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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档案馆中，存有一份苏兆征同
志的遗嘱。这份由邓颖超在苏兆征弥留之
际匆匆记录的遗嘱中，从“大家共同努力奋
斗”“大家同心合力起来 一致合作达到我
们最后成功”等寥寥数语可以看出，这位杰
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意
识已模糊，仍念念不忘他为之鞠躬尽瘁的
革命事业。

1929年2月25日晚，44岁的苏兆征因
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当天下午，邓小平
和邓颖超等去医院看望病危的苏兆征，邓
颖超记录了苏兆征的遗嘱，并交给党中
央。邓小平在苏兆征病逝的第二天，在遗
嘱右侧的空白处挥笔写下了一段注释，叙
述苏兆征弥留时的情形：“这是小超记的”，

“这是兆征临终时……说的。此时兆征同
志的神志已极不清楚，且不能多说话了。
就这几句话也是说得极不清楚而且极模糊
的。兆征死于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二十
分。”2月26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共
产国际电：苏兆征死在工作中，实足以代表
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艰难困苦工作环境中奋
斗不息的精神，中央决定通告全党追悼。

苏兆征 1885 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一个
贫苦的农民家庭。18岁时，由于在家乡无
以为生，年轻的苏兆征只好背井离乡，到外

国轮船上当“侍仔”（即杂役）。多年的海上
漂泊，使他不仅有机会耳闻目睹欧美各国
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还经常接触正在为
推翻清朝统治者而奔走的孙中山，从而加
入同盟会，开始投身革命事业。在一次又
一次率领海员们反抗工头粗暴对待的斗争
中，苏兆征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而出色的
工人运动领袖。

据史料记载，即使是在返乡居住的短
暂时光里，苏兆征也不忘记向乡亲们介绍
革命思潮，启发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地主豪
绅的压榨。这些活动引起了地主的仇恨，
串通反动官府将苏兆征抓捕入狱。一年多
的牢狱之灾并未使他退缩，反而促使他彻
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此后为工人运动奔走的日子里，“鞠
躬尽瘁”这四个字无疑是苏兆征革命生活的
忠实写照。其子苏河清回忆说：“记得他在
香港、广州、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期间，总是早
出晚归。他常在江边码头给工人们读报，讲
革命道理，家中经常有伯伯、叔叔们来开会。”

1925 年 3 月，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 5 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
州举行，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
征当选为执行委员。上海五卅惨案发生
后，为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同胞的罪行，在他

和邓中夏等共产党人领导下，香港和广州
举行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由于深受
工人拥戴，苏兆征被一致推举为罢工委员
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省港大罢工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之
久，在此期间，罢工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千
头万绪，苏兆征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到商
议罢工策略、筹措罢工经费，小到罢工工人
的住宿穿衣、一粥一饭，乃至工人子弟的教
育安置，他都亲自过问，耗尽心力。他时时
嘱咐工作人员说：“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安排
好工友们的生活问题。工友们生活上无后
顾之忧，情绪饱满，也就能够斗志旺盛地与
帝国主义作斗争。要是这些事情办不好，
反过来就会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使
罢工斗争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1927年5月，苏兆征在党的五大上当选
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后，担任
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成为党的核心
领导成员之一。1928年6月，苏兆征出席了
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仍当选为中央政
治局委员、常委。

1928 年 8 月，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
六次大会的苏兆征终于因为长期紧张的工
作积劳成疾，突发阑尾炎。1929年2月20
日，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结束后，苏

兆征便一病不起。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不
增加党的负担，他既不肯将党组织的秘密
联络地址轻易告诉家人，也不愿意将病情
告诉别的同志，耽误了病情。

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回忆说：“春节过
了五六天后，爸爸突然病倒了。爸爸没有
告诉妈妈怎样去与党组织联系。妈妈手忙
脚乱，无所依靠，又不懂上海话。爸爸病情
越来越危急，妈妈只好在附近一间小医院
找到一个床位，赶紧将爸爸送去。”

面对经过周折才知晓病情并赶来探望
的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人，已
处于弥留之际的苏兆征仍牵挂着革命事
业。他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大家
说：“大家共同努力奋斗！”

在反复叮嘱同志们“大家同心合力起
来 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后，苏兆
征溘然长逝。长期负责罢工运动财政工作
和党中央财务工作的他，却是身后萧条，以
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他的妻子儿女发出
通告，号召大家为苏委员长家属实行募捐。

苏兆征为革命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承诺，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
民族伟大胜利不懈奋斗的精神源泉。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鞠躬尽瘁：邓颖超记录苏兆征遗嘱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八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
后，中华大地烽烟四起。日本侵
略军很快侵占北平、天津等重要
城市，并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国
民党军队的抵抗屡战屡败，大片
国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同年
8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
燃起战火，淞沪会战爆发。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
华民族危急！”

当年夏秋之交，八路军三大
主力师东渡黄河，经“山西王”阎
锡山的许可，在侯马乘坐火车，经
太原依次抵达山西抗日前线。

八路军 115 师日夜兼程挺进
山西后，于 9 月 25 日取得平型关
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
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
的抗战斗志。120 师取得雁门关
伏击战的胜利，129 师取得夜袭
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等一系列
辉煌战果，适时地打击了日军的
嚣张气焰。

这些辉煌的胜利离不开中国
共产党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
云龙介绍说，从红军自身发展、山
西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当时
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考虑，
红军东征后，毛泽东不断致信阎
锡山及其部下，要求“密切合作，
共挽危局”。

“随着日军染指绥远，步步紧
逼山西，阎锡山召开会议征求意
见，结果31票对7票形成决议，赞
成联合红军抗日。”杨云龙说，根
据阎锡山的转变，中共中央决定
派代表驻太原，同阎锡山进行直
接、经常的联络。

1936年11月12日，彭雪枫被
派到太原，向阎锡山表达了红军
愿与晋军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
并在首义门“基督教青年会”六号
院，建立了秘密联络站；1937年3
月，为方便使用电台，彭雪枫用化

名和假身份在太原新满城街租了
一套四合院，对外称“彭公馆”；随
着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为满足人员增加后的办
公住宿需要，八路军办事处迁址
到坝陵南街成成中学原址，8月30
日挂牌办公。

彭雪枫等人在太原作报告、
搞演讲，大力宣传抗日游击战争
思想，还接待了来到办事处的各
界慰问团及《大公报》《战时画报》
等中外记者。从四面八方来到太
原的热血青年经他和办事处的介
绍走上了抗日前线。

1937 年的太原，成为华北抗
战基础最好的地区，成为华北救
亡运动的中心。

杨云龙说，七七事变后，我党
多次指派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
锡山商谈红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协同作战问题。同年9月，中共中
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达太原。在
彭雪枫陪同下，周恩来等人与阎
锡山交涉谈判，在八路军活动区
域、作战原则、指挥关系等问题上
达成广泛的一致。

“当时蒋介石让八路军到河
北去，但毛主席坚持到山西，阎锡
山不仅同意了，还让八路军坐火
车、给八路军配枪。”杨云龙说，山
西是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所
在地，是党领导华北抗战的指挥
中枢。如果没有统战工作，八路
军开赴山西不会如此顺利。

如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旧
址只剩下三间由太原市政府挂牌
保护的历史民居。

山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较早实践的地方。此后，在中
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
1937 年 9 月，广泛团结全中国爱
国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形成，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
胜利的一面旗帜。

（据新华社太原6月30日电）

在民族危亡关头凝心聚力
——我党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

佛教圣地五台山，五峰耸立、千嶂环
护。抗日战争时期，以阜平、五台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个“敌后模范
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如一
把尖刀插向了敌人的心脏。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
军第115师挺进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
关，威名天下扬。”在取得抗战开始后的首
个胜利之后，115师主力南下晋西南，而由
政委聂荣臻率领的第115师一部及军政干
部共3000余人则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
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7日，以阜平、五台为中心
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

次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
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共
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

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
家的代表，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
及五台山寺庙的和尚、喇嘛等140余人，代
表着边区 30 余县的广大民众。会议经过
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
会。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
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颁布实施的各
项政策法令，稳定了社会秩序，使敌后抗战
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成
立，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全面领导
边区的党、政、军和群众工作。这年年底，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辖70余县，拥有居民
1200万，武装力量约10万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引
起了日军极大的恐慌。他们在华北采用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连
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日军

还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实行烧
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
区”，晋察冀根据地进入艰苦困难的时期。

面对这样的局面，晋察冀分局和晋察
冀军区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坚持敌
后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方针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
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同时，抗日根据
地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地方部队、主
力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方法，采取“敌进我
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等军事斗争方针。

在高高的山冈上，在密密的丛林中，在
遍地的青纱帐、芦苇荡里，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武装锤炼出了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
战法：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

1945 年 5 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根据
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
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对日、伪军发起大
规模夏季攻势，先后发动察南战役、雁北攻

势、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热辽战役，消
灭日、伪军2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将敌
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

同年 8 月，晋察冀军区在广大群众的
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一部攻夺
大同、丰镇等城，一部进攻太原，一部包围
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等，一部攻
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攻占城市
70余座，解放了西迄同蒲铁路，东到渤海、
锦州，南临正太路、石德路，北至多伦、赤峰
的广大地区，使晋察冀根据地与晋绥、晋冀
鲁豫、山东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
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
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从晋察冀根
据地开始，敌后根据地如同四散的火星迅
速形成燎原之势，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据新华社太原6月29日电）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记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是什么力量可以让红军用脚走完两万五千里的路
程？”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前，管委会主任杜永胜和35名
讲解员每天都要回答参观者这样的提问。80年前，红军
三大主力在这里胜利会师。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向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
大规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在这紧急关头，党领导红
军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
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进行长征。

在长征途中，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飞夺
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了上百万敌
军的围追堵截，纵横10余省份，最远的行程25000里，最
后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红军主力部队会师。

“如果没有持久坚定的信念，没有战胜一切困难的意
志，没有随时准备牺牲的勇敢，没有人能走完这么漫长的
路程。”杜永胜相信：长征路上的红军将士有为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念。

1936年10月，红军胜利大会师前后，国民党仍然重
兵围堵红军主力。在会宁地区，红军和国民党军共进行
过6次大的战斗，其中打得最惨烈的一仗是大墩梁阻击
战。悲壮惨烈的血战整整持续了2天，红军伤亡887人，
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掩护了主力部队安全转移。

在会宁县，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初中一直到高
中，学生们的“开学第一课”都要来到红军会宁会师旧址
前，重温长征故事，学习长征精神。“苦不苦，想想红军两
万五”，这句直观体现长征精神的话语，仍然在激励着今
天的会宁学子。

“长征精神过时了吗？”有参观者向杜永胜问道。他
坚定地回答道：“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在过去几年间，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每年都要接待上
百万人次的参观者。而今年恰逢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
征胜利80周年，参观者尤其多，每天都在1万人以上。一
位企业管理者听完杜永胜“长征精神”的讲课后感慨地
说：“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团结一致、敢于胜利，这不也是
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吗？！”（据新华社兰州6月28日电）

信念坚定何惧路漫长
——在长征胜利会师地的回望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
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6月
23日下午，延安枣园革命纪念馆讲解
员白皓云带领着 30 多名吉林游客，
参观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
演讲地旧址，重温这篇光辉著作。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就是在这
里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
的千余名官兵一起，为张思德召开追悼
会，并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如今这里已被辟为“为人民服
务”广场，也叫张思德广场。毛泽东
当年演讲站过的土台子已改为石板
砌成的平台，张思德身背木材的石雕
全身像屹立其上，雕像两面矗立着镌
刻有《为人民服务》全文和描绘张思
德光辉一生的巨幅石雕。广场中轴
线上嵌着 29 颗红星，代表他年仅 29

岁便为革命奉献一生的生命历程。
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

军解放了张思德的故乡——四川省仪
陇县六合场，当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
张思德便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位。

“张思德参加革命后，在战斗中
屡立战功，被战士们亲切地誉为‘小
老虎’。”延安市委理论讲师团团长安
振华说。随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张
思德经常抽时间到驻地附近老百姓家
中帮他们收割庄稼、修路、挑水。一
次，一只狼叼走了一个小孩，他提枪就
追出门外，为防止开枪伤到孩子，他就
赶上去一把抓住狼尾巴，打死了恶狼，
救回了孩子。

1944年初，张思德积极响应党中
央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主动到安
塞县石硖峪办生产农场工作。当年9

月5日，张思德和战友决定再新挖几
个窑，多烧些木炭。中午时分，由于
土质松软加上雨水渗透，即将挖成的
窑洞突然塌方，张思德奋力将身边的
战友推出窑外，自己却被压在窑内，
不幸牺牲。

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有人在枪
林弹雨中冒死冲锋，也需要有人在平
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张思德就是
这样一个无私的奉献者。在张思德
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
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
务》的演讲。

1945年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
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
服务的精神”这句话被写入了党章。

（据新华社西安6月27日电）

宗 旨 决 定 未 来
——《为人民服务》演讲地回访记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
的曾家岩50号，在抗战时期的重
庆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周公
馆”。抗战8年，在周恩来领导下，
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
革命家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重
要机构常驻于此，成为党领导国
统区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前沿阵地。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如今，
在这栋砖木结构的老式院落里，珍
藏着几十张老照片，真实记录着发
生在这里的许多重大事件，仿佛让
历史在这里驻足，向世人讲述着共
产党人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
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追求国家
统一、民族独立的光辉历程。

叩开周公馆厚厚的大门，前院
天井的墙上悬挂着周恩来等中共
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照片以及南
方局组织机构图。其中一张周公
馆平面图格外引人注意，它清晰地
反映出当时这里复杂的斗争环境。

“门内有国民党高官，门外有
军统局特务，这就是周公馆复杂
甚至是险恶环境的真实写照。”重
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
郭亮指着照片告诉记者，中共代
表初来重庆时，由于住房紧张，只
能和国民党人共租一院。8年中，
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同进一大门，
同住一个院，虽几无往来，却也相
安无事，不失为国共合作期间的
一段佳话。

周公馆大门左侧是国民党警
察局派出所，右行不足百米，就是
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
为了监视曾家岩，军统特务在路
口开了一个小茶馆和修鞋铺，从
早到晚轮流坐在这两间房屋中，
目光牢牢锁定在周公馆的大门
上。而我党的同志，也对监视点
的特务认得一清二楚，以至于后
来双方彼此心照不宣，谁都知道
谁是干什么的。

“在如此危险复杂的环境中，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党的领
导人却从容不迫，在敌人的眼皮
下纵横捭阖，有力领导了国统区
的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
示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和极高的斗争艺术。”重庆红岩连
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

后院是南方局的核心住址。
左侧一楼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
公室兼卧室，里面的摆设都是原
样复原：十几平方米大小，办公桌
椅、一张床、两三件旧式家具，非

常简单。门口墙上悬挂着一组周
恩来夫妇的照片：有周恩来在此
办公的工作照，还有二人1940年
在重庆纪念结婚15周年的留影。
每张照片他们都面带微笑，这样
的笑容感染了在艰苦环境中工作
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内设中共中央南方局
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和外事组
等重要机构。团结国统区进步文
化人士，领导他们深入开展抗日
民主文化运动是南方局最重要的
斗争方式之一。

后院一楼过厅右侧的文化组
办公室内挂满了周恩来等共产党
人与柳亚子、沈钧儒、叶圣陶等国
统区进步文化人士的照片。其
中，“雾季公演”和“香港大营救”
两组照片弥足珍贵，真实记录了
我党领导的这两次具有国内外重
大影响力的文化运动。

1941 年，由于蒋介石发动震
惊世界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
反共高潮，使得重庆的革命活动
处于低潮，所有行动都受到国民
党特务打压，人们的心头都有着
沉甸甸的压抑感。能够驾驭政治
气氛的周恩来选中了当时陪都重
庆的话剧作为突破口，发起组织
雾季公演，让文化界人士先后排
演了《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和

《屈原》等剧目，使山城气氛终于
活跃起来。这些剧目的珍贵演出
照真实再现了当时情境和万人空
巷一睹爱国剧目的场景。雾季公
演持续4年之久，有100多部进步
剧目在渝公演，这一时期被誉为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皖南事变后，为避免国民党
的迫害，南方局帮助大批进步文
化人士疏散到香港。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又及时把留在香港的民
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安全转移回
内地，史称“香港大营救”。周公
馆文化组办公室内的照片就记录
了当时的真实情境。在一张被营
救出的香港部分文化人合影中，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虽然经历了
惊心动魄的逃亡，但这些团结在
共产党周围的文化名人身上却显
露出无比的坚定。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领导进步人士共同革命是我党在
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取
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周公馆里的
老照片清晰地记录下这其中的一
段历史。

（据新华社重庆7月2日电）

——访重庆周公馆

党领导国统区斗争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

2016年6月2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国共产
党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新华社发（张震 摄）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