长，参谋，副处长、处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集团军参谋
长、副军长，大军区副参谋长，集团军军长等职位。2007年12月，张仕波任驻香
港部队司令员。在任驻港部队司令员期间，张仕波积极推进战备工作，官兵综
合素质不断提升，其陆军部队在参加广州军区比武竞赛中连续两年获得总分第
一名。张仕波还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注重提升驻军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的能力。他大幅度调整更新驻港部队陆海空三军的主战装备，使部队的作战能
力实现了整体跃升。2009年 7月 20日，张仕波晋升中将军衔。2010年 6月，为

纪念香港回归祖国怀抱13周年，张仕波领导驻港部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海空
巡逻联合演练行动。这次联合演练在装备及兵力投入、演练科目及陆海

空协调次数方面，创下了 1997 年解放军驻港以来历次演练行动之
最。2012 年 10 月，张仕波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成为第一

位直接从驻港部队司令员升任大军区司令员的解放军高级
将领。同时，他也是继刘振武之后，第二位升任正大

军区职的驻港部队司令员，而且是直接出任
北京军区司令员，这在军中极为

罕见。

坐镇七大军区坐镇七大军区

现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中将原名赵中奇，1955年生于黑龙

江宾县，是现今七大军区中最年轻的司令员。1970年入伍的赵宗岐

同样是战火中走出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赵宗岐16岁入伍，年纪轻

轻就表现出了机警果敢的才能，先后成为侦察班班长、代理排长。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赵宗岐奉命随部队突破越南西线，

参加了攻打老街、柑塘、沙坝的战役。身为侦察股长的赵宗岐足智

多谋、身手敏捷。1986年至 1988年，赵宗岐被保送到解放军外国

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学习。毕业后，他到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担任

武官。1989 年，赵宗岐被调回国内，在某部队任师参谋长。1990

年，总参谋部下令成立现代化独立“山地旅”，赵宗岐成为首任旅

长。1998 年，赵宗岐升任西藏军区副参谋长，随后成为参谋

长。 赵宗岐兴趣爱好广泛，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镜头捕

捉军营生活。2006年，赵宗岐还被《士兵突击》剧组聘为军事
顾问，指导塑造了男主角“许三多”这一深入人心的形

象。此后，赵宗岐先后在第14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
担任军长，并于 2007 年升任济南军区参谋长。

2009 年，赵宗岐晋升中将军衔。2012 年 11月，赵宗岐当选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并升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现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上将 1954 年生

于福建泉州。他 16 岁时入伍，从普通战士做

起，曾任班长、排长。后来，他又先后担任了军

区参谋、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

部长等职。 除了丰富的基层经验，蔡英挺还有

一段珍贵的秘书经历。1995年至 1996年的台海

危机期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赴福

建沿海指挥军事演习。当时还是某师副参谋长

的蔡英挺，因为能力出众，被选调到张万年身

边任秘书。 2011年7月，蔡英挺调任解放军

副总参谋长，成为当时军内最年轻的正大军

区级将领。2012 年 8 月 20 日，在南海和钓鱼

岛争端升级的情况下，蔡英挺出访美国。在

与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卡特举行会晤

时，蔡英挺明确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

把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

对象，日本非法侵占钓鱼岛改变不了

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这被外界视

为“中方的强硬表态”。由于曾长

期在南京军区服役，蔡英挺非常

熟悉台海及周边海上军情。

2012 年 10 月，蔡英挺重返

南京军区，任军区司令

员 。 2013 年 7 月 31

日，蔡英挺晋升上

将军衔。

现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上将 1953 年
生于江苏金坛，1972年 12月参军，曾长期在
兰州军区任职。1998年6月，徐粉林出任陆军
第 47 集团军参谋长；2002 年 1 月，他接替常
万全出任第 47 集团军军长。2004 年 7 月，徐
粉林调任陆军第 21集团军军长。2006年，徐
粉林在 《光明日报》 发表了题为 《孙子兵法
与信息时代军事斗争准备》 的文章，探索中
国古老的军事思想在当今信息时代军事斗争
准备中的应用问题。 2007 年 7 月，徐粉林
由大西北的兰州军区调往广州，接替当时
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峰辉，任广州
军区参谋长。2009 年 12 月，他升任

广州军区司令员，成为当时最年
轻的大军区“一把手”。2013

年 7 月 31 日，徐粉林晋
升上将军衔。

各军区下辖部队中的著名部队

沈阳军区的第 39集团军是解放军陆军重装的三个快
速反应集团军之一（另两个为第 38 集团军和第 54 集团
军）。第39集团军装备先进，是全机械化部队，属于重要的
战略预备部队。北京军区的第38集团军被称为“王牌中的
王牌军”。第38集团军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色，有“万岁军”
的美誉，其进行的松骨峰阻击战成为作家魏巍笔下《谁是
最可爱的人》的主题。济南军区的第54集团军是赫赫有名
的“北伐铁军”。该集团军下辖的127师是解放军历史最悠
久的部队，即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被誉为“铁军”。
后来的南昌起义、飞夺泸定桥都有第54集团军的身影。广
州军区的第41集团军前身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4纵队。在
塔山阻击战中，第4纵队伤亡过半仍死守塔山，直接决定了
辽沈战役的胜利结局。后来，第41集团军的一部组建成为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一部分。成都军区的第13集团军号
称“山中猛虎”，是全军中最擅长山地、高原、热带丛林作战
的甲类集团军。该集团军还是近60年间所有集团军中参与
作战任务最多的。

王教成：多岗位历练，精通作训

张仕波：从驻港部队到北京军区

赵宗岐：指导塑造“许三多”
赵宗岐：指导塑造“许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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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粉林：将《孙子兵法》与现实结合

蔡英挺：台海危机中表现出众

据《环球人物》报道

李作成：29岁入选十二大主席团

现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中将 1953 年出生，湖南安化
人，1970年入伍，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的李作成
指挥果断、英勇善战。在一次战斗中，他身体多处受伤，坚持不下火
线，率领全连官兵血战 26个日夜。此后，李作成所在连队荣立集体一
等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尖刀英雄连”，李作成本人被中央军委授予

“战斗英雄”称号。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29岁的李作成入选为主席团成
员。 1994年 6月，李作成奉命率部抗洪抢险，所在师被中央军委记集体
二等功。1995年初，李作成被评为全国“百佳公仆”。1998年8月，长江
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李作成奉命再次率领部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先后
转战湖南、湖北等地的 11 个县市，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1.7 万余
人，排除大小险情140多处，确保了大小堤垸 （音同“院”） 280多
公里万无一失。在这期间，已经任第41集团军军长的李作成冲在
救灾前线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媒体镜头中。2007年，李作成调
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09 年晋升中将军衔。2013 年，
成都军区原司令员李世明年满65岁退役，副司令员
李作成接任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