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根据地遭受着严重的水、旱、虫、疫等自

然灾害的侵扰，遭受着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重

重军事包围和层层经济封锁，生存环境恶劣，

但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其中

一个缘由就是党领导的社会救助，其与军队建

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相互配合，成为革命

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基之一。而在

战乱与灾荒的环境下，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

关的社会救助工作之所以取得成效，与党的各

级组织的正确领导、良好的群众基础与动员机

制、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目标相结合、紧扣

时代特点的宣传动员工作紧密相关，这无疑是

中国革命救助体系的几个重要特点。

一、党的组织领导是社会救助取得成

效的关键

（一）组织起来，从全党动员到全民动员

面对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充分发

挥“组织起来”的优势，凝聚各方力量。1926

年 7 月，党在 《组织问题议决案》 中就明确提

出：“一个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

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

之工作。”①毛泽东也提出：“把群众组织起来，

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

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

是可能，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

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② 而能把群众真正加

以团结、组织起来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

各级党组织，从动员全党发展为动员全民。

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党领导成立了

农、工、兵、青、妇、少等群众团体组织，这

些群众团体参与了动员群众的救助工作。为了

更有效地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落实各项政策，

根据地还组织了专门的救助机构，直接组织落

实。这些机构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中一切

力量救灾，并把潜在力量充分释放出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救助体系的特点
高中华 *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开展了疾风暴雨式的武装斗争，而且与

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救助体系的革命救助体系。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处的自然环境，几乎无年不灾。灾情犹如战场，关系到数万家

庭的身家性命，影响到战争进程。党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愈加认识到救助

事业对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灾

荒的过程中创造的革命救助体系，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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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踵而至的灾荒面前，中国共产党把革

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紧急

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从思想、政治、组织进

行普遍深入的动员，一齐动手，同心协力，与

灾荒展开了斗争，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动员机

制，把救灾、生产、优抚、军事等融为一体，

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二）明确干部责任，发挥实实在在在的模

范表率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将

劳动人民的民生问题置于突出地位，切实解决

群众实际困难、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张闻天、刘少奇、陈

云等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救助。他们以求实精神

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第一手情

况。毛泽东提出干部党员在灾荒和困难面前要

以身作则，在救助中要发挥模范作用，如主张

“当党员就得分瘦田”就是一例。

在遇到天灾、疫情、难民涌来等诸多困难

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人与广大群众、战士同甘

共苦，党员干部发挥了表率作用。当时，并非

每次救灾必定有成效，它与救灾能力之高低、

救灾是否到位、干部能否去除官僚主义等因素

都有直接关联。其中，干部的作用尤为突出，

带领群众一起往前冲。虽然全民救灾，人人有

份，但群众对干部在救灾中的表现尤其关注，

群众是通过干部的表现来观察政治气象。根据

地成立专门机关或团体，负责具体的社会救助

工作，就体现并发挥了政府救助的功能，其与

民间救助相互配合，发挥出独到作用。

二、在社会救助中把阶级解放与民族

解放结合起来

（一）善于把治标性救助提升到治本层面，

以提高群众战胜天灾人祸的自觉性

社会救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的一种基本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

容在不断充实、完善。但根本的一条是，社会

救助与阶级社会紧密相连，不同的革命者甚至

执政者出于生存或发展的考虑，颁布了相应的

救助措施。

面对一次次战乱与灾荒，党的各级组织如不

予重视或重视不够，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采取了措施但不注重落实，则灾区的广大人民必

然陷于饥饿，直至死亡，继而党组织因脱离群众

而陷入孤立，又谈何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恐怕

连在农村的生存都无从谈起。只有尽一切可能解

决群众的生存问题，通过有效途径消除群众的疑

虑与不满，才有可能团结群众，才能依靠广大群

众打败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者。

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一个个饥荒之

年，在生活上没有发生“饥馑之患”，许多地区

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

天”，充分显示出党领导根据地的优越性。对于

这一事实，深入根据地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有过一段深刻、生动的记述：“当我们

想起红军游击队在这区域作战时进时退已达五

年；想起它的经济始终保持得住；想起苏维埃

没有饥荒；当我想起这些时，我们觉得这完全

是一个中国的奇迹！事实上，这不能只靠财政

来说明，只有从社会的和政治的基础上着眼，

才能理解的。”③

（二）善于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

来，以提高群众战胜天灾人祸的使命感

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自救，

尽一切可能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在这一

过程中，将政府救助与社会、人民、军队的救助

融为一体，开展双拥运动，集中各方力量，军民

共同救灾。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把自

身解放与阶级解放结合起来，把民族解放与政治

解放结合起来，赋予了救灾更高的历史使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求地主减

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从经济上减轻群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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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从政治上团结更多的人抗日救国。在解放

战争时期，党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统筹劳资关

系，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热情，也改变了劳动关

系性质，故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军民感情

加深了，革命队伍扩大了。毛泽东在延安看到

知识分子的秧歌队与老百姓的秧歌扭到了一

起，笔杆子与泥腿子在一起了，他为此感叹

“从此天下太平矣！”

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革新制

度，注意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结合，并自觉

维护长期斗争的成果，对于破坏法令者，党颁

布了法律，并由根据地政府予以裁决，与地主

阶级、国民党政府开展斗争，逐步改变带有封

建性质的政治关系。

在救助过程中，党把人民的义愤正当地集中

于困难的制造者——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

把人民战胜困难的自觉性发动起来，把战胜天灾

人祸的组织程度提高起来，实现了生存和发展的

结合。正是做到了救助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

结合，实现了自身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结合，

才体现出革命救助的真正价值所在。

三、把社会救助工作与乡村治理相结合

（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制

定了相应的救助法令政策

社会救助事业除了赈灾济贫之外，还涉及

社会优抚、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多方面的内

容，救助人群以社会弱势群体为主，包括优待

军属、安置移民难民等。可以看出，社会愈发

展，救助的内涵愈丰富，其社会功能也愈完

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救助工作，不仅是

经济问题，也是乡村社会的治理问题。

在遵循革命原则的前提下，在不同历史时

期，各革命根据地在救助过程中，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制定了相应的救助法令

及政策，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首先，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全国时局的变

化，及时调整法令与措施，以使救助工作因时

制宜。抗日救亡高潮到来后，党注意到阶级矛

盾与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汲取右的或“左”

的教训，及时修改完善法令措施，并根据对实

际情况的调查，制订出一系列救助法令，如

《共耕条例》《劳动法》《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

体合同暂行准则》 等，调整乡村社会中地主与

农民的关系以及劳资之间的关系。

其次，党颁布的救助法令及措施，注意结合

地方情况以因地制宜。抗日战争时期的劳动互助

组织，主要有变工队、扎工队等，也采取了灵活

多样的帮扶形式，包括人工换人工、人工换牛

工、牛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集体养牲口等，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缺乏人力、畜力、农具

的困难，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劳动互助组

织的工作范围并不局限于生产救灾，还扩展到拥

军优抗等领域，在帮弱救贫、优待军人及军属等

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再次，党在救助过程中还尽可能做到因人

制宜。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提高妇女地位、改

善工人待遇、优抚伤残军人的救助措施，解决

工人、农民、军人的实际困难。根据地颁布的

一系列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解决了根据地的

财政危机，渡过了一次次严重的灾荒。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上三个“制宜”，就

是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生活保障与

生产保障的结合、物质救助与精神救助的结

合、政府救助和群众互助的结合，并在各级党

组织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导下，从

组织上、思想上保证了各项救助政策符合根据

地的具体实际。虽然在抗灾救灾及优抚等工作

中出现过偏差，但正是有了一个较好的纠错机

制，在发生“左”的或右的问题时，能予以及

时纠正，避免了更大、更严重问题的出现。

（二）乡村救助体系的形成

随着革命的发展，以乡村社会稳定为主要

目标的传统救助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在延续与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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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古代社会演绎了灾荒与乡村革命相伴的历

史，灾荒易发生民变，民变易影响政权稳定。

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处理天灾与人

祸的矛盾、乡村内部的矛盾、乡村与乡村外部

的矛盾、国内与国际的矛盾，等等，都赋予了

救助以新的、丰富的革命内涵。与之相应的

是，救灾成效也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走向与分

野。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轰轰烈烈的解放战

争，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改，土改在一定程度

上激化了阶级矛盾，为此及时开展救灾、优抚

工作，加以群众互助以缓和阶级矛盾。为了处

理武装斗争、土改与救灾的关系，党在缓和阶

级矛盾的情况下，逐步改变着农村的封建关

系。此外，党在广大根据地建立起广泛的社会

动员机制，加快了改造乡村社会的进程，逐步

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结构。

（三）开展宣传动员，引导舆论导向

为了开展救助工作，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

宣传动员，以引导舆论导向，是社会救助取得

实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张云逸所言：“宣传工

作很重要。我们工农红军，不仅要打仗，还要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一条标语，看来很平

常，但它体现了党的性质、纲领和方针路线，

对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

权，扩大红军，都会起很大作用。”他还提出宣

传工作的具体要求，就是“要自己先学好，先

理解，才能讲好。另外，写标语是辛苦的工

作，要吃得苦，受得累”④。革命根据地的宣传

工作形式多样，主要有书写标语、散发传单以

及演白话戏、唱革命歌、办革命报刊等。这些

宣传的共同特点是语言浅显易懂，易记易用，

通过宣传工作的大众化覆盖不同的受众对象，

以适应革命救助工作的需要。

四、历史与逻辑、传统与文化的结合

应对天灾需要救助，救助影响革命，革命

也需要救助，这是天灾、革命与救助三者的逻

辑关系。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救助予以足够的重

视，既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有革命发

展和成功的需要。党重视社会救助事业，其直

接关系到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发展程度，直

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与否。党领导

各级政府开展社会救助，密切了党同根据地和

解放区人民的血肉联系，提高了共产党和人民

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从而能广泛动员社

会各阶层参加革命，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救助工作，不仅是

一项项具体的工作，更是一个凝聚革命传统和

传播革命文化的有效途径。革命根据地开展的

社会救助，不但符合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相结

合的原则，也成为革命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

体体现。党通过实施一系列救助措施，发扬了

团结互助、阶级友爱的革命精神，进一步丰富

了革命精神的内涵，革命精神在丰富的革命实

践中不断升华。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灾救灾

的过程中积累了救助经验，建立起革命救助体

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成功后，这一

具有革命年代特点的救助体系，仍然具有难以

替代的历史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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