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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

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和 发 展 部 队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很 大 成 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

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

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

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

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

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 年 11 月 6 日至 21 日 ，陕甘宁

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

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

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 10 名参议员响

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

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

府 应 彻 底 计 划 经 济 ，实 行 精 兵 简 政 主

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

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

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

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 月 18 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

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

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

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

处，我们就采用了。”

11 月 27 日 ，参 议 会 闭 幕 后 的 第 6

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

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

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 劲 光 分 别 就 精 兵 简 政 问 题 提 出 建

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

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

于 12 月 15 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

办妥，翌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

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

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

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

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

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 区 机 关 率 先 示 范 ，迅 速 展 开 行

动。至 12 月 20 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

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

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

成；26 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

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

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 日，边区保安司

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 25 日，清涧

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对编余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晋西北军区召开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精兵简政的目的是“精简、效能、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

“精兵简政”的提出与实施
■刘 征 徐亚涛

1946 年 11 月 初 ，国 民 党 军 整 编 第

27、第 26 军分由鲁西南和豫北出动，企

图到邢台与第 11 战区部队会合，攻取晋

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打通平汉铁路。

为粉碎国民党军企图，中央军委致

电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

各部队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将国民党军

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和第五绥靖区孙震

部两大集团大部歼灭。晋冀鲁豫野战军

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定部

队结束休整，发起滑县战役，集中力量首

先歼灭孙震部。

11月 14日，刘伯承、邓小平主持召开

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领导干部会议，

研究战役的具体部署。提出：为了出其不

意给孙震集团以突然打击，采取“猛虎掏

心”的战法，对敌人实施远距离奔袭。

邵耳寨（现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市佘

家镇邵二寨村）位于滑县县城东南 40 公

里处。环村有底宽 5 米、顶宽 3 米、高 4

米的寨墙一道。寨墙外有一条深 3 米、

宽 5 米 的 水 壕 。 寨 墙 四 角 筑 有 两 层 暗

堡，形成交叉火力；寨墙上筑有掩体和

暗火力点；水壕外筑有地堡、单兵掩体

和轻重机枪发射阵地，并以交通壕相连

接；前沿阵地设鹿砦 3 道。邵耳寨守敌

为国民党军整编第 47 师第 125 旅旅部

及第 374 团第 3 营、第 375 团第 1 营、旅

直山炮营。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3 纵队接到战斗

命令后，要求各部队迅速行动，直插邵耳

寨附近的指定位置，向敌第 125 旅发起

进攻。具体部署为：第 8 旅（配属第 9 旅

第 26 团）担负攻打邵耳寨的任务；第 7 旅

在黄村寨、谢家城一线占领阵地，阻击南

援之敌，并担任预备队；第 9 旅（欠第 26

团）在张王寨集、大沙邱一线占领阵地，

阻击北援之敌及防敌突围。

第 8 旅受领任务后，决心采取秘密

开进、突然攻击的方式，将敌歼灭。具体

部署为：第 22 团配属旅山炮连，在村东

南实施主要攻击，坚决突上寨墙，而后向

西 发 展 进 攻 ；第 26 团 从 村 西 南 实 施 攻

击，与第 22 团形成东西对攻；第 23 团（欠

2 营）为第二梯队，从东南方向支援第 22

团战斗，其第 2 营从村北担任助攻；第 24

团（欠 3 营）为预备队，其第 2 营向小邵耳

寨攻击，堵死邵耳寨通往小邵耳寨暗沟，

割断敌军之间的联系。

18 日 16 时 30 分，第 7、第 9 两旅按纵

队赋予的任务，进至预定地区。第 8 旅

（配属第 26 团）由 30 多公里外向邵耳寨

急进。23 时，第 22 团第 3、第 7 连到达距

邵耳寨 1.5 公里的鬼王庄，俘敌警戒分队

1 个排。半小时后，部队按预定时间对

邵耳寨之敌进行了秘密包围。

此时，邵耳寨之敌正在睡梦中。第

8 旅官兵趁夜色秘密接近敌前沿。19 日

5 时许，第 22 团第 3、第 7 连破坏了敌 3 道

鹿砦后迅速突入敌阵，很快占领了东南

第一道堑壕。接着，我军以 5 门山炮压

制寨墙上的敌火力，两个连队趁势向第

二道堑壕发起冲击。与此同时，位于西

南方向的第 26 团及北面第 23 团第 2 营

也炸开了鹿砦，消灭了外围之敌，逼近外

壕。此时天已破晓，为减少伤亡，部队决

定停止攻击，就地抢修工事，监视敌人，

并派出小分队进行袭扰。

19日上午，该旅召开火线党委会，分

析敌情，重新组织突击力量，做好夜间攻

击准备。16时 30分，旅山炮连和第 22团

以全部轻重机枪，对村东南开始了 5分钟

火力急袭。第 22 团战士架跳板越过外

壕，搭梯攀墙。敌人以火力阻击，我后续

部队连续 3 次攀墙未能成功。第 22 团立

即调整部署，先以小组爆破寨墙，摧毁敌

发 射 点 ，后 以 多 个 分 队 同 时 向 寨 墙 突

击。经 30 分钟激烈争夺，我军占领了东

南寨墙。敌人以 1 个连兵力在炮火支援

下疯狂反扑。第 22团以一部巩固寨墙阵

地，主力向村内发展进攻。与此同时，第

23、第 26团也突入村内。敌人一片混乱，

我军趁势大胆分割，彻底消灭了敌军。

第 8 旅在邵耳寨战斗中，全歼守敌

2400 余人，缴获山炮 5 门、汽车 5 辆及大

量军用物资。11 月 20 日 22 时，中央军

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对孙震作战大

捷，甚慰。”

邵耳寨战斗——

远距离奔袭 运动中歼敌
■钱一虹 王 宁

这 是 一 件 洗 得 发 白 、打 着 32 块 补

丁 的 棉 背 心 。 棉 背 心 由 3 种 颜 色 的 棉

布 和 少 量 鹿 皮 缝 制 ，内 填 棉 絮 。 从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到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这 件 棉

背心陪伴着它的主人陈云走过了 38 个

寒冬。

如今，这件凝聚着革命友情，体现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俭朴生活的棉背

心，被珍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属于国

家一级文物。

1945 年，正当全国人民欢庆抗日战

争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处调

兵遣将，妄图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其首

要目标便是东北地区。受党中央指派，

增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仅 20 天的

陈云，很快奔赴东北战场。

1945 年 至 1946 年 ，我 军 初 到 东 北

时，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国民党军企图

先 打 下 南 满 根 据 地 ，再 进 攻 北 满 根 据

地，以达到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占领全

东北的目的。党中央和东北局针锋相

对地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

决策。这其中，能否坚持南满是关系到

东北全局的关键所在。南满根据地此

时 只 剩 下 临 江 、濛 江 、抚 松 、长 白 四 个

县，人数不足 4 万的我军被 10 余万国民

党 军 压 缩 在 长 白 山 脚 下 的 狭 长 地 带 。

受艰苦环境和国民党军军事压迫的影

响，很多同志对南满的前途和命运十分

担忧，南满根据地进入解放战争以来最

艰难的岁月。

1946 年 10 月 26 日 ，东北局和东北

民主联军在哈尔滨召开紧急会议。会

上，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

副政委的陈云主动要求去南满工作。党

中央和东北局批准了陈云的申请，派遣

他与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一同

前往南满。

经过 1 个月辗转，陈云到达位于中

朝边界、鸭绿江畔的临江。由于天寒地

冻、生活条件恶劣，又经常工作到深夜，

陈云时常感冒发烧。辽东军区后勤部部

长唐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请人为陈

云做一件御寒的棉服。当时，南满的物

资非常短缺。唐凯费了很大力气才找来

一些棉布、碎棉花和小块皮子，托人做了

一件棉背心，送给陈云。

12 月 11 日，萧劲光在临江县七道江

前线指挥所，主持召开辽东军区师以上

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坚持南满斗

争及军事行动的问题。讨论中，大家围

绕坚持不坚持、打不打、怎么打等问题

出现了分歧。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集

结，准备大举向临江进犯，形势十分紧

张。12 日夜，萧劲光把情况向陈云作了

汇报。

次日下午，感冒未愈的陈云穿着唐

凯送给他的棉背心，顶风冒雪从临江赶

往七道江指导工作。在广泛听取意见

后，陈云说：“我来南满，就是为了和大家

一起坚持南满斗争，你们让我来拍板，拍

板就是坚持南满，我们在背靠沙发（指来

自苏联、朝鲜的支援）的形势下向前进，

虽然是艰苦奋斗地向前进，但是比退到

北满最后被敌人打出国境再打回来合

算。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

不走，留下来打。”

坚 持 南 满 斗 争 的 胜 利 ，是 东 北 解

放 战 争 中 非 常 关 键 的 一 步 ，它 改 变 了

东 北 战 场 的 战 略 态 势 ，我 军 由 战 略 防

御 转 为 战 略 进 攻 ，并 为 辽 沈 战 役 创 造

了有利条件。

在此后的革命岁月中，这件棉背心

一直陪伴着陈云，直至背心上补出 32 块

补丁。在夫人于若木的多次劝说下，陈

云 直 到 1984 年 才 勉 强 同 意 不 再 穿 。

1985 年 11 月 15 日，陈云将这件棉背心

捐给了辽沈战役纪念馆。

备
受
珍
爱
的
棉
背
心

■
刘
晓
光

战 例

毛泽东

关于精兵简

政问题给谢

觉 哉 、陈 正

人 的 信 。

（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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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

陈云的棉背心，现珍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 李梦璐供图第54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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