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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南下精神与党史文化 

—以解放战争后期山东南下干部入浙为例 

李立军 

【摘 要】 解放战争后期 ，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山东有 8000 多干部南下到浙江，为浙江的革命、建设和改

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这些南下干部身上体现出“忠诚于党，公而忘私；不怕牺牲，迎难而

上；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顾全大局，患难与共”的精神，丰富了党史文化的宝库，也成为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这种精神仍然值得学习、宣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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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后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中共中央华东局从山东解放区抽调 1.5 万名干部南下，其中有 8000 多人进入浙江，

为浙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些南下干部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忠诚于党，公而忘私；不怕牺牲，迎难

而上；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顾全大局，患难与共”的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也丰富了党史文化的宝库。 

一、南下精神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事业而形成和发展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身所蕴含的文化。它伴随着党成立 90 多年来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的

伟大实践而形成并发展。南下精神就是在解放战争后期所形成，并伴随着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不断发展。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做出了从老解放区选派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1948 年 

10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估计从 1948 年 7 月至 1950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

将可能夺取大约包含有一万万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的和大的城市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并在这些新的

区域建立政权。这些区域共需各项干部共约 5.3 万人左右。《决议》 要求华东地区准备 1.5 万 名干部 ，这些干部 ，“应包括

军事工作（为建立军区 、军分区及地方部队所必须的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 党务工作，机要工作，政府工作，工、农、青、

妇、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管理工业），财政工作，银行工作，贸易工作（管理贸易局）， 通讯社及报纸工作以及为办大学

和党校用的学校教育工作等项干部，不可缺少。每项工作干部的比例，亦须适当配备”
①
。 

根据中央的要求，1948 年 12 月，中共华东局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

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 12 月 25 日，中共华东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

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就华东地区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具体分配，准备这 1.5 万名干部全部从山东解放区抽调。 

当时，山东解放区设有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行政区
②
，每个行政区都有完整的党政军机构(区党委、行政主任

公署、军区)。行政区下面设专员区(亦称地区)，每个专员区也有完整的党政军机构(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专员区下边设

县(党政军领导机构分别为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大队)，县下面又设区，区下边设乡，乡管理村。因此，从党政组织体系

来看，山东解放区是非常完备的。正因为如此，它也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抽调干部南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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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抽调干部，一开始就是成建制的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抽调南下。这种抽调方式， 

既便于在行军时管理组织人数庞大的干部队伍，也有利于迅速在新解放区开展接管、建政等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成建制的抽

调，非常符合迅速接管新解放区的形势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

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到 1949年初，华东局分配给山

东各战略区的抽调任务基本完成，相应的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1949 年 2 月 初 ，根据中央电令，华东局南移临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一带），所抽调的南下干部也随之南移。到 3 

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南下干部等，陆续从四

面八方汇聚到临城地区，分布于临城沙沟镇、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 在这里，这些干部被编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 4 个

支队，并在这里接受学习培训。 

1949 年 4 月 20 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1 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前沿阵地全线崩溃。南下干部也随着

野战军部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他们或帮助筹集粮草，或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或收缴武器弹药，或帮助打扫战场。

这为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加速向前推进，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 4 月 30 日开始，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陆续渡过长江，陆续到

达丹阳。丹阳位于江苏省境内的沪宁线上，当时华东局党政机关驻扎在这里。 

早在 1949 年 2 月， 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就已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负责筹备接管

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任务就是把调赴浙江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工作，争取一到浙江，就能按省、

地、市、县成套的班子迅速撒向全省各地。5月 3 日杭州解放后， 南下干部就被陆续分批送到浙江。5月 15 日，中共浙江省

委召开南下干部各大队负责人会议，由省委书记谭震林主持，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做“浙江省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省委组

织部部长杨思一布置了工作任务。随后，南下到浙的干部就分往各地。 

接管浙江的南下干部，主要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第一支队（主要是鲁中南区的干部）和第三支队（主要是渤海区的干部），

有先纵财办的 1051 名、鲁中南区的 4656 名和渤海区的 2877 名，共计 8584 名
③
。 这些干部先后被分配到中共浙江省委、

杭州市军管会及浙江所属各地工作。“浙江当时共有 11 个地区，有材料表明，其中 10 个地区接管后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

基本上都由南下干部担任”
④
。这也是为何浙江多山东人的原因之一。 

南下干部到浙江后，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由战争环境变成了和平环境；其身份发生了变化，由战斗者变成了浙江的建设

者；其工作任务也发生了变化，由革命变成了建设。 他们很快熟悉了浙江的环境， 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建

立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上可知，南下精神诞生于解放战争后期南下干部南下过程中，发展和完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自然而然是党

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南下精神的主要内涵是构成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党史文化一般表现在物质、 制度和精神等三个层面上，以精神层面为核心。体现在南下干部身上的南下精神，与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都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其内涵也是

构成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这些内涵主要体现在： 

（一）忠诚于党，公而忘私 



 

 3 

山东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时，刚刚经过八年抗战、3 年半解放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亟需休养生息，当地自身的建设也需

要大批优秀干部。南下干部之所以响应号召，舍小家顾大家，公而忘私，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南方工作，扎根建业，源于他们对

党和事业的无限忠诚。虽然南下对许多革命老区的干部是一次艰难的选择，但是当全国的革命形势需要他们放下儿女亲情，远

离故乡热土南下开辟新解放区时，他们就纷纷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革命征程。南下的命令一下，许多人就纷纷报名，要求参加

南下的队伍，有的人第一次报名不被批准，就先后几次报名，直到批准为止。“如利津有位党员干部因年龄稍大，未被批准急得

痛哭流涕。蒲台县委有个秘书，原命其留守，后因需要，领导上突然通知他南下，使他连回家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二话没

说打起包裹跟上队伍就走。沾化有两个青年干部，因系独子未被批准，他们不甘放弃，当队伍出发前夕，得知出现缺额时，便

抓住机会坚决要求补缺，组织上感其诚，终使其如愿以偿。类似生动事例各县都有，不胜枚举”
⑤
。“干革命不分江南江北”、“听

党指挥”成为当时南下干部的口头语，激励着他们前行。 

（二）不怕牺牲，迎难而上 

南下前，山东多数地方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干部群众大多已经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南下，绝不仅仅意味着要放弃这种安

定的生活，还意味着要面临牺牲的危险。这对南下干部是一次艰难的选择。他们听从党的召唤，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征程，远

离故土南下开辟新的解放区。但是，到了新解放区，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多。第一，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如山东

解放区吃小米，而浙江却大多吃大米。第二，形势不稳定，任务千头万绪，剿匪、建政、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发动群众

等等，都需要南下干部去面对。第三，经济千疮百孔，基础薄弱。 据有的南下干部回忆，他们接管的时候，一个镇政府里，除

了一把烧水的水壶外，什么都没有。 第四，干部奇缺。当时接管浙江的干部，“包括随军南下的 8000 人，不超过 11000 人。 

全省 3 个中等城市、10 个地区、近 70 个县，每个县只能分配 70 多名干部”
⑥
。 

尽管面临这么多困难，但是南下干部靠着不怕牺牲，迎难而上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革命和建

设的胜利。如当时浙江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基地，蒋介石在解放前夕曾亲手布置大批潜伏特务和股匪，加上地主恶

霸武装、惯匪等，共约 5 万人，主要分布在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浙西地区、以天台山为中心的浙东地区、以江山为中心的浙西南

与闽赣交界处。1949 年 7 月底至 8 月下旬，匪特趁野战军继续南下、地方工作队尚未组建完成的空隙，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

反人民的破坏活动，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疯狂地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反攻。1949 年下半年，匪特袭击和破坏县区乡各级人

民政府机关达 120 余次，杀害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 1165 人，其中乡以上干部 350 人
⑦
。 肃清匪特，既是全省人民的迫切要

求，也成为南下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 他们在省委的领导下，配合野战部队、公安机关和广大民兵，在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剿

匪斗争。自 5 月至 8 月，全省“共歼匪一五九股，击毙匪大队长以下一千四百三十六名，俘匪大队长以下一万二千七百八十

九名，争取投诚者一万零一百三十七名，共歼匪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名。缴获迫击炮二十四门，六○炮十八门，轻重机枪五五

九挺，长短枪千余枝，各种子弹六十九万余发，炮弹一万五千余发，电台十二部及其他物资甚多”
⑧
。这与南下干部的贡献是分

不开的。 

（三）开拓进取，与时俱进 

南下干部从北方来到南方，从农村来到城市，迎接他们的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而是光怪陆离、灯

红酒绿的诱惑。虽然他们在临城集训时，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学习了解接管、建设新区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知

识，但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城市生活，仍然是“杯水车薪”，难解燃眉之急。 面对全新的环境，不同的领域，南下干部不

断开拓进取，善于学习，遵循客观规律，不断改正自己，勇于探索创造，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终于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和现代

城市管理者。南下干部的成长历程，浓缩了新中国建立过程中，我党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军事斗争到政权、

经济、文化建设转变的过程。如山东淄博南下干部翟翕武，本来对搞工业一无所知，“连马达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 南下后

却被要求负责组建浙江麻纺织厂，制造麻袋，以解当时军粮民食所用。受命后，他团结带领一群干部、技术人员，边干边学，

在干中学，干学结合，终于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建成了浙江麻纺织厂，并通过反复试验，生产出质量比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英国绿

杠麻袋还要结实的麻袋。以后，他又受命寻找、恢复龙泉青瓷，他也是不辞劳苦，跋山涉水，想方设法，终于恢复了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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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引起当时世界的轰动。南下干部这种与时俱进，在新的环境中不断更新自我，开拓进取的精神，是我们重温南下这段历

史的最珍贵的现实意义所在。 

（四）顾全大局，患难与共 

南下干部到浙江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要处理好与当地坚持干部的关系问题，这“是有关我党我军在解放全省的战斗中统一

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键问题，是有关我军与全省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
⑨
。为了处理好南下干部与当地坚持

干部会师后的团结问题，中共华东局、中共浙江省委曾先后下发《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关于南下干部

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关于会师团结问题的再次指示》，要求南下干部“以在北方遇事尊重地方党，重视本

地干部的整风态度”去对待当地坚持的干部，要求双方不能因对方的某些弱点而互相看不起， 双方应该主动的多接近多商讨，

互相交换情况，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加强团结，一致努力，去完成当前党的伟大任务。南下干部也顾全大局，自觉注意团结

问题，与各路干部患难与共自觉做好会师后的团结工作。如渤海区的一部分南下干部，原本是安排接管上海的，他们被抽调出

来随军支前筹粮，在完成任务后，根据华东局通知到达杭州。但此时杭州干部已有所安排。中共浙江省委决定这些南下干部全

部分配到温州工作。这些南下干部就先乘火车到达金华，从金华步行经永康、缙云、丽水、青田转乘小船到达温州。而此时温

州已经解放，原来在浙南坚持革命斗争的同志已开始了接管工作。省委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决定第 4 大队留一部分人员在温

州地区分配工作，一部分人员到丽水地区分配工作。这样，4 大队的部分干部是上海不留到杭州，杭州不留到温州，温州不留

到丽水，他们千里跋涉，身体非常疲惫，但他们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而是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分配，折返丽水。 在以后的漫长

岁月中，南下干部与当地坚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患难与共，团结奋进，为建立和巩固新解放区，为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南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诞生于解放战争的烽烟战火之中，代表着一个杰出的英雄群体。在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

向城市、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伟大历史时期，他们抛家舍业，随解放大军挥师南下，解放城市，接管政权，清匪除霸、恢复

生产、发展经济，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无论是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还是在紧张的新区工作中，那些南下干部所面临的绝不仅

仅是泪水与汗水的付出，还要经历各种生死的考验。他们有的牺牲于行军途中的意外，有的在工作中遭到敌人的暗杀，他们用

宝贵的生命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用殷红的鲜血浸染了共和国的旗帜。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南下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宣

传和发扬。 

三、促进党史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应大力发扬南下精神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自然离不开党史文化的发展和引领。 中国共产党既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

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 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

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因此，在促进党史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

作为党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南下精神，也应得到广泛宣传和发扬。 

作为党史重要内容的南下历史，作为党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南下精神，长期以来这个专题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随着国

内首部聚焦南下干部的史诗电视剧《南下》的热播，反映南下历程、总结南下精神的著作、活动也随之多了起来，南下干部的

故事、南下精神的研讨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南下干部为国家建设大计，忍痛舍爱毅然南下，他们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舍小家为大家，以大局为重，这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精神。 虽然“今时不同往日”，我们今天的形势与南下干部当时面对

的形势已大不相同，但是南下干部身上所展现的“南下精神”却未过时，“忠诚于党，公而忘私；不怕牺牲，迎难而上；开拓进

取，与时俱进；顾全大局，患难与共”的精神依然值得学习、宣传和发扬。 

要学习、宣传和发扬南下精神，从党史工作的角度出发，笔者以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征集史料。 史料是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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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宣传、教育的基础，是推动党史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虽然南下的史料已有很多，南下的基本过程也已经清楚，

但还有许多细节性史料并未被发掘整理出来。 以南下干部入浙为例，其名单就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留下完整的名单，就

连数字也有出入。随着大部分南下干部年事已高，有的已经过世，征集南下史料的工作就显得更加紧迫，更加刻不容缓。二是

加强研究。现在关于南下的书籍、影视作品已有不少，但也存在很多错误或“以讹传讹”的成分。 因此，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基

础上，要加强对南下历史的研究， 更好地总结提炼和宣传发扬南下精神。 三是加强协作。 当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抽调南下

干部的省份不光有山东，还有河北、山西等省；南下干部所遍及的省份也很多，不光有浙江，还有上海、福建、湖北、湖南等。

因此，应该加强南下干部涉及到的省份的协作，做到资料互享，信息互通，从而更好地把南下历史研究好，把南下精神学习、

宣传好。 

注释： 

① 中 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 年 ）》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10月版，第 426－431页。 

② 1948年 7月 ，鲁中、鲁南、滨海三个解放区合并为鲁中南解放区，位于胶济路以南、陇海路以北、山东省中南部。 

③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分配报告》（1949.5.10——5.23两周报告）。 

④ 山东省档案局编著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37页。 

⑤ 《随军南下简史》编写组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随军南下简史》，浙内出准字（98）199号，第 5－6页。 

⑥ 《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 337页。 

⑦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浙江剿匪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4页。 

⑧ 《浙省斗争形势大大改变四个月歼土匪两万余》，《人民日报》，1949年 10月 8日，第 2版 。 

⑨ 《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28 页。（本文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助理研究员浙江

杭州 3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