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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党的政策和最广大群众的利
益真正结合起来，在民众中扎下了根。我们在莒
南县大店群众工作展馆看到一组数据，1942年山
东根据地(鲁中、滨海、胶东、清河4区)减租1 . 83
万户，减租土地39 . 39万亩，减租额620 . 72万斤，
减息款1 1 . 1 9万元，增资额2 . 3 0万元，增资粮
929 . 40万斤，增资人数3 . 94万人。

为切实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山东抗日根
据地党政机关和部队进行了精兵简政，从1942年春
到1943年春，共精简机关人员3万多人，其中精简党
的机关人员和政府机关人员分别达到52%和46%。

抗战胜利后进行的土地改革，则使人民和党
生死与共的关系更加牢固。当时参与沂南县依汶
庄土改的李子超同志曾写了一首《土改有感》：铁
树开花明了天，农奴奋起把身翻；印章到手抓枪
杆，土地还家焚债券；重铐长镣全打碎，陈规旧制
尽更弦；红旗指引光明路，团结一心永向前。

我们在沂南革命纪念馆看到一块展板，展出
的是曾在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任英语教员
的美国人韩丁对“翻身”一词的解读。韩丁在1948年
作为工作队观察员参加了根据地的土改运动。他
后来写了一本书《翻身》，在序言中他说：“中国革
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
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
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
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
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
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
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
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
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记得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写
到一个情节：支前的民工看到国民党军的俘虏队
伍就会停下来问：“啥地方的？在家给地主干过吗？
受过欺负吗？把帽子换了吧！”回到村里，他们都成
了见过世面的人，会对村民说：“‘人’是什么？就是
叉开两腿站着，顶天立地地站着！”

支前民工朴素表达的，就是翻身的感觉。
生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政策，必须以群众

利益为本位，让群众得最大的实惠，因为只有把群
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我
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

“依靠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力
量所在。正如毛泽东常用的一个比喻‘水里可以
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怎么依靠？
就是群众工作必须行之有效。”山东社科院副研
究员韩冰说。

就拿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来说吧。这是一项需
要全社会参与的规模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大有“老
虎啃天，无处下手”的感觉。怎么办？刘少奇同志引
导大家探索出“中心突破”法。中共山东分局首先
确定滨海区的莒南、临沭两县为“双减”实施中心
县，组织了由200多名干部参加的工作团，分别到莒
南县的仕沟区、筵宾区和临沭县的大兴区、蛟龙区
进行试点，干部入村时，首先安排一个人与保长配
合，对地主士绅进行统战和宣传，解释减租减息不
妨碍他们的利益，并绝对强调交租交息，其他几个
人则去做佃户、雇工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严

谨细致，做到万无一失。取得经验后，在沂蒙根据
地全面展开。据统计，到1944年，开展减租减息村庄
占到沂蒙根据地的63%。

利用报纸指导工作，刘少奇同志作出了榜样。
他当时专门到大众日报社，找到社长陈沂同志，具
体商洽了有关“双减”的宣传事宜。少奇同志曾给
华中根据地苏中区党委写了一封关于农救会工作
的信，为给山东提供农会工作方面的借鉴，他把这
封信重新修改后，以一个普通撰稿人的身份给了

《大众日报》。1942年6月10日，《大众日报》以《盐城
农救工作经验》为题刊载了此文，6月19日，应刘少
奇的介绍，《大众日报》又刊载了《盐城县农救会第
一次代表大会总结》等材料。这些文章，成为山东
减租减息运动的好教材。

为响应少奇同志的指示，大众日报社将报社
机关迁出分局机关，搬到莒南县洙边区壮庄，一
方面派出机关同志，换上群众服装，亲自参加驻
地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大力报道减租减
息运动。从5月1日起到7月4日两个多月内，发表
社论17篇，及时提出问题，指导运动发展。同
时，发表有关运动的报道117件。

发现典型、典型带动，是组织群众、发动群
众的有效手段。

《沂蒙山小调》的词作者阮若珊2001年去世，在
2000年底和2001年初她跟老战友王杰有个谈话，深
情回忆了在沂蒙根据地的生活。她说：“在抗战胜
利前夕，准备大反攻、动员大参军的日子里，(山东)
分局宣传部长陈沂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莒南县刘家
扁山一段动员参军的动人故事(说的是村干部刘纪
湘带头报名参军，他的父亲、妻子、丈母娘激烈反
对，最后在村干部和乡亲们的耐心开导下，又高高
兴兴地送刘纪湘上了前线)。我们全团人马，编、导、
演、舞美，所有人员进驻这个山村，和故事中的人
物生活在一起，真正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近
半年的深入体验生活……最后集中了大家的智
慧，由李林、贾霁执笔创作出《过关》这出话剧。演
出后，在山东解放区引起轰动，对‘准备大反攻，动
员大参军’起了很好的作用。”

群众的眼睛始终是雪亮的，群众的心里更是
万分明白，不仅看你怎么说，更看你怎么做。只
有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入手，才能一点点地融
入群众之中。

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
荣桓率师直机关、直属队和343旅686团2000余人进
入鲁南地区。进驻苍山县大炉村时，一些地方群众
因为不了解八路军而心存疑虑，关闭寨门。八路军
就在寨门外休息，老百姓在围墙上观察这些兵，他
们怎么不砸门？有大胆的农民看到战士干裂的嘴
唇，就用绳子把水桶递下去，让他们喝。他们发现
这些兵不是“老总”，慢慢地，他们把门打开了。

刚开始指战员帮农民收庄稼，群众害怕抢占
粮食而婉言谢绝。后来，群众看到八路军收完庄稼
不但不要，还捆好送到家里，渐渐地就消除了疑
虑。当地百姓说：“自古以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

发动群众，首先要团结乡村开明绅士，团结
觉醒早的农民。通过他们的影响，再影响更大的
群体。

万春圃，1882年生于苍山县上大炉村，家中拥
有200多亩良田和500多亩山场，他为人耿直，有强
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到
达抱犊崮山区后，罗荣桓政委就住在他家。

万春圃看到罗荣桓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淡
饭，就特意让夫人炒了一盘辣子鸡丁送去，罗荣桓
得知后，立即让妻子林月琴拿出钱来让通讯员拿
过去，并叮嘱要给万家讲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是我军的规矩，不要让万春圃产生误会。共产党的
仁义打动了他，让他慷慨打开粮仓，砍伐松林，还
动员其他绅士陈毓山、盛清沂、刘子才、王拱辰等
人，捐粮献款支援八路军。其中陈毓山一次就拿出
五万斤小麦。“民族解放战争，没有占人口半数的
妇女参加，要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
争取民族解放就必须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动员起
来……”这是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妇女委员、山
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常委的陈若克烈士的话。

我们在沂南县发现了《山东省联合大会史料
汇编》，其中有1940年8月14日早饭后、15日晨6时至
下午5时，陈若克作《妇女工作新任务》的报告。时
年陈若克21岁，报告4万多字，当时参加会议的记录
者评价说，报告“实际模范例子甚多”。

我们仔细读完全文，感觉陈若克对山东妇女
工作太熟悉了，没有一句套话、空话。我们的干
部就是从最具体实在的事做起：发动妇女，做军
鞋、摊煎饼，照顾伤病员……

陈若克讲了两个生活气息很浓的细节，是发
动妇女的非常形象的说明———

鲁西有些迷信老太太组织善人救国会。“经
过工作同志去耐心地说服，把她们念的佛学会一
些，灌输以抗日的内容，讲给她们听，引起她们
的觉悟；更抓住她们中的领导人物，加强对她的
说服教育(如有些大善人出去讲道时，就说‘过去
我们烧香行善是慢板，现在打鬼子是快板’)。迷
信组织就被改造了。”

“一贯道本是汉奸组织，为我们妇女同志利
用。经过耐心艰苦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抗日的团
体。为了进行这一工作，我们同志曾去赔(陪)那些
老太太在黑屋子里跪一天，用她们的理论改作抗
日的理论，说‘鬼子汉奸乱世，八路军来救世’。”

这些几十年前的工作方法，对每位参加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党员干部，对我们做好
群众工作仍有着启发和指导意义：群众工作事无
巨细，能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心细致，潜移
默化，才能达到行之有效、事半功倍的效果。

赢得民心的公仆情怀

西方记者爱泼斯坦曾记下他在根据地看到的
难忘的一幕。一位老农慈爱地拍打着出身贫苦的
年轻县长的背对他说：“你看这家伙背了多少筐粪

到我们地里？有谁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官？从前，
当官的闻的是他们姨太太的香水味，怎能闻这鲜
大粪呢？”爱泼斯坦感慨道：“在中国几千年的
历史中，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官员，也没有人
见到过这样的情景。”

我们翻看史料，经常看到爱泼斯坦述说的情
景，比如沭水县长王子虹背粪筐，拾粪送群众，为
参军青年抬花轿；比如莒南县委书记杨心培的家
当，是一只小皮箱，一条补丁毛毯……他们是真正
的人民公仆，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沂南县党史委副主任郑国华说，在战争年代，
徐敏山的名字家喻户晓。当了18年牛倌的他，1939
年当选为岸堤村村长，1940年4月，他当选南沂蒙县
九区区长，被誉为牛倌出身的好区长。1941年大扫
荡的时候，他领着民兵，60天打了72场仗，鲁中区党
委嘉奖他为“战斗英雄”。他曾大义灭亲，自己的姑
表哥当了汉奸，他一枪将表哥击毙。他对敌人恨之
入骨，对百姓却心细如发。1945年，他住在朱家里
庄，房东家有60多岁的老太太和七八岁的孩子。有
一天机关吃水饺，那时除了过年之外，很少能吃上
水饺。在吃晚饭前，他对房东大嫂说，我饿了，你给
我两个煎饼吃好不好？大嫂很奇怪，平时徐同志从
来不随便伸手要东西啊？她马上给他拿来煎饼，他
很快吃完了。一会儿，同志们给他拿来两碗水饺，
他立即把水饺端到大嫂面前说，这两碗水饺给大
娘和孩子尝尝。大嫂推辞说，你轻易吃不上水饺，
我们怎么能吃你的水饺呢？徐敏山说，我不是吃过
饭了吗？大嫂会意地笑了：“你真是个好人！”

王东年与王尽美是同村同族，都是莒县北杏村
人(现属诸城市)。1941年1月1日，他当选为莒南县的
第一任民选县长。当上县长了，他的生活依然非常
朴素：冬天头戴黑毡帽，上身穿一件粗布棉袄，下身
穿的是肥大的棉裤，腰束一根布绳，脚穿芦草毛窝
子，被人们尊称为“庄户县长”。他生于殷实之家，却
很能吃苦。当时机关伙食困难，他就让勤务兵将杨
树叶子和柳树叶子掺着蒸饼子吃，饼子有股刺鼻
的味道。他拿起来，一边吃一边说：“别去想，往下
咽。”大家见县长这样，也纷纷拿起饼子来吃。

1941年秋季歉收，冬旱无雨，加上敌伪“扫
荡”，地主恶霸盘剥，造成次年春荒，大多数穷
苦农民揭不开锅。王东年写信给老家，将祖林中
上百年的大柏树全部砍伐，做成一条船，到日照
海边卖了200块银元，一部分交给县政府伙房，其
余部分全部救济了灾民。

王东年给老家的信，很感人，信中说，群众
选我当县长，我就要为群众支撑起这个家，我虽
愧对列祖列宗，但不能愧对群众的信任……

区长、县长视民如伤，与群众心贴心。我们
的高级干部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一张1943年11月的老照片，这是滨
海区在莒南县坪上村举行生产展览及劳动模范大
会后，省领导黎玉跟劳动模范的合影。前排坐的
是戴着光荣花的劳模们。

黎玉在哪里？根据图示，我们看到他在最后

一排从左边数第六位，是站着的。当时黎玉是山
东军区副政委、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中共
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如果没有图示，根本看不
出谁是领导来。

黎玉可是了不起。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
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打
响了山东抗日第一枪。1938年4月，作为山东省委书
记的黎玉亲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正
是听了黎玉的报告后，才决定派大批干部去山东。

黎玉从延安回山东后不久，中央任命郭洪涛、
朱瑞同志相继为山东分局书记，他为委员；以后罗
荣桓任书记，他为副书记，职务的变化，都毫不影
响他的工作热情。土改复查中他被以莫须有的罪
名批判、打倒。许多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不据理
力争。他淡淡地说，面对敌人进攻，我们内部能互
相打起来吗？自己委屈事小，革命成功事大！

在莒南县群众路线教育陈列馆，有一张“朱
瑞拉犁”的油画。莒南县党史办主任陈庆堂讲了
这幅画的故事：1943年春天，山东党政机关住在
洙边区三界首村，朱瑞、黎玉、肖华等领导和机
关工作人员都去帮助春耕。有个同志说，老朱，
你是分局书记，你扶犁吧。朱瑞很倔强，拿起绳
子就拉，结果，拉了半天犁，褂子拉碎了。回家
后，没有衣服穿了，怎么办？夫人潘彩琴(陈若克
牺牲后，朱瑞跟潘彩琴结婚)用床单给朱瑞连夜做
了一个褂子，让他第二天穿着去开会。

军有军令，政有政规；规矩约束，毫不含糊。山
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0年10月8日下达《关
于公布各级政府用费开支标准的通知》，11月7日发
布《关于招待费及菜金马干费的决定》，1942年2月7
日作出《关于招待会餐等费之决定》。我们看到，
1942年6月16日，费南县政府二科仓库主任贪污田
赋税收公款1250元，费南县秘书处军用代办股长贪
污1340元，经审理后，二犯被鲁南专署判处死刑。

记者看到一份《山东八路军拥政爱民公
约》，规定非常具体，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不让
马啃树皮”。

老家沂水县的退休干部杨立勋说：我小时候
经常听父亲讲，八路军的活动特点是除了小股便
衣和探子(侦察员)都是昼伏夜出。我父亲经常在夜
间忽然听到满村的敲门声，同时不停地喊着“老大
娘！老大娘……”这就是八路军来了。于是各家起
床开门，腾房子，借被褥，让土炕，支门板。天
亮以后，战士们都要把街道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
净，把各家水缸的水挑满，这叫“满缸运动”。
部队出发时，都要派人与房东告别，征求意见，
表示感谢，并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

1940年7月，时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大
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的李竹如作为代表，出席了
山东各界人民联合大会，并具体负责大会的组织
工作。他在会上作了《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报
告。在报告中他的一番话意味深长：“严防群众
领袖的自高自大或自满，严防其脱离群众、防止
其新官僚主义的生长。要使得大大小小的群众领
袖都能够正确的了解：在你能够代表群众、为着
群众的时候，群众可以将你高高的举起；但是当
你脱离群众、不能为着群众的利益的时候，群众
也可以重重地将你放下。”

鉴往可以知今，追先为了怀远。联系群众如鱼
得水，脱离群众如水覆舟。每一位参加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党员干部，不可不深长思之。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 从沂蒙根据地看党群鱼水情是怎样形成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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