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枣庄沙沟火车站——— 京沪铁路线上一
个货运小站。７０年前，这里曾经上演了中国抗
战史上罕见的一幕：千余日军向中共领导的地
方武装——— 鲁南铁道大队缴械投降。

从侵略者的铁蹄踏上鲁南的土地开始，这支
抗日武装就奋战在这一带，搅得日军鸡犬不宁。

如同《铁道游击队之歌》描述的那样：
“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
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
丧……”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主力部队撤出山东，
地方武装大部分伪化。民族危亡时刻，共产党
高举抗日大旗，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成一支
不可战胜的力量，独立支撑起山东抗战大局。

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山东军民歼敌60余
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战
略支点。

八路军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下旬，日军渡过黄河。负责山
东军事的国民党将领韩复榘和他的１０万大军落
荒而逃。危急时刻，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群众发
动武装起义，到次年上半年，组织起１０个支
队、约２万人的抗日游击队。１９３８年，八路军
１１５师进入山东。

抗战初期的山东，“司令”多如牛毛。许
多队伍抗日是假，扰民是真。但当共产党领导
的队伍到来后，老百姓才真正看到了希望：世

界上竟然有不扰民还爱民的兵！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安陵

集村西庙前的一声枪响，给了时年１４岁的马金
时刻骨铭心的记忆。当着数百名群众的面，八
路军苏鲁豫支队枪毙了司务长王恩路。因为他
违反纪律，向老百姓要了一只鸡。马金时说：
“那件事给老百姓印象很深。大家都说，八路
军是支好队伍。”

寻访当年的抗日根据地，几乎每一位战争
的亲历者都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有关八路军的故
事：部队拴马的时候，都要把马嘴罩起来，怕
战马啃了老百姓的树皮；在老百姓家里，不许
随地吐痰；住在村里，除了打扫街道和院落，
还要把水缸挑满……

严明的军纪，令人肃然起敬；爱民的情
怀，赢得了人民拥戴。从《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里，老百姓看到了和其他“老总”不一样
的八路军。他们把这支队伍当作带领他们抵御
侵略、赢得尊严、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人民子弟兵为人民利益而战

八年抗战是一场持久战，在山东大地上真
正和老百姓一起抗争到底的，是共产党领导的
军队。

虽然他们力量不够强大、装备不够精良，
但他们义无反顾地担当了抵御外侮、保护人民
的责任！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不断对根据

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和“蚕食”。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３日至２４日，日军对胶东半岛

的马石山区展开“拉网扫荡”。数千名群众和
八路军战士被围困在马石山主峰一带。为了保
护群众突围，八路军山东纵队５旅一个班１０名勇
士，往返拼杀，三出四进，使千余群众脱险，
而他们无一生还。

胶东军区十七团七连同样被围。生死面
前，战士们大义凛然。二营营长孙涛说：“我
们是人民子弟兵啊！今天晚上如果我们只顾自
己突围，置群众的生死于不顾，即便我们活着
出去，有何面目再见胶东父老？”

在掩护群众突围中，除４名战士外，七连官
兵全部牺牲。

几度搏杀动天地，碧血忠魂烁古今。１９４３
年１０月，日军把曹县刘岗村上千名群众赶到水
塘里，逼迫他们指认共产党员。眼见一个又一
个村民遭到敌人折磨，冀鲁豫边区八路军战士
秦兴体挣脱开群众的阻拦，猛地站了出来：
“我是共产党！我是八路军！”

鬼子把秦兴体钉在刑床上，用鞭打，用火
烧，最后生生折磨致死。

７０年后，在三名亲历者倡议下，刘岗村群
众捐款为这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树起了高高的
纪念碑。

谁赢得人民谁就能天下无敌

八年抗战，山东根据地中共党员人数从初

期的不足２０００人发展到２０万人，八路军主力部
队发展到２７万人，另外发展了５０万基干民兵和
数百万人民自卫武装。

侵略者非但没能消灭抵抗者，反而使抗日
力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日益壮大。

山东沦陷，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纷纷弃职
潜逃，大批政权垮台。共产党抓住时机，加强
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大规模减租减息，传播新
思想，建设新文化……共产党的主张和先进理
念，变成了人民的新生活。

在莒南县大店镇，记者看到这样一组对比
数据：国统区每亩高粱交租84斤；敌占区每亩
交100斤以上；减租减息后，根据地每亩交租11
斤。

鄄城县旧城镇旧城村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
权是在破瓷碗里诞生的。1943年麦收前，共产
党领导旧城村第一次搞选举。被选举人坐在土
台子上，背后放一个碗。选举人排着队，从候
选人身后走过，愿意选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
搁一粒黄豆。

当年的儿童团团长仪瑞庭说：选举结果一
出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比过年都
高兴！

1941年前后，山东根据地有统计的71个县
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村级政权大都由村
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根据地产生
了一批“庄户县长”“牛倌区长”“长工村
长”。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常连霆说：

“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不是让老百姓拿起大
刀长矛跟鬼子拼命，而是让老百姓当家作主，成
为社会、国家的主人，过上新生活。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人民，是侵略者征服不了的。”

那个年代，中国文盲多，不识字的妇女尤
其多。为了把她们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共产
党在根据地掀起了主要面向妇女的文化普及运
动，组织妇女学习文化。“识字班”这个别致的称
呼，在山东慢慢地变成了姑娘们的代名词。

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女性，在残酷的
战争年代书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用
乳汁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红嫂”、哺育八路军
子女的“乳娘”……

在现今莱州市一些村庄的地底下，有过一
座“地下医院”。躲在下面，听得见鬼子的马
蹄声，但伤员并没有太多担心。从1941年到1944
年，有上千名八路军伤病员在这里得到救治，
重返抗日前线。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发起莒
城战役。当地２５００名民兵和群众奔赴前线，运
送物资、转运伤员、破坏公路、平毁工事。经
过半个月的战斗，八路军收复莒县全境。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5年，山东民
兵累计拆除敌碉堡１９５７个，破坏敌公路１.４万公
里，拆除铁轨８.６万根，割电话线３５０万公斤。

沙沟车站前，接受日军投降的共产党代表
昂首挺胸。作为不屈的人民的代表，作为这块
神圣大地的主人，他们当之无愧！

（据新华社济南8月13日电）

谁赢得了人民谁就能赢得历史
——— 山东根据地抗战启示录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
党领导山东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奏响了
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不但开辟了山东敌
后抗战的主战场，大量歼灭和牵制敌人，而且
发挥重要战略枢纽作用，打造了实力雄厚的战
略基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
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彪炳千秋的伟大贡献。

一、始终主导山东敌后抗战，并长期独立
支撑全省抗战大局，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
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
柱。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
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
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
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在山东敌后抗战的各
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尤其明
显，不但自始至终主导着山东敌后抗战，而且
很长一段时间独立支撑全省抗战大局，这在全
国绝无仅有。

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举入侵、
烧杀淫掠，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
军总司令韩复榘率十万大军稍战即逃。山东共
产党人于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肩负起领导全省
人民抗日救亡的重任，组织发动了数十起抗日
武装起义，在齐鲁大地燃起抗日烽火。进入抗
战相持阶段，日军将主要兵力转向对付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国民党顽固派执行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共产
党领导抗日军民在与顽军的斗争中，承担起敌
后抗战的重任，逐渐开辟了山东敌后主战场。
由于日、伪、顽势力的联合进攻以及严重的自
然灾害，从1941年起，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严
重困难局面。山东军民以超乎想象的顽强意志
坚持斗争，“干部战士有半年吃树叶、地瓜
秧、花生皮稀稀掺一点粮食的情况下进行作
战”。正是山东军民的这种顽强意志，在困难
面前毫不气馁、勇往直前，从而克服严重困
难，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最终迎来了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样面临严重困难，与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力克
难关的昂扬士气不同，国民党自上而下弥漫着
萎靡不振、投降自保的空气。在日军诱降下，
山东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兵力由最多20万人
减少到1943年的5万人，伪军则剧增至20万人。
在日军打击下，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部于
1943年7月率领6000疲惫之师和山东省政府离开
山东。至此，国民党在山东境内已无主力部
队，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独立撑起山东敌
后抗战大局。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民（包
括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豫根据地所属山东的
40余县）共歼灭日伪军60余万，解放山东92%以
上的国土。同时大量牵制日伪军，1945年最多
时牵制日军10万余人，一般牵制日军五六万
人，牵制伪军最多时达20余万人，大大减轻了
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伟大贡献，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据不完全统计，仅八路军山东主力部队伤亡就
达15 . 47万人，山东解放区区级以上政权干部
56510人中伤亡16953人，占30%。整个山东境内
平民伤亡达600余万，财产损失合1937年法币
847 . 65亿元。对于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军民作出的
巨大贡献，中共中央曾多次予以表彰。在1945
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主席台两侧各悬挂一幅贺
幛，左侧来自陕甘宁边区，右侧则来自山东抗
日根据地，充分说明山东军民抗战在全国的重
要地位。

二、始终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并独
立自主建立起一支战略游击兵团，为人民武装
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山东党组织在基础薄弱、没有八路军主力
支援、军事斗争经验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创造
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以抗日武装起义的独
特模式，独立自主地建立起一支相当规模的战

略游击兵团，这是共产党领导山东抗战的一大
特点，也是山东党组织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
历史贡献。

由于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山东党
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到毁灭性破坏，到
全国抗战爆发时，全省仅有党员2000余名，且
部分尚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尽管力量如此弱
小，但面对大敌入侵和国民党军队溃逃，山东
党组织独立自主地领导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抗日
武装起义，建立起10余支抗日武装。起义部队
肩扛土枪、长矛、大刀与敌人英勇拼杀，很快
解放邹平、蓬莱、福山、乐陵等15座县城，建
立了10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武装发展到4
万余人。1938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除冀鲁
边和鲁西北两地抗日起义武装外，山东各地起
义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
任指挥，黎玉任政委，下辖10个支队又3个团，
共2 . 45万人，另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山东纵队
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武
装力量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战略上统
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一
二○师、一二九师、新四军、山西新军、东北
抗日联军同为中央军委直接通报单位，受八路
军总部指挥。山东纵队成立后，一方面指挥各
部队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组织群众，发展地
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方面广泛开展
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
发展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于1939
年12月对山东纵队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山
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
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
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
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
东抗战的主力军。”

随着山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
发展壮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日益认识到山东
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作出了“派兵去山东”的战略决策。
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等率领八路军一一五
师主力入鲁，与山东纵队并肩战斗，取得了一
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同时部队也得到迅猛发
展。经过整军运动，到1940年底，一一五师达
到7 . 6万人，山东纵队达到5 . 4万人。1943年3月
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一
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建立山东军区，并遵照
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实行主力部队地方
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到1945年底大
反攻胜利结束时，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
的山东部分共有人民军队33万人，占共产党领
导的全国人民军队的四分之一。这支人民武装
不仅在全国抗战中建立了卓越功勋，而且对人
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作出重大贡献。解放战争
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五大主力部队中，由山东
走出的人民军队构成了第四野战军的主体以及
第二、第三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的一部分。

三、始终坚持发展观点，建立覆盖全省的
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战略
基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过程是中国
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增长、日军实力不断下降的
过程。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
中，英明判断中国抗战将是一场持久战，强调
要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身
力量，不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以造成战略反
攻的必要条件。山东党组织模范地执行这一战
略思想，带领山东军民不断开辟广大的敌后战
场，扩大抗日根据地，并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
一整套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开展了调整生产
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各项社会改革，尤其
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提高了广大军民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到1945
年底大反攻胜利结束时，山东解放区达12 . 5万
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党员22万人。加上冀
鲁豫解放区的山东部分，共有人口3500万，占

党领导的全国解放区人口的三分之一；党员发
展到30多万，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省政府，建立了全国唯
一基本以一省范围为主体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形成规模如此之大、力量如此之强的抗日根据
地，是山东抗战的显著特点，不但为支援全国
抗战作出贡献，同时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实
力雄厚的战略基地。毛泽东曾动情地评价：山
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
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
占东北，南下江南，都主要依靠山东。

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准备了强大的
人民革命力量。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山东
人民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大力进行民主政
权改造；广大人民群众经济上得到翻身，政治上
当家作主，从内心热切拥护共产党。正因为如此，
山东人民群众在解放战争中踊跃参军支前，在全
国享有盛誉。在淮海战役中，随军常备民工92%来
自山东。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是山东
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山东之所以在解放战争中
出现车轮滚滚、踊跃支前的盛况，与山东抗日根
据地拥有数千万群众基础密切相关。

山东抗日根据地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和支
援全国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山东
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开展生产运动。
到1945年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共开荒和扩大耕
地70余万亩，增产粮食6亿多斤。手工业和林牧
副业等各类生产、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建设也
得到很大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
系，基本满足了根据地的军用和民生物资的需
求。兵工厂发展到25个，不仅能够改装炮弹、
翻造子弹、修理枪械、制作刺刀，而且还能大
量制造枪炮、手榴弹和地雷，成为八路军、解
放军补充武器弹药、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抗
战八年间，山东还向延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运
送黄金达13万两。在国民党政府停止军费拨付
并封锁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下，这些黄金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

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
养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干部队伍。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山东
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分5期培养了3000多名党政军
民干部。1940年1月，抗大一分校到山东敌后办
学，先后培养了2 . 4万多名干部。正是因为打下
了如此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先后
有6000余名干部挺进东北，有至少4万名干部南
下开辟新解放区。

四、始终服从全国抗战大局，积极发挥战
略枢纽的重要作用，为支援全国抗战和人民解
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共产党领导山东军民抗战的巨大贡献，还
突出地体现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枢纽作用
上。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说:“山东是联结华北和
华中的纽带，可以由此南下华中，北通平津，
与晋察冀和太行根据地成鼎足之势，对坚持敌
后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抗日战争
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按地域分为
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区，其中最大最重
要的是华北和华中。山东地处华北根据地的东
端，越陇海铁路与华中根据地相连，使之形成
一个战略整体，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
略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同时，作为连接华中与
东北的战略枢纽，为解放军挺进东北发挥了战
略基地和转运基地的作用。

向南大力支援华中，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
创建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徐州失守后，中共
中央指示八路军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
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贯
彻中央部署，边区省委1938年五六月间相继组
织发动鲁南、湖西抗日武装起义，在苏鲁豫皖
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若干块抗日游
击根据地。山东纵队专门组建陇海游击支队，
开辟了苏皖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抗日游
击根据地的创建，为开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

地奠定了重要基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巩固
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后，创建华中抗日根
据地的进程进一步加快。1938年12月，中共中
央决定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建为中共中央山
东分局，以山东为战略出发基地南进经略华
中。此后，不断“派兵到山东”，将一一五师
主力大都部署在鲁西、鲁南边区，以加强山东
的战略枢纽地位。1939年9月，一一五师师部及
六八六团挺进鲁南地区，决定创建以抱犊崮山
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打通与华中的联
系。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入鲁后不久，即改建为
苏鲁豫支队，1940年6月从鲁西南出发，跨过陇
海路进至皖东北，挺进并迅速控制了淮海地
区。与此同时，八路军第二纵队（后改称八路
军第五纵队）主力1 . 2万余人从冀鲁豫边区出
发，开赴华中，与苏北新四军相互配合，形成
对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南北夹击之势，取
得了黄桥战役的重大胜利。1940年12月，一一
五师教五旅由山东南下苏北宿迁、沐阳，编为
新四军独立旅，更是对华中的直接支援。

向西大力支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华北
抗战作出重大贡献。抗战爆发后，山东党组织
在发动全省抗日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广泛开展
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鲁西北、泰西、湖西、
鲁西南等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冀鲁豫抗日根据
地的创建和迎接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奠定
了重要基础。1940年4月、1941年7月、1942年4
月，山东服从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
战略大局，先后将鲁西南、鲁西、湖西划归冀
鲁豫边区，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
大。从当时的行政区划看，冀鲁豫山东部分始
终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最大部分，共44个
县，人口约1000万。同时，经过区划调整，也
开辟了从华中经苏北越陇海路到达山东滨海地
区，尔后西行经鲁南、湖西至太行终到延安的
“红色通道”，加强了山东与华北、华中的联
系。

向北发挥战略基地和转运基地作用，为人
民解放军抢占东北、解放全中国作出重大贡
献。在抗战胜利转折关头，山东成为八路军战
略转移的枢纽。这早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
年，毛泽东就已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他在这年7
月9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此就须估计
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
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
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
（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
为转移的枢纽。”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的预见
成为现实。山东解放区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
派出主力部队7万余人开赴东北，占全国解放区
调入东北部队11万人的63%。胶东龙口成为部队
挺进东北的转运基地，绝大多数部队均由海运
出关。在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下，经过充分准
备，严密组织，仅用两个月时间，即将数万大
军送过渤海海峡，完成了转运任务。

五、始终坚持将人民解放事业寓于抗日战
争的伟大实践之中，大力推进以人民当家作主
为核心的民主革命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积累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任务。抗战期间，山东党
组织始终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统一于抗日战
争的伟大实践中，在领导山东军民艰苦抗战的
同时，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初
步建成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山东。在山东抗
日根据地局部执政实践中，山东党组织大胆探
索，勇于创新，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
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在经济建设方面。一是成功创办并经营北
海银行，积累了金融行业的经营经验。北海币
成为当时广为民间商人承认的最成功的抗币之
一，这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稳定金融，保
护和推进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支持敌后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8年12

月，北海银行与华北解放区的华北银行、西北
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
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基石之一。根据
地在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储备的情况下，创造
性地以粮食、棉花、花生等战略物资为储备，
保持了根据地币值和物价的稳定。1945年8月日
本投降后，美国有个经济学家以记者名义来山
东访问，对此曾表示不可思议。二是尊重市场
规律，执行灵活政策，成功开展对外贸易，积
累了对外贸易工作的经验。为打破敌人的经济
封锁，山东党组织通过敌占区工作人员以高额
利润动员商船来根据地，以我所有，换我所
无，不但解决了军需民用，而且带动了根据地
整个经济的发展。三是成功开展货币斗争，积
累了货币斗争经验。根据地先后成功打击伪
钞、取缔土杂钞、排斥法币，到1945年抗战胜
利时，数十亿法币、伪币被排挤出解放区，完
全确立了北海币的本币地位。四是在大生产运
动中建立起具有新民主主义特点的互助合作劳
动关系。在农业生产中，大力推广变工组、搭
犋组等换工互助，同时在榨油、纺织、铁木
工、供销、运输、缫丝、染织等行业广泛建立生产
合作社，实行折价入股、公私两利、按劳分配、按
资分红原则。这种互助合作的劳动方式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全国推广。

在政治建设方面。一是依法施政，颁行一
系列法规政令，初步实行民主政治。1940年山
东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后，先后颁行有关组建乡
村政权、减租减息、人权保障、惩治贪污、婚
姻、子女继承等重要法令、法规和条例140余
件。其中，《人权保障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人权保障条例，其内容即使今天来看，仍
不失真理的光辉。二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强调
司法为人民群众服务。要求运用合乎群众实际要
求的工作方法，打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条文主
义。如规定：在诉讼中，不论呈诉还是口诉，一律
受理；在审判案件时，严禁刑讯及变相刑讯，不准
吓唬当事人；对案件发生地要亲身查勘研究，广
泛进行群众访问调查，等等。三是尊重群众的首
创精神，积极务实地进行民主选举。在民主政权
改造中，各村划分公民小组，由群众直接投票选
举产生村政人员。有些地方没有纸张，农民又不
识字，就采用“豆选”（候选人身后放一只碗，选举
时将豆粒放入碗中，得豆子多的当选）、“香头选”

（在写有候选人名字的纸上用点燃的香头烧个小
洞）等原始方式进行投票，确保了人民群众的选
举权。某次胶东选民登记，到场的共计533489
人，参加选举的472083人，“白发苍苍的长者
与佝偻着身体的老大娘都扶杖出席选举，不愿
放弃自己一份公民权，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
有的现象”。

在文化建设方面。一是保障人民群众有受
教育的权利。1940年12月，《山东省战时国民
教育实施方案》颁布，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教
育目的，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拟定
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学制。此后，山东抗
日根据地又陆续制定了有关规定和条例，教育
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化。二是克服形式主义，
结合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开展群众教育。如利
用冬春农暇，发起冬学运动，开办妇女识字
班。识字班不拘形式，炕头、灶前、碾台上、
纺车边都可以是课堂。为解决劳动与学习的矛
盾，滨海等地还创办了把学校建在田间地头的
“庄户学”。三是以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
式进行群众宣传。当时，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
相对较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弱,只有那
些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才能真正
吸引群众，打动群众，鼓舞群众。唱歌、演
剧、教新文字是当时党宣传发动群众最有效的
三件法宝，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仅沂蒙根据地
就组建了9000多个农村剧团，每个庄子都会唱

“打杀汉奸”的歌曲，莒南县更是“庄庄秧歌队，村
村锣鼓声”，开创了宣传群众的成功范例。
（本文作者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砥柱中流 彪炳千秋
——— 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军民抗战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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