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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全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等意见

2018年4月9日至10日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召开。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重庆和参加重庆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的意见》《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强法治和德治工作的实
施意见》和《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
来王立军流毒的意见》。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2018年4月9日

在重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秘密指挥部

四张藤椅、两张木桌、一个竹编书柜……中共中央南方
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里，周恩来当年的办公室，一
如80多年前，简单、朴实、整洁，静静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

八年时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立新中国作出了重
大历史性贡献，谱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彩
夺目的篇章！

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秘密
指挥部，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是如何开展工作
的？作出了哪些卓越贡献？

▲1940 年夏，周恩来在红岩村防空
洞外的席棚下接待外国记者。

（红岩联线供图）

3月25日，游人在红岩村参观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相关展览。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旧址。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韩毅

逆境之中开局
缝合国共合作的裂痕

走进红岩革命纪念馆二楼展厅，“千
秋红岩”四个金色大字闪闪发光，一张张
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历史文
物，将参观者的思绪瞬间拉回那个战火纷
飞的年代。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
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侵华政策作出
重大调整，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
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
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内的投降、分
裂、倒退倾向日益显现。

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
派公开投降日本。紧接着，国民党在1939
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
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并颁发了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国共合作的
抗战局面面临着逆转的危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9年1月5日，中
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
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员名单；13日，中共中
央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建议，改中共中央西
南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决定以周恩来
为书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
剑英、董必武为常委；16日，南方局向中央
书记处报告领导成员分工情况并得到批
准。至此，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开始
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
广西、江苏、江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的
中共党组织。

“南方局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共六届
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国
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重庆为依托，更
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把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重
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叶维维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
针政策，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
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到
底，是南方局的首要任务。

1939 年 7月，根据周恩来的提
议，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
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坚持
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
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
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
的政治立场。这也成为南方局坚守
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团结抗战的行
动指南。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
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
区等进行大规模武装袭击；1940年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又以参
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
禧名义签署“皓电”，通牒江南新

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
定地区，掀起第二次反共

高潮的序幕，并随后制

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面对危局，南方局毅然站在了斗争

的最前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对国民
党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首
先，向国民党当局严正抗议，周恩来在
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
罪人”；其次，南方局通过各种途径向国
内外广泛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再次，借助反法西斯国家对
顽固派施压，通过各种渠道将“皖南事
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有关应对事态的
方针政策主张，传送给多国外交人员、国
际友人、新闻记者以及国际组织；最后，
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孤立顽固势
力等。

在南方局的政治攻势下，中国共产党
的正义立场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国民党
当局陷入空前孤立，迫使蒋介石于1941
年3月6日在二届参政会会议上作出“以
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

团结中间力量
开创统一战线新格局

在位于渝中区上清寺的中国民主党
派历史陈列馆（特园）里，馆方综合运用
声、光、电、多媒体等多种技术，将3000
多幅历史图片、1000多份文物史料、1200
多件珍贵实物，真实生动地呈现在观众
面前。

“它是全国第一个以中国民主党派历
史为主题的陈列馆，也是南方局在重庆贯
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见
证。”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
任黎余称。

展厅里，《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
态》、冯玉祥题写的“民主之家”匾额、《范
朴斋日记》手稿等“镇馆之宝”，再现了当
年的历史。

“争取中间势力，是发展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南方局
坚持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
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的方针，以各种方式同各民主党派、民族
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社会
贤达等广泛接触，作出了重大贡献。”黎
余说。

1941年5月，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
经王炳南、王昆仑等人筹划，在重庆领事
巷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
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

“小民革”的建立及其活动，对于坚持
抗战、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
力量、孤立顽固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
来多次在王昆仑等人的家里参加“小民
革”核心成员会议。

1941年3月，在南方局的支持下，黄
炎培、张澜等13人在上清寺特园秘密开
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

“民盟”）。1944 年 9月，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决
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
同盟，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张澜
为主席。

“民盟”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南
方局领导人经常去特园，与“民盟”领导人
共商国是，协助其促进内部团结，制定政
纲。

1943年初，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分别
会见了谭平山、王昆仑等，帮助他们发起
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并最终促成三民主

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于1945年10
月在特园正式成立。

1945年12月，在南方局的帮助支持
下，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在重庆正式成立
民族工商界自己的党派——民主建国
会。

1944年冬，在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
支持下，许德珩、劳君展等科技界人士发
起成立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抗战胜
利后，为纪念9月3日这个胜利的日子，改
名为“九三座谈会”。毛泽东在重庆谈判
期间，建议把座谈会建成一个永久性的政
治组织。因此，“九三座谈会”改名为“九
三学社”，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正式召
开了成立大会。

南方局以民族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的宽阔胸怀，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
在党的周围，不仅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巩固和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加强党的建设
建成摧不垮的战斗堡垒

“事实上，南方局的贡献远不止这些，
还包括协助中央军委领导华南敌后游击
战斗、配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推动大后
方民主运动高涨、掀起群众运动新高潮、
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积极开展国际交
往形成特定条件下的‘准外交’、培养和
锻炼了一大批治国理政的骨干和人才
等。”黎余称。

胡乔木曾在《党史是党和人民群众共
同奋斗的历史》一文中评价：没有南方局
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
种局面；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
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
动……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
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
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黎余看来，这些成就的取得，其根
本还在于南方局十分注意加强党的建设，
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
摧不垮的战斗堡垒。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南方局面临
着各种困难、诱惑、挑战，创造性地贯彻了
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
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
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

“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
化、社会化、合法化）。

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更是率先垂
范，坚持自律、清贫、乐观、团结、友爱的工
作和生活作风，使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
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如1939年4月起，南方局先后举办多
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对各省、特委领导干
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理
论，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革
命气节教育。

1943年4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
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报告，全面阐
述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
工作作风和领导能力等。

还有一则“董必武为六毛钱作检讨”
的红岩故事，更是感人肺腑。1985年10
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与当年红岩同事
杨继干一起回忆红岩村的艰苦生活时，杨
继干给她说，那时伙食费一个月三块法
币，毛主席来重庆，看大家成天吃空心菜、
胡豆，说伙食比延安还差，后来组织批准
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

“当时红岩村每个月的开支账目都由
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毛钱算来算去始
终平不了账。董老就在南方局大会上作
了检查，后来还给延安党中央写了书面检
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向董老
提起过这件事，他连说‘记得，记得，有这
回事’。”杨继干当时说。

杨继干的话也唤起了邓颖超的回忆，
她说：“这件事我也记得。”

“两位老人的共同回忆，不仅为我们
展现了董必武严格自律、廉洁奉公的风
范，也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当年战斗在红
岩村的共产党人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勇
于自我批评的场景，更为新时代共产党人
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提供
了历史镜鉴。”黎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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