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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付子堂 张倩倩

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庆
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
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也是
一部党内法规的建设史。尽管
1938年毛泽东才首次提出“党内法
规”这一概念，但此前党内法规就
已经存在，并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宣
传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
内法规制度是百年“治党史”的实
践成果。

中国共产党早在创立和大革
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党内法规

建设。但是，这一时期的党
内法规缺乏规范性、名称

不统一，往往带有“文
件”性质，变更频繁

且稳定性不足。
这 一 时 期

的党内法规，从名称上来看，包括党章、条
例以及决议案、通知、决定等规范性文件；
从内容上来看，横跨党的组织建设、宣传
教育、党员和党干部及党内监督等方面。

党章的制定和修改与革命形势的变
化紧密相关，为早期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
方向指引。1921年 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纲
领》）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党内法
规。《纲领》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和纲
领、党组织以及党员的接收条件和程序、
纲领修改条件等。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
国国情认识的不断加深，1922年 7月中共
二大党章凸显了较强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
组”，初步形成了“组—地方支部—地方执
行委员会或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
员会”的组织模式，并规定了开除党员的
六种情形。考虑到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
线、提升党员素质的现实需要，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党章提出了“候补党员”的概
念，规定“候补期劳动者为三个月，非劳动
者为六个月。”四一二政变后，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篡夺了革命领导权。
在革命的危急存亡时刻，为避免党内领导
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27年 6月 1日公布的五大党章，首次明
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指导原则，主张
增设“中央监察委员会”。

早期党的组织法规建设在适应革命形
势的同时，也将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底。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
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
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同时也强调

“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
练”。1925年至1927年间，每年均通过的
《组织问题议决案》，总结了各级地方党委的
作用、党团关系、组织工作发展经验，同时也
在不同时期有效地处理了中国共产党与国
民党之间的关系。其中，1927年5月通过的
《组织问题议决案》首次明确了党的集体领
导原则，并第一次使用“政治纪律”这一概
念。基层党组织的蓬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深入群众的成果之一，也为党进行高度
的社会动员奠定了组织基础。

党的宣传教育法规建设，既为中国共产
党早期的社会动员进行了舆论宣传，也为中
国革命发展和党的组织建设输送了优秀人
才。党的宣传教育和党的组织建设相伴而
行，相得益彰。一方面，宣传教育法规的实
施，必须依托于党员和党组织。1925年10
月通过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主张以“宣传动

员”和“工人俱乐部”两种方式来开展宣传工
作，扩大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1924年至
1925年，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的中共安源地
委党校和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系统宣传并教
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
活动的开展提供重要的人员支持。

1921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还通过
了一系列有关党员和党干部的法规、党的
监督法规和军事法规等，但在数量上相对
较少。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不断加深，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从一开始的

“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转变为寻求
“党外联合”。为适应国共合作的现实需
要，1923年6月发布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
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需
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
民党”；在6月同时通过的《关于党员入政界
的决议案》明确强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
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
1926年 3月 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
件”，限制中国共产党活动；随后于国民党
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
从国民党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鉴于
此，中国共产党愈发注意到掌握军事力量
的重要性。1926年 7月通过的《军事运动
议决案》指出，“从前我们的同志不注意军

事运动”“此后应设法在反动军阀的军队
中，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与士
兵群众发生关系”；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
八七会议，毛泽东更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
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名委员组成。但在
五大后，陆续有人牺牲、脱党，监察委员会
的工作一度陷入停滞状态，最后监察委员
会被取消。受革命形势制约，中央监察委
员会存续时间较短，并未受到重视，但是这
也为新中国监察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教训。

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大革命时期的党内
法规在内容上集中在促进国共合作、动员全
党支持北伐战争方面；党的组织法规和宣传
教育法规所形成的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也
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这一时期的党
内法规“政策性”特征较为明显，内容变动的
周期短、频次高，呈现出“制度建设和政策制
定并行”的发展特征。

2021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
的回信中强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
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在建
党100周年来临之际，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
法规制度体系，将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
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内法规建设

□本报记者 罗芸

3月8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
镇坝芒村。

离国道326线不远处的小山顶上，有一
座掩映在翠柏中的高大纪念碑，上有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汉生的题词——“中
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倒马坎战斗纪念碑”。

这天，秀山县部分单位的近百名党员在
此过组织生活。大家举起右拳，在碑前鲜红
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

“倒马坎战斗是当年红三军在黔东革
命根据地进行的著名战斗之一。这场战斗
敌强我弱，但凭着勇气和智慧，红军以很小
的代价就取得了胜利，为发展川黔边区打
下了基础。”秀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白胜
文说。

倒马坎战斗
红军“倒马”又“牵羊”

隘口镇位于大山之中，原名“峻岭乡”。
境内，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从秀山通往贵州甘龙镇的小路，在狭窄
的山谷中向下蜿蜒，当年最窄处仅30厘米
宽，易守难攻。秀山县政协特聘文史委员刘
济平告诉记者，“倒马坎”一带地形险峻，传
说有古代官员骑马路过时，不幸马倒人亡，
地名由此得来。

沿着已经硬化了的小路前行，路旁有
一处巨大的天然拱形岩洞，名为“硝洞”。
这里钟乳石悬挂，藤萝蔓延。在藤萝中，有
一段用石头砌成的约1米多高的掩体墙。
坝芒村村委会副主任文朝举扒开藤萝说，
这里曾是当年地方反动武装的军事设施。
由此扼守峡谷，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势。

1933年 12月，红三军根据贺龙的建
议，决定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并相继攻
下我市黔江、彭水，以及贵州沿河等县城，于
1934年6月4日进驻离秀山隘口不远的酉
阳南腰界。

红三军的节节胜利，震动了周边区县
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当时秀山的国民党县
长赵竹君匆忙从全县民团中抽调人马组成

“剿共精选队”，由秀山西路团防头子杨卓
之任总指挥，阻止红军从南腰界经贵州甘
龙口（今贵州甘龙镇）经这条小路攻入秀
山。

杨卓之在倒马坎构筑了碉堡工事，派
300余人设防。从倒马坎到峡谷下方的革
蛇，总长约20公里的险峭山道上，他又安
排了十余个中队、近千人的兵力。为确保
万无一失，他还在倒马坎前0.5公里的坝芒
街上设前哨指挥所，在倒马坎后1公里的
气坑坡设营指挥所，均派心腹镇守；自己则
在距倒马坎15公里的清溪场，通过电话指
挥前线。

杨卓之自认为这道绵长的防线部署

得万无一失，将其吹嘘为“固若金汤的万里
长城”。

贺龙在南腰界与红七师师长卢冬生研
究进攻秀山的战斗方案时，幽默地说：这一
仗一定要打好，不仅要倒他的“马”，还要牵
那只“羊”！（“羊”谐音杨，意指杨卓之）

1934年8月30日凌晨，战斗打响。从
甘龙进军隘口的红七师分两路包抄倒马
坎。这天恰逢坝芒赶场。红军化装成百姓
进入坝芒，冲进指挥所。这时守敌正在喝酒
划拳，还未回过神就被俘虏，整个过程未开
一枪。

下午4时，在七桑坡伏击的战士对空鸣
枪，示意赶场群众疏散。右侧的红军重机枪
从老鹰嘴直射老鹰窝，一部分红军攻下雷打
岩；另一部分冲过坝芒街，占领山神庙，直逼
倒马坎。

被击溃的守敌向倒马坎的守敌报信：
“红军占领雷打岩，马上要包围过来了。不
撤退，一个也跑不了！”气坑坡守敌向杨卓之
求救，杨卓之下令撤退，倒马坎守敌立刻溃
逃。

红军轻松冲过倒马坎，包围气坑坡守
军，打死打伤守敌多人。

与此同时，左翼攻打亚世沟和老营盘的
红军，以及右翼攻打硝田的红军均取得胜
利。

第二天，红军主力直捣杨卓之的老巢平
所，以及周边的新院、白沙等地，抄了杨卓之
等7户土豪的家。红军将土豪的谷子和猪
留下一部分作部队给养，余下分给了当地贫
苦百姓。

倒马坎战斗中，红三军不幸牺牲了两名
战士，俘敌40多人、缴枪30余支。

二道龙门
贺龙处决土匪恶霸

离坝芒不远的百岁村，碧绿的竹山下，
有一个叫做“二道龙门”的土家族传统院
落，木瓦结构，已有上百年历史。1934年
10月上旬，红三军司令部曾驻扎在这里，
贺龙也在此住过几天。1987年，二道龙门
作为红三军司令部旧址被列入县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2021年春节前，白胜文访问过曾见证
这段历史的93岁老人杨再畿。

老人回忆说，红三军在周边4个寨子
都有驻扎。“当时我们给红军辣椒、蔬菜，红
军要给钱才肯收我们的东西，和国民党的
兵完全不一样。”二道龙门附近打草鞋卖的
杨姓村民不敢收红军的米，说怕红军走了，
被抢米的人会来找他要。红军和和气气地
说：“米是我们自己包包里掏的。”他才安心
收下。

驻扎的红军穿的是草鞋，衣服破了也是
自己补，官兵穿得一样朴素。等部队走了，
大家才知道，住在二道龙门堂屋里的，是大
名鼎鼎的贺龙。

虽然在这里只是作短暂休整，但贺龙并
没有闲下来。他与警卫连的同志一起，到群
众家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向大家宣传闹革
命的道理。与此同时，他还派出红三军的宣
传干事在周边村寨张贴革命标语。

“贺龙在这里住的时间很短，却干了件
大事，除掉了当地群众的心头大患！”刘济平
说。在短暂休整期间，贺龙听当地群众反映
二道龙门背后山中有一刘姓土匪，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多年来谁都拿他没办法。贺龙派
红三军战士潜入山中，将其捉拿处决，大家
拍手称快。

白胜文介绍，红三军在秀山转战频繁，
足迹遍及当时秀山西部、西南、东南的24个
乡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打了54个土豪，
处决了5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让当地贫
苦群众知道红军是自己的军队；红军尊重少
数民族风俗习惯，争取和团结各界人士，壮
大了革命力量；帮助坝芒（现属隘口镇）、枷
档河（现属隘口镇）、巴盘（现属清溪镇）建起
3支红军游击队，以及坝芒、枷档河、巴盘3
个苏维埃政权。

隘口镇
红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吃菜要吃白菜心，
当兵就要当红军。
跟着贺龙打天下，
天也明来地也新。”
在青山绿水中，倒马坎战斗纪念碑前响

起了传承多年的民歌，让前来祭奠先烈的人
们热血沸腾。

隘口镇内有大量红三军过境时留下的
红色遗迹，该镇拟充分挖掘当地的红色资
源。去年底，位于二道龙门的红三军司令部
旧址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已完成建筑物的修

缮工作，将对外开放。据了解，目前
旧址内部关于红三军过秀山的展厅
正在规划筹备中，秀山县相关部门
准备将从群众中收集到的相关展
品、故事在这里集中展示，用红色
文化激励人、鼓舞人。此外，倒马
坎战斗纪念碑也将经专家评估后，
着手进行修缮。

“隘口是秀山比较偏僻、经济
发展较落后的乡镇之一。”隘口镇
宣传委员王烈湖表示，目前镇内
准备将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
起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隘口是县内金银花的重要产地，
大力发展金银花的坝芒村是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在经济
发展方面，未来，该镇将把红色
文化与金银花产业发展相结合，
提升品牌附加值；结合镇内的红
色遗迹和大量的绿色生态资
源，发展乡村旅游，如开展重走
红军路、听红军故事、体验红军
生活等。在丰富群众文化方
面，隘口将把红色文化融入本
地居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中，如传
唱与红军相关的
歌曲、将红军过
隘口的故事做成
节目展演，激励
群众不忘过去，
在小康路上奋发
有为。

红三军过秀山
在倒马坎“倒马牵羊”

▲修缮后的二道龙门。 ▲二道龙门旧貌。

▲ 倒马坎
战斗纪念碑。

（本组图片
由秀山县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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