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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的建设实践及历史启示
1

吴晓荣 万振凡

在农村衰败到惊人地步的背景下和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闽浙赣苏区从精神动力、物质条件、群众基础、工

作方法等方面构筑起一套“争创一流”的有效机制，将闽浙赣苏区建设成为当时全国苏维埃区域唯一的“苏维埃模

范省”，在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经济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与人民军队建设等方面创造了“一等

工作”。闽浙赣苏区建设“苏维埃模范省”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诸多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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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赣苏区（也称“赣东北苏区”）
①
，在中国革命史、苏维埃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六大

苏区”之一，受到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高度称赞，被誉为全国唯一的“苏维埃模范省”。迄今国内外对

闽浙赣苏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闽浙赣苏区通史、某个领域建设成就与经验，以及对方志敏等革命人物的研究方面，系统性、

专题性研究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建设的成果则非常少见。
②
对这一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不仅对进一步推进苏区史研究有着重要的

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我们以“作示范、勇争先”的昂扬斗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也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建设的基础和环境

任何社会样态都是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也是在一定环境之中形成的。闽浙赣苏区领导人方志敏曾深有感触地说：

闽浙赣苏区建设是在“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
[1](P12）

基础上，在“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加”
[1](P49）

的战争环

境中逐步展开的。方志敏的记述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闽浙赣苏区苏维埃模范省建设的历史背景。

首先，从建设基础看，革命前夜的赣东北农村社会非常落后，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建设基础非常薄弱。

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比较客观地揭示了自己家乡———江西弋阳的社会落后和黑暗。他指出，当

时弋阳的政治黑暗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令方志敏印象最深的是，漆工镇警察所一个警察，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集于一身，

成为当地的独裁魔王。经济上，赣东北地区土地占有不均现象非常严重，农民遭受沉重的地租剥削，在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

的压迫下，生活穷苦不堪。文化教育方面，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很低，绝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医疗卫生条件也极差。以方志

敏老家所在湖塘村为例，“房屋多是东倒西歪的……房屋内都是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

臭水满沟。各种各样的虫蚁，到处蠕蠕地爬动”
[1](P11）

。在这样恶劣、污秽的生存环境下，患各种疾病的人自然不少，对社会生

产和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如果说，方志敏对赣东北农村社会的观察结论，是他从革命者视角观察的结果，有可质疑之处，那么，站在革命对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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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也是这种结论，则可进一步证明上述情况就是历史的事实。据 1931 年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的材料记述，这一时期

农业经济整体呈急剧衰落之势，表现有三：一表现为农产物衰落；二表现为荒地增加，耕地减少；三表现为小农经济之急速溃

灭。
[2](P11）

可见，受 1929—1933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赣东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农村、农业危机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

的基础上要脱颖而出，创造苏维埃“第一等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当然，唯如此，方更显模范本色。

其次，从建设环境看，闽浙赣苏区始终处于残酷、紧张的战争环境之中，其模范省建设环境非常恶劣。

在苏维埃模范省建设起步阶段，赣东北苏区面临十分恶劣的战争环境。方志敏在回忆他从事革命斗争的生涯时特别强调，

1928 年是“极端艰苦斗争之一年”，敌人重兵包围，不间断地“围剿”苏区军民，弄得连藏身地也很难找到，白天只能躲在山

上隐蔽之处，即使晚上也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偏僻的小路，房屋不能住，只能住在树林里、岩石下或水沟里的茅蓬里，“一天

要跑几次兵，晚间躲在茅蓬里睡觉，也得留心警戒，稍一不慎，就有被敌人打死或被俘的危险；环境的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

加”[3](P46）。环境的残酷和艰辛令常人难以想象。

不唯起步艰难，战争更是苏区的常态。干革命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敌人的烧杀，尤其是抱有报复心理的反动军队和豪绅地主，

对苏区往往是“大烧大杀”
[1](P38-39）

。弋阳成立过农民革命团的 71 个村，“被烧去了六十八村，有的全烧，有的烧去十分之八九，

有的烧过四五次的，只剩三村未烧”
[1](P202）

。由于敌人的烧杀抢掠，赣东北苏区的房屋、耕牛、农具、日用品和粮食等损失惨重。

战争导致农村生产力快速下降，“赣东北苏区的农业生产，比较革命前约减低十分之四，许多好的田地山林都荒芜了，成为废

地”
[3](P98）

，民众因战乱常有饥荒和逃亡。可以说，苏区建设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

闽浙赣苏区一直处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厉的封锁之中，得不到一点外援。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所有经过信河的船

只，现已全部停运”，“一切的货物，尤其是食盐、布匹、五金，都不准贩卖苏区”。
[3](P117）

在这一政策之下，国民党还实行严

密的保甲制度和食盐限购制度，意图阻断苏区与白区的联系，并在经济上困死苏区军民。同时，苏区同上级党组织经常处于“失

联”状态。在赣东北特委领导下时，信江特委的报告中反复提到，当时的省委不了解信江的革命斗争情况，信江未得到上级党

组织尤其是省委的指示精神，赣东北地区的斗争策略和各种工作，完全是靠几个负责同志计划出来的。
[3](P40-42)

面对落后的建设基础和残酷的战争环境，闽浙赣苏区军民不仅没有退缩，反而知难而进，勇于前行，从困境中杀出一条血

路，而且“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
[1](P50）

彰显了苏区军民在困境中顽强抗争、艰苦奋斗的精神特质和奋勇拼搏、

争创一流的英雄气概。

二、通向苏维埃模范省之路

在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闽浙赣苏区党和苏维埃政权是怎样将苏区建成“苏维埃模范省”的？1934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称号。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

创造……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
[4](P140）

毛泽

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当时对全国苏区建设情况最关心、最了解的人，他的论断是值得采信的。

从毛泽东的语境中，我们大致可勾勒出闽浙赣苏区创建苏维埃模范省的主要理路：发挥创造精神、注重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

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同时解决，从而在不长的时间内将落后的赣东北农

村建设成为全国的苏维埃模范省。

（一）发挥创造精神

闽浙赣苏区军民之所以能将落后的赣东北农村建设成“苏维埃模范省”，首要是因为苏区军民充分发挥了创造精神。这种

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敢于直面风险挑战，攻坚克难、知重负重，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惧无畏的精神，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当时，苏区均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又“处于敌人四面围攻和封锁之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对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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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敏感叹：“这种困难，在其他任何政府，都是没有方法解决的。”然而，苏维埃政府具有极大的创造力量，“它能从各种困

难中，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
[1](P84）

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敢于超越他人，大胆地走自己的路，创

造新的事物。闽浙赣苏区在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如：创建了全国最早一批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新、旧红十

军，发行了根据地史上第一支红色股票，建设了党史上最早的列宁公园，开展了红军史上最早的地雷战，等等，“表现出苏维

埃惊人的创造力量”
[1](P83-84）

。创造精神为闽浙赣苏区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推动闽浙赣苏区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靠

这种创造精神，闽浙赣苏区到处都有“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做出了第一等的工作成绩，创造了全

国唯一的苏维埃模范省，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

（二）注重经济工作

1933 年 3 月 18 日至 23 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横峰葛源召开，会议充分认识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对革命

与战争的重要意义，会上通过的《关于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强调：财政是国家的命脉，直接影响到军事与行政工作，影

响到整个社会与整个阶级政权的稳定，尤其是大规模革命战争激烈开展的时候，经济发展“对于争取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是

含有决定的重要意义”
[5](P384）

。为此，闽浙赣苏区采取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发展苏区经济。比如，在农业方面，采取组织互助

组和合作社、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保护和繁殖耕牛、搞好农具供应和修理、鼓励表彰生产模范、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等措施，

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方面，创办大量的工矿企业和工厂，包括煤矿、铁矿、发电厂、造纸厂、硝盐厂、榨油

厂、织布厂、织袜厂、农具厂、木船厂、中药厂等，基本上形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战争和

军民生活需要。金融业方面，1931 年 2 月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通过统一货币发行、吸收社会游资、发放贷款等措施，有

力地支援了苏区经济建设。商贸方面，1931 年，先后在各县建立 19 个对外贸易处，积极开展赤白贸易，把苏区盛产的木材、毛

竹、香菇、皮毛、粮食、土纸、茶叶等土特产，运输到白区出售，又从白区换回苏区所需布匹、食糖、西药、煤油等。赤白贸

易的开展既增加了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又满足了苏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三）关心群众生活

方志敏提出，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积极地为着工农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积极地为改善全省工农兵劳苦群众的生活而斗

争”
[1](P369-370）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闽浙赣苏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劳苦群众实行最高程度的民主。土地问题

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农民的最大利益。苏维埃政府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解决了农民长期不曾实现

的土地要求，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为解决农民经济困难，政府借钱帮助农民购买耕牛、置办工具或做小生意；为满足人民

群众物资需要，成立贸易处和各类合作社，解决苏区群众对食糖、西药、煤油等紧缺物资的需求；为解决群众看病问题，设立

工农诊疗处，免费为群众看病治病，并开办工农药店，廉价卖药给群众治病，以减少农民医药费支出；等等。闽浙赣苏区关心

群众生活体现在各个方面。正是由于关心群众生活工作做得好，因而赢得苏区人民的心。方志敏指出：“因为如此，群众对苏

维埃的信仰与拥护，日益增高，他们诚心地服从苏维埃的指导……他们宁愿牺牲一切，帮助苏维埃，他们爱护苏维埃，比爱护

他们的家庭还更恳切。”
[1](P86)

（四）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

1933 年 3 月召开的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正处在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更加向前发展的形势之下，苏维

埃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一切工作环绕着战争，服从战争”
[5](P372-373）

。为支援和服务战争，闽浙赣苏区

强调要进一步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切实解决好土地、粮食、劳动保护法执行、文化、教育、卫生、交通和老弱病残及灾民救

济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问题，始终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对此，毛泽东赞扬闽浙赣苏区，“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如

何去领导和组织工农群众去参加国内战争……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生活”
[4](P140）

。比如，关心工人们的生活。据史

料记载，在苏区，“一般的工人生活，是相当的改善了。在国营企业中，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一般都实现

了”
[3](P141）

。“工人生活，更比以前好多了，工人都有寄宿舍，房屋都是从土豪劣绅没收来的，是最好的。被服、伙食是由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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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
[3](P143）

这种关心深深赢得了工人们的心，因而工人们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战争。他们努力工作，造出更多的枪、弹、军

装、日用品等，以满足战争需要。在扩红运动中，工人也是积极参与，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33 年 1 月，闽浙赣省总工会

决定“自‘二七’起到‘五一’止，组织一无产阶级团，实行有组织的有训练的输送大批工人雇农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加强

红军中无产阶级的基础”。同年 3月 18日，第一批参加红军工人团的工人，实到 409 人，超额 90人。
[6](P479-483）

很快又有第二批

工人参加红军工人团。苏区的工会会员普遍实行半革命化，工人自愿组成的工人赤卫队、游击队等后备武装组织，一有需要则

立即上前线配合红军作战。

（五）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同时解决

提出工作任务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但仅仅提出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一套去做，结果一定是什么任务也实现不了。在工作方法上，闽浙赣苏区党和政府坚持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

革命的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原则，在提出工作任务的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1933 年 4 月 30日，为健全乡苏维埃工作，方

志敏起草并以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名义下达各地执行《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文件提出苏区目前有扩大红军等 8 项工作任务，

同时也提出具体的落实工作任务的 5 大办法。比如在“怎样执行一切工作”部分，文件明确规定了苏维埃执行一切工作的三步

方法：第一步，政治动员，上级政府发下的命令、训令和决议，各乡苏代表应详细讨论，得到彻底的了解，就回去向群众报告

与解释，使每个群众都了解苏维埃一切决定的政治意义，并鼓动群众热烈地自愿地来执行一切工作。第二步，加强贫农团在群

众中执行工作的领导，一切工作，首先要经过贫农团会议，动员全体贫农团员首先执行，使每个团员都能在群众中起执行工作

的领导作用。第三步，乡苏代表以身作则———去执行一切工作时，每个乡代表，都要有冲锋突击的精神，以身作则。每一步

都体现了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的原则。
[1](P420)

方志敏深有体会地说：“赣东北的群众工作，我

认为在全国苏区中不是落后的，而且有许多地方可为模范，可为其他苏区取效的。”
[1](P110)

方志敏将这进一步归结为党的群众工

作的深入和刻苦，并召开党员干部要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坚决地站在群众面前，领导群众斗争。

以上 5个方面构成一套建设“苏维埃模范省”的有效机制，其中，创造精神为建设“苏维埃模范省”提供强大动力，重视

经济工作则为建设“苏维埃模范省”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关心群众提供了物质条件，加上闽浙赣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把群众

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同时解决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这样就从精神动力、物质条件、群众基础、工作

方法等方面，构筑起“争创一流”的完整机制。依靠这一机制，闽浙赣苏区走上了建设“苏维埃模范省”的通途。

三、闽浙赣苏区苏维埃模范省的模范呈现

所谓“模范”，是指值得学习的楷模和推广的典范，其具有时代性、先进性、感召性等特点。苏维埃模范省是中国苏维埃

运动的产物，承载着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理想社会的政治诉求，体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比较优势。经过艰苦努力，到

1932 年前后，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的模范性逐渐显现出来。

（一）党的建设的标杆

闽浙赣苏区之所以能成为“苏维埃模范省”，其根本原因在于闽浙赣党组织始终强调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以坚强的自身建设引领苏维埃模范省建设。

赣东北地区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方式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在党成立初期，赣东北地区党组织依靠血缘、地缘、

学缘等关系发展党员，依靠本地党员的力量发展壮大党组织，成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地建立

后，又始终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从组织、思想、作风等方面加强建设，建立坚强的基层党组织，同时强化党政军干部的培育

和能力的提升，为革命提供优秀人才支持。1932 年，中共赣东北省委先后两次专门巡视葛源小组工作，对葛源小组组织生活和

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提出整改的具体方针，强调要结合实际转变开会方式，开会和报告时间均不可过长等
[7](P515-520）

，

进一步规范了苏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苏区还特别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要“使每个党员成为有实际有理论的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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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
[8](P678）

。1928 年春，赣东北地区党组织在革命兴起之初就认识到党员对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性，结合当时的革命

形势发展需要，按照党章要求，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地方观念、家庭观念和雇佣观念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制订《怎

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提出包括“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对党忠诚、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

接受批评、永不叛党”在内的 22 条标准，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这 22 条标准是闽浙赣苏区在党的建

设方面又一独特创造，成为闽浙赣苏区广大党员的行动准则和座右铭，推动根据地波浪式向前发展，苏区日益壮大蓬勃兴盛。

在革命形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赣东北苏区面临干部稀缺、素质不商、能力较弱等问题，方志敏等人还立足于赣东北苏区的实

际，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与实践。对此，有学者研究指出，方志敏通过“干部增量：积极应对干部稀缺”“干

部提质：全面应对干部质弱”“肃反持度：以初心和公心维护团结干部”[9]等方式来推进干部队伍建设，为党和革命事业打造

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样板

作为闽浙赣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方志敏始终强调，“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是“世界上最高的

德莫克拉西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
[1](P83）

为达此建设目标，从赣东北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党和

苏维埃政府励精图治，刻苦努力，探索建立了一个具有闽浙赣特色的苏维埃政权体系。到 1932 年 12 月，闽浙赣省的省、县、

区、乡 4级政权体系已完全建立，其内设机构和功能也日益完善，一个相对成熟的红色政权屹立在闽浙赣的大地上，并具有“苏

维埃的民主精神”等 5 种进步精神。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农群众掌握政权，参与政治，特别是在基层政权中，积极参与各

类政治活动，处理各种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问题，有条有理，增强了政治意识，提升了参政议政能力。清正廉明在闽浙赣各级党

和苏维埃干部中蔚然成风。他们刻苦耐劳，不怕困难，孜孜不倦地为党、苏维埃和人民工作。方志敏就是典型代表。在领导建

设苏维埃模范省的革命实践中，方志敏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心中最高位置，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人民，坚持奋斗创

造、清贫奉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闪亮的坐标，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闽浙赣苏维埃政府，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

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相对于贪污腐化、敷衍塞责的国民党政权“要高明几百倍”[1](P84）。

（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榜样

查阅闽浙赣苏区不同时期的土地法及相关土地政策文件
③
，我们可以发现闽浙赣苏区土地分配基本原则与中央苏区并无二致。

但闽浙赣苏区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出有创新性的土地分配办法。一是明确提出土地分配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分配土地问

题，而是如何增加土地的生产，如何改善群众的生活问题。二是适当分给地主富农土地，让他们得以生存。三是照顾中农的利

益，“在分配土地中……一切违反中农利益的倾向和行动，省苏都予以严格的纠正”。
[1](P377)

1933 年 1 月，方志敏总结闽浙赣苏

区土地革命情况，强调土地革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地主富农分好田、团结中农、分田后如何增加土地的生产、懒人分田

后不种田、分得山林后乱砍滥伐不加保护、妇女参加生产、水利建设、奖励种植棉花等，苏维埃政府都采取了针对性措施，最

终“省苏正确地解决了土地问题”
[1](P377）

。这些细节问题的解决，说明闽浙赣苏区土地分配工作的确做得非常仔细深入。1933 年

3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发来贺电，赞扬闽浙赣省：“在深入土地革命方面……

有了极伟大的成绩。中央对于你们的这些成绩，是非常满意的。”
[8](P606)

（四）苏维埃经济工作的楷模

闽浙赣苏区经济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和表扬。其模范性主要表现在：一是闽浙赣苏区比较早地运用了发展

国民经济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收入，

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
[4](P134）

二是闽浙赣苏区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农民生活有

了很大提高。《红色中华》多次发文，报道闽浙赣省农业生产的成就，指出闽浙赣苏区谷子、棉花、油菜籽等有大幅增产，农

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革命后有很大的提高。
[10](P2680、P2599）

三是工业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闽浙赣苏区建立了适应革命战争和军民

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评价说:“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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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4](P132）

四是在商业和贸易方面成绩引人注目。毛泽东表扬闽浙赣苏区实行商业贸易工作较早，设立对外贸易机构，有组织

地开展对外贸易，流动适应群众生活和战争需要的商品，“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4](P132-133）

。五是在经济上给予中共中央极大的

支持。从 1930 年到 1932 年，赣东北苏区给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共输送黄金 1000 多两，还有大量的银元，对当时的中共中央解决

财政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 年 10 月 4 日，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发来指示信，赞扬闽浙赣省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指出“其中有许多经

验是可以让其他苏区参考与学习的”。
[8](P606)

（五）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表率

文化是一个地域软实力的体现。闽浙赣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成效显著。1932 年秋通过的《第二次闽浙

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明确提出了“政治化的、社会化的、劳动化的文化教育”的“文化教育总的方针”。
[11](P576)

为加

强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闽浙赣苏区省、县、乡都设立了文化部，具体负责文化教育工作。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闽浙赣省

苏维埃政府每年都会从财政拨出大量经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尽管处于战争环境，闽浙赣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仍得到全面发展，

创办了列宁小学、党校、共产主义学校、军校、团校、红色医务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列宁师范学校、工农补习夜校等教育组

织，形成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职业教育等组成的较为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1933 年 1 月，闽浙赣苏区共建立列宁

小学 163 个，教员 170 名，学生 5583 名；工农补习夜校 212 个，学生 6615 名；识字班 357 个，参加人数 3664 名；俱乐部 254

所，会员 2322 名；农村壁报 331 个；读报会 760 个；红色新戏团团员 39 名，公演颇获得各地群众的欢迎。
[1](P385-387）

到 1933 年 8

月，这些数据又有新的增长，“乡俱乐部达到 357 所，参加工补人数达到 2 万人，参加识字班的人数达 4 万人，列小学生达到

10105 人，固定读报者达到 10 万人”
[12](P74）

。在落后的基础上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中，闽浙赣苏区能够取得上述成绩，具备这样的

文化实力，不仅在国统区不可思议，就是在各苏区中也是走在前列的，当之无愧称得上是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表率。

（六）人民军队建设的典范

1934 年 2 月，方志敏在《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中提出：建设我们铁的红军，是第一等的中心任务。他提出加强红军政

治工作、提高战士军事技术技能、加强红军纪律建设等 7 条建军措施，展现了方志敏和闽浙赣苏区在军队建设方面的独创性思

考和创造。
[1](P445-446)

在方志敏建军思想指导下，闽浙赣苏区形成正规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系。先后建设两支主力

红军———新、旧红十军，而且还有赤色警卫师、闽北独立师、赤警团；各县的赤警连 21 个、红色游击队 100 多支等地方红军，

还有共青团员 21172 名、赤少队 60357 人以及约 10 万群众参加了地雷队或作战队等群众武装，战时配合红军作战。

闽浙赣红军是严格执行“党指挥枪原则”的模范。1933 年 1 月，党中央命令红十军划归中央苏区，立即开赴中央苏区投入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方志敏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呕心沥血创建的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并立即开赴前线作战。为减轻中央红

军压力，1934 年 11月，中央电令方志敏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向国民党腹地———宁沪杭方向进军。向国民党统治中心孤军奋战，

必然凶多吉少，但方志敏坚决表示：“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1](P93）

方志敏毅然率军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国民党部队

不得不分出大批兵力应对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压力。地雷战是闽浙赣苏区军民了不起的创造。苏

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均专门设立地雷部，乡、村普遍成立地雷队，男女老少几乎都会造雷和用雷。地雷种类繁多，在苏区的反“围

剿”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34 年 4 月，中共中央号召各苏区，“利用赣东北苏区的经验，充分使用挨丝炮、拉丝炮等各

种各式的地雷，轰炸进攻的敌军”
[13](P377）

。闽浙赣苏区军队后勤建设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设立红军学校、红军医院、兵工

厂、军用被服厂等，不仅及时地培养合格的红军军事、政治干部，而且基本上能供给部队所需的军被、军服、军旗、军帽和绑

腿等，较大地增强了闽浙赣红军的战斗力。正是因为闽浙赣红军坚强的战斗实力，1935 年 8 月，共产国际在有关文件中，把方

志敏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称之为“中国红军之父”“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
[14](P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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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闽浙赣苏区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综合实力位于全国各苏区

前列，被确定为“六大苏区”之一和全国苏维埃区域唯一的“苏维埃模范省”。这种强大的综合实力，对当时尚处在劣势地位

的中国革命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使闽浙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有力的右翼和东北屏障，成为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强力抗衡的坚

固的红色阵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36 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称赞赣东北苏区是“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
[15](P161）

。

四、历史启示

闽浙赣苏区军民在艰苦条件下建成苏维埃模范省，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苏维埃模范省的 6 大模范性特征，是苏

维埃革命的时代产物，体现了那个时代党和人民的需要，代表了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方向，是其他苏维埃区域学习的楷模，也为

我们今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了诸多的历史经验和启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我们要对标新时期党中央“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根据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树立明确的目标定位，擘画好发展蓝图，学习借鉴闽浙赣苏区建设苏维埃模范省的经验，以“作示

范、勇争先”的昂扬斗志，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努力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是在新征程中“作示范、勇争先”，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面对落后的建设基础和残酷的战争环境，闽浙赣苏区军民

并没有退缩，而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在历史大潮中主动

作为、勇毅前进，勇于创造、善于创造，终将落后的闽浙赣苏区建设成为“苏维埃模范省”。奋进新征程上，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临的风险考验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

坚定历史自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埋头苦干、担当作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二是在新征程中“作示范、勇争先”，必须构建“争创一流”的有效机制。闽浙赣苏区注重发挥创造精神、注重经济工作、

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同步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等，构建起整套“争创一流”的有效机制，为建设

苏维埃模范省打下坚实基础。奋进新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扬创造精神，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始终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把关心群众生活和当前中心任

务联系起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大团结大联合中，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三是在新征程中“作示范、勇争先”，必须坚持“把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工作方法。闽浙赣苏区的群众工作

之所以被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称赞为模范，方志敏认为：“并不是闽浙赣群众有什么特殊性，主要的是由于党的群众工

作之深入与刻苦。”
[1](P110)

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原则，避免只提任务、不抓落实

的做法，必须深入群众，在提出任务的同时，提供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理念，练就

服务群众过硬本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融入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永远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切实推进各项工作。

四是在新征程中“作示范、勇争先”，必须始终勇于自我革命。闽浙赣苏区之所以能取得苏维埃模范省的光荣业绩，在于

有一个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敢担当、善作为的党组织。以方志敏为代表的闽浙赣共产

党人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从严管党治党，强调要“十百倍的加强政治工作”，突出从思想上建党，强

化组织、纪律建设及作风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形成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党。奋进新征程途中，我们必须始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我们党在任何风险考验面前始终做到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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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闽浙赣苏区的前身是1928年 4月成立的中共弋阳县委和 5月建立的弋阳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 2月发展为中共信江特委,

并于10月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1931年 3月扩大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 9月成立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

11月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赣东北省委改称闽浙赣省委。因此,本文行文时,1932 年 11月前称赣东北苏区,1932 年 11 月后称闽浙

赣苏区。但历史文件中有明确称谓的,以历史文件本身的称谓为准。

②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唐志全、陈学明《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上饶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闽浙皖赣苏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庞振宇《闽浙赣苏区政权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毛智勇《闽浙赣苏区党的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周萌《方志敏与苏维埃运动的实践探索》(《光明日

报》2021 年 3 月 3 日),刘国云、吴晓东《方志敏对党的绝对忠诚》(《苏区研究》2019 年第 9 期),万振凡《中国共产党人对理

想信念的坚守及其机制探析——以方志敏坚守理想信念为个案》(《苏区研究》2021 年第 3期),等等。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BBD&filename=9787010108391001&v=MDAyNTVVWEZxekdiTzVIdERNcDR4TVplc1BEUk04enhVU21EZDlTSDduM3hFOWZidm5LcmlmWmVWdkZTbm1VN3JKSTF3&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mSlJGNSt6WmRkVTRCMzdF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BBD&filename=0007561500661999&v=MDA1NThpZlplVnZGU25tVTdySkkxd1VWVjI3R2JhK0g5VE1yNGxEWmVJR0JSTTh6eFVTbURkOVNIN24zeEU5ZmJ2bkty&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mSlJGNSt6WmRkVTRCMzdF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BBD&filename=000701000918X002&v=MDA2MTZmYnZuS3JpZlplVnZGU25tVTdySkkxd1VWVjI3R2JPNUh0SE1wbzVORE9zUERoTTh6eFVTbURkOVNIN24zeEU5&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mSlJGNSt6WmRkVTRCMzdF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SUYJ202204005&v=MjEyNDc0SE5QTXE0OUZZWVFLREg4NHZSNFQ2ajU0TzN6cXFCdEdGckNVUjdtZlpPWnRGeTNrVUwzSU5qalNaTEc=&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mSlJGNSt6WmRkVTRCMzdF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BBD&filename=9787210085492000&v=MzE2OTVNWnVzUERCTTh6eFVTbURkOVNIN24zeEU5ZmJ2bktyaWZaZVZ2RlNubVU3ckpJMXdVWEZxekdiRzVIdEhFcW90&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mSlJGNSt6WmRkVTRCMzdF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BBD&filename=0007210017127999&v=Mjg0NDlIN24zeEU5ZmJ2bktyaWZaZVZ2RlNubVU3ckpJMXdVVlYyN0diRzVIdEhOcUk1SFkrSUdCUk04enhVU21EZDlT&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mSlJGNSt6WmRkVTRCMzdF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BBD&filename=9787507328295001&v=MjI5ODJhNEdkTE9wNDFNWWVzUERSTTh6eFVTbURkOVNIN24zeEU5ZmJ2bktyaWZaZVZ2RlNubVU3ckpJMXdVWEZxekdi&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mSlJGNSt6WmRkVTRCMzdF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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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主要有:1930 年 3 月 23 日颁布的《信江特区苏维埃土地临时使用法》,1931 年 10 月 31 日中共赣东北省委《土地分配的

新规定》,1932 年 2 月 25日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和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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