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08 2024年 10月 15日 星期二 责编：兰宇 苟江华 马万其

● 第 二 二 四 七 期 ●
理论版投稿邮箱：gsrbllb@163.com

电话：0931-815944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

陕西省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甘肃和陕西交界地

区，领导陕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斗争

创建起来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先后经历了寺村

塬、照金、南梁三个发展阶段。到 1935 年 6 月，由陕

甘边区和陕北苏区合并而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辖

域范围南北 500 余公里、东西 250 余公里、总人口超

过 100 万，主力红军达到 5000 多人，成了当时全国

“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

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开辟，离不开满足农

民“ 平 均 地 权 ”的 渴 求 。 陕 甘 边 区 位 于 偏 僻 山 区 ，

交通不便且土地贫瘠，红军建立之前当地地权不均

问 题 非 常 严 重 。 如 陇 东 庆 阳 、华 池 的“ 八 大 家 ”就

控 制 着 两 县 大 部 分 良 田 ，而 陕 西 淳 化 、三 原 、耀 县

各县土地基本掌握在两三个大地主手里。总体上，

能 耕 种 的 土 地 高 度 集 中 在 占 人 口 不 到 10% 的 地 主

富农手中，而占 90%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面对地

主阶级对土地的高度垄断，满足农民的土地渴求就

成 为 开 辟 革 命 根 据 地 最 有 力 的 政 治 动 员 。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陕 甘 游 击 队 建 立 后 ，每 到 一 个 地 方 ，便 领 导

群 众 开 展 打 土 豪 、分 浮 财 活 动 ，进 行 分 粮 、分 地 、分

牛 羊 的“ 三 分 ”斗 争 ，使 当 地 农 民 群 众 看 到 了 希 望 ，

受 到 了 鼓 舞 。 从 1933 年 开 始 ，边 区 领 导 人 深 入 发

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按照家庭

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土地，优先照顾贫雇

农 。 陕 甘 边 区 苏 维 埃 政 府 成 立 后 ，刘 志 丹 、习 仲 勋

等 领 导 人 借 鉴《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土 地 法》并 结 合

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土地

政 策 ，将 地 主 和 富 农 的 牛 羊 土 地 一 齐 分 、田 地 青 苗

一 齐 分 ，指 导 土 地 革 命 的 全 面 开 展 。“ 打 土 豪 、分 田

地 ”运 动 ，打 破 了 这 一 地 区 数 千 年 以 来 的 封 建 土 地

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使得广大贫雇农的经济地

位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激发了他们投

身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巩固根据地奠定了

良好群众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边区

政府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

命根据地大都处于山大沟深的偏僻地区，经济发展

落后是共同特点。在这种条件下，因地制宜开展经

济 建 设 ，就 成 为 根 据 地 兴 衰 成 败 的 关 键 所 在 。 以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坚持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还以发展农业生产为重

点 ，以 盘 活 商 品 交 易 为 桥 梁 ，以 提 高 人 民 群 众 生 活

水平为目标，积极组织边区军民开展了各项经济建

设。无论是红军经营“公田”以减轻群众负担，兴办

“小牧场”和组织“互助合作社”，还是设立集市活跃

经 济 ，发 行 边 币 支 持 内 外 交 流 ，都 是 苏 维 埃 政 府 结

合实际情况进行的有益创新，赢得了边区群众真心

拥护。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有效提高了边区军民

的 物 质 生 活 条 件 ，有 力 回 击 了 国 民 党 的 经 济 封 锁 ，

为根据地发展壮大提供了经济支撑。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

信任和支持是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革命先辈们在

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和革故鼎新的革命实践中铸就

“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

容的南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发展和区域化

的体现，也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取向贯穿根据地建设始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我们提

供的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始终做到改

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

研部教授

一切为了人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
陕甘边红军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一带诞生、发

展、壮大。在党的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

领导人坚持对部队指战员素质进行改善和提升，取得

了相当成效。综合来看有如下特点：

一是有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与借鉴。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基本

上遵循着党领导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后建立革命武装

规律。20 世纪 30 年代初，随着红四军的发展壮大，

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尤其是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和

精神影响逐渐拓展，远在西北的陕甘边红军也受到了

影响。阎红彦回忆说：“陕西省委给我们带来了毛泽东

同志写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党内的

错误思想》的决议，并介绍了江西苏区红军的一套制

度，比什么都重要。大家看到这个如何建设革命队伍

的文件，高兴极了，就像一把钥匙，使我们的头脑顿时

开了窍，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红军的建军原

则来建设游击队，开始注意纠正部队中的绝对平均主

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及党内其他许多错误思

想。接着就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部队很快持续

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无论是在部队的建设方面和群众

工作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是部队工农成分增加、政治工作转好与根据地

的创建、扩大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长期流动作战

会影响红军部队政治教育工作效果。1932 年 3 月，陕

甘游击队各大队设立政治委员，“此后在深山中几日天

天行军，一切政治教育都感觉到紊乱而无系统。每日

忙于士兵相互间纠纷及其他复杂问题的解决，实际上

收效也很小。”在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相继创建并扩大后，红军部队有了进行休整

的相对稳定后方，能够正常开展政治工作，有时间与机

会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还可以开办学校来培训指战

员、培养政治干部，从而进一步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随着根据地各种建设的开展及对苏维埃、土

地革命的宣传，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参加红军。如，1932

年 12月，照金根据地的青壮农民和灾民纷纷参军，红二

十六军组建步兵二连；1933 年 12 月，红四十二师在淳

化、旬邑、正宁帮助三路游击队进行建设，至 1934 年 1

月，第二路游击队给红四十二师输送战士 200 多名、战

马 70多匹，使骑兵团由 2个连扩大为 3个连。

三是克服“左”倾错误影响，走出一条正确的道

路。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中共

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以夺取

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为目标，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

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所谓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也正是在这种影

响中，从 1931年起，刘志丹吸取此前进行兵变的经验教训，走遍陕甘边地区，下

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未能实

现，但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谈到哪里，教育和影响着他见到的每

一个人。正是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尤其是在实际斗争实践中，克服

“左”的和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时刻力挽狂澜；尤其是

在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

方针同陕甘边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政策，独立处

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得到不断改造的红二十六军不断发展壮大，帮助组建

了第二、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及众多地方游击队，主力红军发展到 2000余人，地方

红军发展到 2000余人。1935年 1月，红二十六军与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在陕北

会合，连续解放 6座县城，形成辽阔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

地连成了一片，为日后党中央及各路长征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创造了条件。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处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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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

民的革命实践，是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为大。”在昂扬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征程上，

深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生事业发展密码，具有

深远的现实意义。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生建设的
实践探索和突出成就

20 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陕 甘 边 区 封 建 地 主 残 酷 剥

削、军阀割据横征暴敛、土匪民团相继而起，社会动

荡、民不聊生。立志救民于水火的陕甘边区共产党

人，拉开了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曲折序幕，

托 起 了 百 姓 生 存 底 线 。 陕 甘 边 区 苏 维 埃 政 府 成 立

时，推行民主选举，吸收工农群众参与政权治理，赋

予人民政治权利。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废除

苛捐杂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制定商业、贸易、粮

食 等 财 经 政 策 ，设 立 集 市 ，发 行 货 币 ，活 跃 边 区 经

济 。 发 展 文 教 事 业 ，创 办 陕 甘 边 区 军 政 干 部 学 校 、

列宁小学、成人扫盲识字班，出版《红色西北》刊物，

利 用 墙 报 、秦 腔 等 形 式 ，传 播 革 命 思 想 。 开 展“ 六

劝”活动，推进移风易俗。推广防疫运动，竭力改善

边区医疗条件。实施社会救济，对红军家属和孤寡

残疾者优先照顾。

习仲勋说：“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

情。”在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陕甘边根据地

和陕北根据地合并形成的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

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成

为党中央、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后来八路军主

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日后又发展成为党中央

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定不

移走群众路线。陕甘边区共产党人把百姓看作天，

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了权益保障

由无到有、与民关系由疏到亲、边区社会由乱到治的

转变，赢得了民心、站稳了脚跟、壮大了力量。边区

政府的民生事业，极大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

和经济建设，推动商业贸易、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等

社会事业百花齐放，巩固和发展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改善了边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生建设的
现实启示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总结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民生建设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领

导。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把党的全面领导

贯彻到民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群众路线是基本途径。坚定的群众路线是陕甘边

区星火燎原的重要因素，也是新时代做好民生工作必

须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眼睛不离群众，心里装着群

众，人民群众就会永远跟党走。

勤政廉洁是必然要求。陕甘边区共产党人廉而不

言贫、勤而不道苦，即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绝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事业关键在

人，关键在有一支忠诚无私、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党

员干部队伍。

心系人民是关键支撑。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 。 从 边 区 干 部“ 逐 家 逐 户 访 贫 农 ”，到 红 军 战 士

“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从“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就 是 我 们 的 奋 斗 目 标 ”的 庄

严承诺，到“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的谆谆嘱托，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共产

党人执着的使命和永恒的担当。保障和改善民生，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制度建设是着力重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建

过程中，坚持把开辟正确道路和制定有效政策相结合，

及时把成功的探索经验转化为制度政策确立下来，既

维护了边区人民的切身利益，又保障了边区政府的规

范运转。先进制度领航民生工程，方能行稳致远，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为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

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设看如何书写民生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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