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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 前 的 今 天 ——1944 年 4 月 11

日，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

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军队政

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谭政报

告”）。这个报告，产生在毛泽东思想形

成并走向成熟的时期，产生在我军政治

工作经过长期发展和经验积累的时期，

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军政治工

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反映了政治工作

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丰富经验。报告系统

阐述并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理

论原则，标志着我军政治工作建设进入

了一个发展成熟的阶段。

集体智慧的理论结晶。“谭政报告”

虽以谭政命名，但在报告起草形成过程

中，从党的领导人到各级领导干部，很多

人都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报告起草

前，毛泽东同志召集贺龙、徐向前、萧劲

光、谭政等高级干部，专题研究部队政治

工作问题。为起草这篇报告，谭政指导

政治部秘书处把各部队的整风总结收集

起来，整理编写一年来部队关于整风学

习运动、拥政爱民运动、开荒生产运动、

练兵运动等多篇资料，供谭政和其他领

导参考。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准备、思

考 和 征 求 意 见 后 ，谭 政 写 成 了 报 告 初

稿。毛泽东同志审阅初稿并进行修改，

并指示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查修改，同

时送给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根据地

主要领导征求意见。报告初稿以不同方

式多次征求县、团以上数百名干部的意

见，进一步充实内容。经过多次会议讨

论，并由毛泽东同志作了几次重要修改，

报告才最终形成。据谭政回忆，报告中

有 19 段共 3000 多字，由毛泽东同志撰

写，强调把“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作为革

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目的。报告经中共

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

谭政曾回忆道：“如果说，我在抗日

战争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

稿、撰写的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

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是有毛泽东同志

等人的指导，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

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己

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已。”由此可见，

“谭政报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全党

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

同志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和军队思想

政治工作的思考与创新。

一脉相承的时代宣言。在人民军

队政治工作史上，古田会议决议和“谭

政报告”都是历史性的重要文件。这两

份 文 件 都 与 谭 政 有 关 。 1929 年 11 月 ，

他 受 毛 泽 东 同 志 委 托 ，到 部 队 调 查 研

究，把干部战士反映的问题逐条归纳整

理，并写出书面意见，为毛泽东同志起

草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并

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作记录。巧合的

是，时隔 15 年，他又成为“谭政报告”的

起草人。

1929 年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政

治建军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为我军政治

工作奠定了基础。1944年的“谭政报告”，

在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

经验和教训，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

务的变化，重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

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

断，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

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

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

从思想脉络看，“谭政报告”在强调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高度重视宣传教

育工作、加强党组织建设、恰当处理军事

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上，继承

了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而在巩固

和加强政治工作地位、把准政治工作方

向任务、正确对待政治工作传统、政治工

作必须坚持基本原则、创新完善政治工

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等方面，“谭政报

告”又在古田会议决议基础上进行了进

一步的发扬。

正是因为“谭政报告”深刻总结了人

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科学阐述

了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从

理论和历史的高度，厘清了人民军队政

治工作的源与流、根和脉，对于我军政治

工作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谭政

报告”一经批准，就被列为军队和地方的

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1944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专门下

发通知，要求全党干部和全军连级以上

干部都应认真研读这份文件。同年 10

月 1 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

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新中国

成立以后，中央军委也多次将这一文件

重新印发部队。

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1927 年，谭

政参加了秋收起义，经历了著名的三湾改

编。他从红军时期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

到各级政治部主任，经历了我军政治工作

从初创、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是我军从事

政治工作资历最深、时间最久的重要领导

之一，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战争年代，谭政每打一仗都及时总

结，坚持每月向上级写书面政治工作报

告。每次作战前，为鼓舞士气，他都组织

政治工作人员和宣传员沿途布置宣传鼓

动棚，运用化装表演、讲话、喊口号、唱歌

等方式进行宣传鼓动。长征开始后，谭

政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红一师作为右路纵

队的开路先锋。长征途中不能停留，谭

政就边行军、边进行思想动员，再苦再累

再疲劳，也坚持召集各级政工干部进行

部署，做好战前动员，在战斗中发挥政治

工作的强大威力。

谭政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记

录者。在行军打仗极其紧张艰苦的情况

下，他常常在马背上、油灯下、窑洞里思考

和著述，学习和笔耕。从第五次反“围剿”

到长征结束，谭政在极为紧张的战斗环境

中写下数十万字的战斗报告和政治工作

总结报告。抗战时期，他更是总结撰写了

《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八路军、新四

军的干部政策》《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

针》等大量研究报告和文章。这些深厚的

理论总结和思考研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

我军的政治工作，也为他总结起草“谭政

报告”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积淀。他的很多

工作经验都吸纳进入“谭政报告”，成为人

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

永载史册的“谭政报告”
■孙冠楠

在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有一座

建于晚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徐氏

祠。90 多年前，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在

这里设立了赤城县邮政局。自此，邮局

担负起发行报刊、邮寄信件、传递文件的

任务，众多邮递员用忠诚和鲜血，为革命

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29 年 5 月，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

在金寨西部地区领导发动立夏节起义

（也称商南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第 32 师，创建了豫

东南革命根据地。

至 1930 年初，汤家汇已是商城县和

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中心。在此背

景下，商城县邮政局应运而生，开启了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红色邮政的发展历史。

1932 年 2 月，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

剿”中取得商（城）潢（川）战役胜利，改商

城为赤城，商城县邮政局也更名为赤城

县邮政局。

赤城县邮政局是苏维埃政府领导的

邮政通信机构，担负着鄂豫皖交界地区、

苏区、白区邮政通信业务。邮政局下设

7 个邮政支局，配有邮戳、公章和统一的

信布挂袋等，除担负发行报刊、邮寄信

件、传递文件任务外，还要为 20 多个地

下党组织传递信件和情报，对传播革命

思想、弘扬先进文化、组织发动群众、开

展武装斗争、推进苏区建设发挥了积极

又重要的作用。

赤城县邮政局虽然建在苏区，但对

外仍以药店为名，秘密开展邮递工作，所

有红军指战员到邮局寄递家书，都要先

“买药”、对暗号。传递信件的方式也多

种多样。比如，对于苏区与白区地下党

组织之间的信件，一般由交通员经过化

装秘密专送，很多信件都是放在衣服、帽

子、鞋子的夹层里，或者搓成很细的纸捻

子缠到绳子里进行传递；重要的、特殊的

信件除采取秘密方式传递外，还要派武

装人员进行护送。

赤城县邮政局从局长到工作人员都

是红军战士、共产党员。他们在极其艰

难的条件下，秉承着“人在信在，完成任

务”的信念，为完成特殊使命，作出了巨

大牺牲。邮政局的三任局长都被敌军杀

害，一大批通信人员在执行任务中英勇

献身。

小 通 信 员 胡 小 五 就 是 其 中 一 员 。

在一次送信过程中，他被敌人拦住。狡

猾的敌人发现了胡小五藏在袜底的信

件，就用刺刀逼迫他带路去寻找红军队

伍。胡小五带着敌人在山里转了一整

天，最后在一处悬崖边，趁其不备，抓住

一个敌人的皮带，纵身跳下悬崖与其同

归于尽。

赤城县邮政局自 1930 年春建立，到

1932 年 9 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

失利、主力撤出大别山结束，虽然只存在

两年多时间，但用邮政服务保障了苏区

工作和红军作战，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红军战士卢炳银通过赤城县邮政

局寄转的两封家书，现已成为国家一级

文物（原件目前收藏在安徽省六安市大

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内），信封上所盖

的赤色邮戳，是全国苏区红色邮政机构

留下的唯一印记。

卢炳银 18 岁时加入六安县赤卫队，

随后被编入红军队伍，曾任红四军十一师

三十一团一营一连战士、排长等职。1932

年 5 月，苏家埠战役胜利后，卢炳银写信

回家报捷：“东征收到空前伟大胜利……

革命一天天高涨，苏区一天天发展，苏区

一天天巩固。”这封信是 5 月 28 日寄出

的，寄信单位是“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

一营一连”，收信地址是“赤城县政府转

六安四区十三乡二村交”。这封信就是

通过赤城县邮政局第七区、第一区赤色

邮政支局收转，最终送到卢炳银家中的。

第一封信发出后不久，卢炳银所在

的部队又参加了著名的潢光战役。战斗

胜利后，卢炳银写了第二封家书，报告潢

光战役的胜利消息，告知父母部队正在

南下、进逼武汉。这封信 1932 年 7 月 2

日从湖北红安县境内寄出，收信地址是

“带转交红安七里坪转交新集市带交皖

西北道区转交六安四区十三乡二村高岗

寺”。当时，红四方面军驻在红安县七里

坪，红安县邮政局就设在这里。新集市

是鄂豫皖省府所在地。这封信的传递路

线大致是从湖北红安寄出、经河南新县

和赤城县邮政局收转，最终送到卢炳银

的家乡。由此可见，当时鄂豫皖苏区的

赤色邮政机构健全、制度严格、手续完

备、运行通畅，一名普通战士的家书都能

够横跨三省、及时送达。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革命战

争年代，形势十分严峻，红军留下的文物

不多，红军战士的家书更是罕见。卢炳

银的这两封家书，见证了红色邮政事业

的发展历史，展现了红军战士坚定不移

的革命信仰和满腔热血的家国情怀，对

我们深入研究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乃

至鄂豫皖苏区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事

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人 在 信 在 ，完 成 任 务 ”
—红军时期的赤城县邮政局

■胡遵远 王凤霞 王之龙

从起义部队到英雄劲旅，战斗精

神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何理解、培塑

和发扬战斗精神，令其在新时代继续

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是我军当前面

临的重要课题。

战斗精神的作用是激发战斗力。

战斗精神就像催化剂，能够激发出强

大的战斗力。例如，秦朝末年的巨鹿

之 战 中 ，赵 国 被 秦 军 包 围 ，求 救 于 楚

国。项羽率 20 万楚军救援，迎战秦国

30 万人马。楚军渡过漳河后，项羽命

士兵携带 3 天干粮，然后凿穿渡船、砸

碎 锅 碗 ，以 此 表 明 有 进 无 退 、死 战 到

底的决心。楚军士兵在此绝境下，反

而激发出不畏生死的强大斗志，在项

羽的带领下，以一当十、拼死冲杀，经

过 连 续 9 次 冲 锋 ，大 败 秦 军 。 巨 鹿 之

战不仅解了赵军之围，而且使秦军从

此一蹶不振。除“破釜沉舟”外，古今

中外战史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如

韩信“背水一战”、朱元璋“采石弃船”

等。从能量运用的角度分析，这些战

例表明，士气、斗志就像是“催化剂”，

能 够 使 士 兵 在 短 时 间 内 激 发 出 更 强

的“ 战 斗 能 量 ”，使 得 兵 力 、战 力 相 对

较 弱 的 部 队 ，在 士 气 旺 盛 、斗 志 昂 扬

的 情 况 下 拥 有 比 对 手 更 强 的 战 斗 能

量，进而战胜强敌。这也是在发起战

斗 前 ，指 挥 员 往 往 要 对 所 部 进 行“ 战

前动员”的原因所在。

战斗精神的支撑是坚定的信念。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第 60 军由于缺

少信念支撑和思想武装，犹如一盘散

沙。加入解放军后，在毛泽东思想的

武 装 下 ，这 支 军 队 被 注 入 了 灵 魂 ，拥

有 了 共 同 的 情 感 和 信 仰 。 曾 经 怯 懦

畏 战 的 士 兵 ，变 成 了 勇 敢 无 畏 的 猛

士，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这也

是 我 军 历 史 上 董 存 瑞 、黄 继 光 、邱 少

云等英雄人物前仆后继的主要原因，

因 为 他 们 在 思 想 上 已 经 完 全 将 自 己

视为军队集体的组成部分，在关键时

刻 坚 决 服 从 全 局 利 益 ，宁 可 牺 牲 小

我 ，也 要 完 成 任 务 、成 就 大 我 。 这 种

思想层面的“同频共振”，使得每一名

士兵都能在上级命令下全力以赴、视

死 如 归 ，将 整 体 战 斗 力 发 挥 到 极 致 。

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上下同欲

者胜”。

战斗精神的土壤是官兵平等。官

兵平等，是身份被认同和找到归属感

的 一 种 体 现 。 解 放 战 争 中 曾 出 现 这

样一个群体——“解放战士”，他们是

在 作 战 中 被 俘 虏 后 志 愿 加 入 解 放 军

的 国 民 党 军 战 士 。 这 些“ 解 放 战 士 ”

在国民党军中被嘲讽为“狗熊”，到人

民军队中则变成了顽强勇敢、不畏牺

牲的勇士。如一等英模路新理，被国

民党抓壮丁参军后多次当逃兵，经常

说“吃谁的粮，就给谁干”。加入解放

军 后 ，经 过 我 党 的 教 育 改 造 ，他 在 宜

川战役中英勇战斗、立下大功。原因

在 于 ，我 军 在 接 收“ 解 放 战 士 ”后 ，通

常会以班排为单位组织“诉苦大会”，

战 士 们 倾 诉 起 入 伍 前 被 地 主 恶 霸 欺

压的苦难生活，讲到动情处往往会放

声 恸 哭 ，其 他 人 也 会 产 生 强 烈 共 鸣 、

纷 纷 落 泪 。 此 时 ，不 光“ 解 放 战 士 ”，

所有官兵都在情感共鸣之时，同声相

应 、同 气 相 求 ，融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集

体。在这个集体中，所有人获得了归

属感、认同感，在朝夕相处、同甘共苦

中结为亲密战友。

战斗精神的保证是“支部建在连

上”。志 愿 军 在 朝 鲜 战 场 上 的 表 现 ，

使得美军将中国军队视为“两次世界

大 战 以 来 碰 到 的 最 强 硬 的 对 手 ”，以

至 于 美 军 西 点 军 校 学 者 在 总 结 抗 美

援朝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反复提及一

句话：“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怕

的 是 中 国 军 队 毛 泽 东 化 。”而 中 国 军

队 能 够 做 到 这 一 点 ，与“ 坚 持 党 指 挥

枪”“支部建在连上”等基本原则和组

织 架 构 密 切 相 关 。 党 与 枪 是 头 脑 与

四肢的关系，支部与连队是神经与肌

肉的关系。“坚持党指挥枪”确保军队

有 方 向 、军 人 有 信 仰 ；“ 支 部 建 在 连

上 ”则 确 保 党 的 思 想 深 入 贯 彻 、党 的

意 志 坚 决 执 行 。 这 一 精 巧 结 构 背 后

的总设计师就是毛泽东同志，这也是

美 军 畏 之 如 虎 的“ 中 国 军 队 毛 泽 东

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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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死为节，必克为志。

在古往今来的战例中，战斗精

神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攻必

克，守必坚，踏敌尸骨唱凯旋。没

有任何一支萎靡不振的军队可以

打胜仗，无精打采的士兵甚至没有

在战场上生存的机会。《投笔肤谈·

达 权》主 要 论 述 的 是 把 握 战 斗 节

奏、适时随机应变，但在开篇中首

先强调了战斗精神的作用，并将此

作为审时度势、通达权变的基础。

1950 年 12 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的

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第 50 军负责围

攻掩护美军撤退的英军第 29 旅。该旅

是英军中公认的佼佼者，曾参加诺曼

底登陆，是名将蒙哥马利麾下的王牌

部队。战斗中，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

不畏生死，提着爆破筒、扛着炸药包，

与英军坦克展开一场意志与钢铁的殊

死较量。其间，班长李士禄甚至扛着

炸药包只身闯入敌坦克群，一人炸毁

3 辆坦克。最终，英军遭到重创，其第

29 旅 皇 家 坦 克 营 成 为 迄 今 为 止 被 志

愿军歼灭的最大建制的坦克部队，而

且是被只有轻武器和炸药包的步兵消

灭。第 50 军也一战成名，成为志愿军

里响当当的一支队伍。让很多人想不

到的是，志愿军第 50 军的前身是国民

党军第 60 军，属滇军序列，是蒋介石眼

里的杂牌军。因战斗力较弱，曾被国

民党军戏称为“六十熊”。在 1948 年辽

沈战役中，第 60 军战场起义，后被改编

为解放军第 50 军。此战消息传到北

京，毛泽东同志开怀大笑：“这支部队

在蒋某人手下是‘六十熊’，到了人民

军队里，就变成了‘五十凶’，美军在他

们面前也只能吃败仗！”

志愿军第志愿军第 5050军俘获英军第军俘获英军第 2929旅皇家坦克营部分官兵旅皇家坦克营部分官兵。。

左图：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印发谭政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右图：晋察冀军区直属部队参加整风学习。

上图上图：：红军战士卢炳银的家书红军战士卢炳银的家书。。

左图左图：：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

镇的赤城县邮政局旧址镇的赤城县邮政局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