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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提灯，点亮瑞京。最近，在沙洲坝红井步行街入口，

高大的红五星拱门上写着“中华苏维埃提灯大会”，这里是江

西省瑞金市最新的实景演艺项目的起点。

红井步行街，是刚刚改造建成的文旅项目，是苏区经济繁

荣的再现。苏区故事的墙绘、红色主题的灯雕、客家风味的店

招，铺展在 1000余米的街道上。一条红井步行街，连接着“二

苏大”景区和红井景区，也连接着历史和现实。记者来到瑞金

革命旧址，感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注重经济建设，大

力促进苏区繁荣的这段辉煌历史。

贵州观众黄克宝贵州观众黄克宝：：发扬革命传统发扬革命传统，，

传承故都精神传承故都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

中国梦努力奋斗中国梦努力奋斗！！

杨力将军之子杨海清杨力将军之子杨海清：：重回故里重回故里，，

瞻仰革命先烈瞻仰革命先烈，，深受教育深受教育，，作为瑞金人作为瑞金人，，

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天津大学社研会天津大学社研会：：让瑞金的红色文让瑞金的红色文

化走向全国化走向全国，，走进每一个学生的生活走进每一个学生的生活！！

长沙游客唐选民长沙游客唐选民：：英雄的瑞金人民英雄的瑞金人民

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流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流

血牺牲血牺牲，，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广州观众文志红广州观众文志红：：为了我们的党更为了我们的党更

加强大加强大，，为了共和国更加辉煌为了共和国更加辉煌，，我们要我们要

不忘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不忘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全力以赴搞全力以赴搞

好 建 设好 建 设 ，，把 我 们 的 国 家 建 设 得 更 加把 我 们 的 国 家 建 设 得 更 加

美美 好好！！

江西瑞金有一首民歌是这样传唱

的：“哎呀嘞……有一个故事你听我

讲，毛主席给我开天窗，开出个天窗明

又亮，（介子个）共产党，就是那天上的

红太阳。”

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

事。毛主席在瑞金的旧居原是谢姓地

主的私宅，后由苏维埃政府没收分配

给农民居住。毛主席住的这个房间，

原是房东谢大娘的住房。红军住进来

后，谢大娘就主动把房间让给了毛

主席居住和办公，自己则搬到了楼下

的房间居住。

一天晌午，刚从外面回来的毛主

席看见房东谢大娘正坐在门口纳鞋

底，便上前亲切地问道：“谢大娘，天这

么 冷 了 ，您 怎 么 还 在 门 口 做 针 线

活呀？”

谢大娘连忙站了起来，随口答道：

“屋里太暗，不方便，门口亮堂些。”

毛主席当即走进谢大娘的房间仔

细察看。狭窄的房间虽说后墙上有一

个小窗户，但外面的大樟树正巧遮住

了光线，屋内确实很暗，几乎伸手不见

五指，如果不点灯的话，即使是在白天

也很不方便。了解到这个情况，毛主

席不禁暗暗自责起来，老人家为了支

持政府安置自己居住和办公，宁愿生

活在这样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里。

他一声不吭，默默地离开了谢大娘

房间。

毛主席来到管理处，向管理处的

负责同志认真反映了谢大娘住宿地方

光线太暗的情况。管理处负责同志立

即派一位干部，跟随毛主席到谢大娘住处实地察看，现场办

公，商量为谢大娘解决房屋采光的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管理处的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建议，

买来了一些玻璃瓦，请来了泥木工，将谢大娘房间一侧的楼板

锯开偌大的口子，开成一扇“平躺着”的天窗，然后在天窗上方

的屋面上换上了玻璃瓦。不出一个上午，原来阴暗潮湿的房

间豁然明亮起来，温暖的阳光从玻璃瓦透过天窗照进了房

间。谢大娘含着热泪，握着毛主席的手深情地说：“谢谢主席，

这光亮，照进了我的心里啊。”

有一次，我接待了一批特殊的团队。刚开始，

我以为是一般游客。当我讲到国家一级文物《三

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时，有一位老人用颤抖的双手

隔着展柜轻轻抚拭着这件文物，激动地说：“这是

我父亲创作的！原来这个团队的游客都是红军后

代，他们追随着父辈的足迹来到瑞金，来看看父辈

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这位老人就是革命先辈袁国

平的后代袁振威。

于是，我和这位特殊的客人聊起了这首“胜利

歌”。袁国平是湖南人，中央苏区时期，他担任红

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

等职务。为了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三次

军事“围剿”，袁国平创作了《三期革命战争胜利

歌》，以激发红军官兵的旺盛斗志。歌曲分成三大

部分共 11 个自然段，218 行。形象生动的歌词易

懂好记，朗朗上口，将第三次反“围剿”全过程酣畅

淋漓地唱了出来。对于反“围剿”胜利原因的三条

总结，更是简洁明快、准确到位，说到了苏区军民

的心坎上：“三期战争获全胜，胜利原因要记清，第

一莫忘共产党，共产党主张样样灵。第二红军团

结紧，十人团结胜千人。第三群众力量大，群众拥

护一定胜。学此经验和教训，不愁百战不百胜。”

老人看完整个展览后满含深情地说：“我收集

过许多父亲的遗物，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版

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太感谢你们了！”我得

知老人在瑞金的行程并没有他父亲曾工作的地

方，就主动帮助老人联系。我特意带着他来到瑞

金沙洲坝红军总政部旧址——白屋子。在那里，

老人慢慢地走进父亲曾经生活过的房间，手轻轻

摸过房间的桌子、椅子、床、被子……最后忍不住

抱着被子泣不成声。我仿佛也从老人的泪中看到

了那个为革命忙忙碌碌的身影，那个俯在桌前一

次次创作的背影。

分别时，老人动情地说：“非常感谢你，我终

于看到了父亲曾经战斗生活的地方，我还有幸

得到了一份父亲所写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

歌》（复制件），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

会好好收藏，好好宣传，继续我父亲的遗志！

老人的话，让我更加感觉到作为一名红色

历史文化传承者的光荣。

（本 报 记 者 刘 兴 通 讯 员
刘珊伊整理）

开创繁荣发展新天地开创繁荣发展新天地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从旅游集散中心走进红井主题公园，行走在群众路线广

场上，沿着蜿蜒的游客步道放眼望去，35 处旧居旧址鳞次栉

比。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审计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

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土地人民委员部山林水利局旧址、国

家银行旧址、消费合作总社旧址……一处处经济工作的核心

部门，展示了苏维埃政权领导经济工作的组织架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处于腐朽的生产关系

中，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红色政权建立后，不仅废除

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还从法律、政策和舆

论上都确保土地私有权，这让农民的生产热情像火山似地迸

发出来。

在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

的决议案》，是全国苏维埃区域经济政策方面总的法律根

据。随后还陆续出台了各种组织条例和工商税法，加强党对

经济建设的全面领导。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财政是

苏区经济斗争的重要方面，并明确了苏维埃的三大财政来

源：向一切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税收、国民经济事业的

发展。

1933年 4月 11日，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在瑞金沙洲

坝正式成立，内设调查统计局、设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

指导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国有企业管理局、总务处等 7个工

作机构。

1933年 8月，国民经济部组织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 17县

和北部 11 县经济建设大会。在南部 17 县会议上，毛泽东作

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大会指出了苏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性问题，提出了党在农村革

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

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全面

启动。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苏区经济的实际

情况出发，正确处理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这正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苏区农村的创造性运用和发

展，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领导经济建设积累了可供借鉴的宝贵

经验。”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周景春分析说。

红红火火的苏区经济

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中央造币厂、中央被服厂、中央印

刷厂……在瑞金各处革命旧址，至今保留着当年苏区开展经

济建设时的历史遗存。尽管昔日如火如荼的生产场景已不

复存在，它们却在共和国发展的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记。

根据地发展困难重重，既要面对频繁战争，又要面对经

济封锁。如何应对保障战争需要和促进政权建设？国有工

业成为苏区经济的领导中坚。

1934 年 4 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颁发了《苏维埃国有

工厂管理条例》，规定“国有工厂的负责者为厂长”，厂长“对

于厂内一切事务，有最后决定之权，并向苏维埃政府负绝对

的责任”，条例还就经济核算、生产计划、工资待遇等问题作

了合理规定。这个条例的推行，使苏区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

步入正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丽珊介绍，

据统计，到 1934年 3月，“中央苏区苏维埃”工厂已有 32个，产

业工人2000余人。

苏区的金融战线也是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的

重要方面。苏维埃国家银行制定了银行、货币、信贷和金融

管理方面政策，建立了统一的会计制度和国库制度，通过发

行适量的纸币，吸收存款，低息贷款，扶助农、工、商的发展，

激发了苏区经济活力。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作的报告中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

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苏维埃政府创办了耕田队、

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等，兴修水利，垦荒造林，发展

多种经营，推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开展劳动竞赛和农事

科学试验等，使苏区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瑞金中

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员钟长润介绍，据 《红色中华》 统

计，截至 1934 年 5 月，瑞金已发展犁牛合作社 37 个，社员

达3638人。

通过壮大国有经济，大规模发展合作社经济，提倡和奖

励私人经济，“三位一体”的苏区经济结构焕发出勃勃生机。

“事实证明，抓住农业经济这个主要的‘牛鼻子’，同时大力发

展其他成分经济的苏区经济构架模式，完全符合当时苏区农

村的实际情况。它们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提高了整个

苏区的经济状况，改善了军民生活，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指导

意义。”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罗春花说。

党的主张变为群众行动

毛泽东多次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

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正是充分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力量，取得群众的大力支持，才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才取得

了如此的成就。”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陈上海介绍说。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一套珍贵的经济建设公债券

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套纸制的公债券采用石印单面印刷，

面值分别为伍角、壹圆、贰圆、叁圆和伍圆。上面写着“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本公债周年利息伍厘，于每

年十月一日付息”等字样。

1933 年 8 月，为了应对财政经济工作的严峻形势，苏

维 埃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发 行 了 经 济 建 设 公 债 。 同 时 颁 布 的

《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中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发行公

债的目的、用途、利率、还本付息和偿还基金：“为发展苏

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充实战争力量，特发

行经济建设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

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

为军事经费。”

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之后，广大群众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

的号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迅速掀起了认购热潮。“在八县苏

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会议上，八县贫农团会议上已经自动地

承认推销 250万左右。”长冈乡 5000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

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在

胜利县，有一位贫农，赶了两头牛犊到圩场上卖，得款 28元，

他转而一头进入乡苏政府，买了 28 元公债券……这些感人

的事迹，苏区比比皆是。

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超额完成了 300 万元经济建设公

债任务，地方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增发 200万元，后又积极响应

退还公债运动。苏区妇女更是把自己的嫁妆和银器首饰都

捐出来铸现洋。这都是群众的力量。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用来改

善苏区群众的生活，苏区的经济建设与群众生活成为利益共

同体，让党的正确主张变为了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毛泽东

群众路线思想在苏区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在经济建

设中的实际运用。”罗春花说。

经济是政权的基础，财政是国家的命脉。中央苏区时

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和

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

况下，依靠自己的智慧和人民的支持，独立自主地领导经济

建设、构建国家财政，成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苏

区具体实际的成功实践。

独立自主的经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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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漫画：热烈拥护并推销三百万公债。 （资料图片）

瑞金市红五星城市形象雕塑——胜利之门。 杨友明摄

《中共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决议》

（资料图片）

“胜利歌”前热泪流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讲解员 杨耀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