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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我军部队开展的大

生产运动是中华民族军事史上的辉煌

篇 章 ，是 人 民 军 队 政 治 本 色 的 集 中 体

现。这一运动，是从驻守延安的八路军

留守兵团开始的。

一

1937 年 8 月 25 日，按照中共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军改名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同时，

各部队抽调部分兵力与地方武装编在一

起，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方总

留守处，驻在延安，肩负保卫陕甘宁边区

和党中央的任务。

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政

府每月要给八路军拨发一定数额的军

饷，但他们采取种种办法克扣、拖欠。因

此，留守兵团从成立那天起，就面临着严

峻的供给困难。

1938 年春节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萧

劲光到陇东地区视察部队，住在第 385

旅第 770 团。时值隆冬，部队缺少御寒

的柴、炭，战士们被褥破烂，每天只能吃

到两餐。一天清晨，萧劲光循着哨声来

到一个连队的操场，只见披着雪花出操

的队伍里，很多人只穿了夹衣。部队粮

食紧张、被装不足，萧劲光是清楚的，但

他没有料到竟至这种地步。

回到机关当天，萧劲光连夜召集兵

团领导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介绍完亲

眼所见之后，他心情沉重地说，天这样

冷，被装是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如实在

没有办法，就从机关中抽、从干部中抽，

宁缺机关，不能缺战斗部队。大家一致

赞成萧劲光的意见。

1938 年春节后，兵团机关组织人员

对部队装备和生活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

调查。这次调查，进一步发现了军需方

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说，第 770 团的情

况不是个别现象，有的营团甚至比这还

要严重。同时，机关也发现了一些好的

做法：有的团、营开了磨坊，自己加工粗

粮，既多出了面粉又不浪费麸皮；有的单

位自己做豆腐、生豆芽，不但改善了生

活，还节约了伙食费；有的连队利用驻地

条件，自己养猪、种菜。

一天晚饭后，萧劲光陪同毛泽东在

延河边散步时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

高兴地说，对部队的这些做法，要给予鼓

励，要注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部队供给

困难会越来越大；我们部队必须学会搞

生产，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把生产、学习

与战斗结合起来，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

难，减轻人民负担。

7 月初，留守兵团党委遵照毛泽东

的指示召开党委扩大会，组织各部队军

政首长集中研究开展农副业生产的问

题。会后，留守兵团和后方政治部联合

发出电报指示。

电报提出，留守兵团各部队在完成

战斗、警备任务的同时，必须执行下列工

作：（一）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以盈余红

利来改善部队生活；（二）大量种植各种

蔬菜，不但要能立即自给自足，且能储藏

一部分过冬；（三）开设磨坊，喂猪、养羊、

做豆腐、生豆芽；（四）九月底之前，做到

全部战士能打草鞋。除现用之外，每人

要存一双以上，并尽量发动做布鞋。各

班分工合作，十一月底做到全部自给，并

存一双以上；（五）在节省之伙食内，抽出

存洋一部，收买羊毛、驼毛，分给各班战

士，织成毛袜手套、毛鞋等，保证十月底

每人各样完成一双。如能自打毛背心、

毛衣裤则更好；（六）提倡战士自己缝补

破衣、自上袜底；（七）对事务人员，加紧

节约教育，防止浪费。

电报指示发出后，受到官兵热烈欢

迎。许多团、旅接到电报当天，就召开党

委会，讨论贯彻执行办法。原本有基础

的单位，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原先尚未开

始的，迅疾部署。不到 1 个月，花样繁多

的生产活动便在留守兵团各部队红红火

火地开展起来。

转眼半年过去了，留守兵团部队多

数单位都超额完成了电报里提出的计划

指标。一些单位不仅解决了粮菜、鞋袜、

衣物不足的问题，有的方面还有盈余。

二

留守兵团部队供给问题逐渐得到改

善，但由于边区地瘠民贫，征粮困难，中央

机关、学校、边区政府各部门的粮食供应日

趋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八路军总司令朱

德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

赞成。1938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召集留

守兵团、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等单位领导

开会，商谈机关、学校开展生产的问题。

待大家坐定，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

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

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

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

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

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

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

共同克服困难。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大家不约而

同 地 回 答 ，我 们 只 能 按 照 第 三 种 办 法

干。毛泽东笑着说，我们来一个动员，几

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

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接

着，萧劲光介绍了留守兵团部队开展农

副业生产的情况。

1939 年 1 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创

刊，毛泽东在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

“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

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

是 八 路 军 的 困 难 ，应 该 提 到 认 识 的 高

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杂志全文刊载

了萧劲光的署名文章《留守兵团的生产

运动》。随着《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出版

发行，毛泽东的发刊词、萧劲光的文章以

及开展生产运动，成为 1939 年春节前后

延安各界议论的重要话题。

2 月 2 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

会上，毛泽东说，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

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

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

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

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

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

200 万居民，还有 4 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

员，要解决这 204 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

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

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

204 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

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

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

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

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

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

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

一个人身上，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

也叫作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

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毛 泽 东 的 讲 话 简 洁 明 了 ，鼓 舞 人

心。会后，大生产运动便在陕甘宁边区

党政军各界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大家垦

荒种地、建手工作坊、开展各种经营……

《边区十唱》《兄妹开荒》等节目，便是当

时生活的真实反映。

三

随着机关和学校大生产运动的迅速

兴起，留守兵团各部队及时总结经验、互

相学习，生产运动更加活跃起来。通过半

年多的努力，部队和机关都有不小的收

益。为了发展这一大好形势，1940年 2月

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

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财政经济问题

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并要求军

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部队的生

产运动，各部队依不同环境和条件开展生

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非战斗机关是一

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此后，部队生产经营活动范围进一

步扩大，不仅有农副业生产，不少营、团

还集中人力物力开办纺线织布、食品加

工等工厂和作坊。在朱德的建议下，留

守兵团还统一组织力量开发盐田，通过

食盐贸易解决经费困难。在部队的带动

影响下，边区政府也开办了自给工业，机

关学校乃至群众生产活动更活跃、规模

更大。由此，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

的的局部性农副业生产，发展成为整个

边区的、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

大生产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成绩最突

出的是第 359 旅。

第 359 旅原属八路军第 120 师建制，

战斗在晋西北抗日前线。随着国民党顽

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侵扰日趋加重，为加

强边区防务，保障中共中央的安全，第 359

旅奉命调回边区绥德一带。调回后不久，

第 359旅就在绥德一带开展了生产运动，

着手解决自身经济困难。1941 年 3 月至

翌年 8月，第 359旅分三批开赴南泥湾。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区，纵

横 100 多 里 ，土 质 肥 沃 ，适 于 开 垦 。 同

时，南泥湾又是延安的南大门，距离延安

不足百里。其东南方向的茶坊镇与国民

党顽固派军队占领的洛川连接。顽军在

那里驻扎着 1 个军部和 1 个师的部队。

第 359 旅进驻南泥湾，既可以开荒种地，

又有利于履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

使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 359旅进驻南泥湾后，在朱德总司

令的亲自指导下，从解决交通、食宿入手，

在这里扎下根来。部队没住处，便在村

边、河边露营。官兵们凭着满腔的革命热

情，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

中央”口号的鼓舞下，克服一切困难，开荒

种地。更可贵的是，第 359旅官兵不仅创

造了物质财富，还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南泥湾精

神”，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四

大生产运动全面展开后，党中央、

中央军委首长也在百忙之中参加了开

荒生产。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

山 沟 里 开 了 一 块 地 ，利 用 工 作 间 隙 种

菜。朱德与警卫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

在王家坪开垦了 3 亩多地，种了白菜、萝

卜、西红柿、南瓜、冬瓜等十多种蔬菜。

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每人有一架部

队自制的手摇纺车。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始终高度

重视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1942 年底，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

及时分析总结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取得巨

大成绩的经验。翌年初，中共中央发文，

按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对各

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提出具体要

求。在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

下，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规模日趋宏大、成

果丰硕，并逐步发展成为各根据地的普

遍运动。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各根

据地大多数部队做到粮食自给 1 个半月

到 3 个月，蔬菜基本自给。山东、华中根

据地军民通过自己动手，不仅保障了部

队供给，还有了部分储备。

1943年秋，毛泽东视察了南泥湾。他

看了山川里茁壮生长的庄稼、蔬菜和漫山

遍野的牛羊后，非常高兴。他说：“困难，并

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

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

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

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全军的大生产运动是一个了不起的

成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军队的生

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

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全党全军开展的大生产运

动，是当时整个历史链条中起决定作用

的环节之一，为保障人民军队的发展和

建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国抗战

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的延安大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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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本《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画册，它由

时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兼一局（作

战）局长李涛主持编纂，于 1949 年 7 月

出版。画册长 35 厘米、宽 27 厘米、厚

1.5 厘米。

画册的封面由著名画家张仃设计，

采用了色彩鲜明的大红色作底，左侧用

深蓝色丝线进行装订。封面上方横向

排列书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

绩》，金色的字体在红底的衬托下格外

醒目；书名下方是由军徽、军旗、绶带、

稻穗组成的图案。整个封面设计给人

一种简洁明了、大方庄重之感。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画

册，时间跨度为 1946 年 7 月至 1949 年 6

月，以文字、图片、图表、地图、统计表等

形式，详实地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的过程。画册从 3 年战绩综合，3 年间

敌我兵力消减对比，3 年俘毙敌高级军

官统计，解放区 3 年来的面积、人口、城

市、铁路的发展统计等方面对解放战争

进行了总结，为读者详细了解解放战争

过程、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提供了

重要资料。

此外，画册还收录了《中国人民解

放战争三年概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将革

命进行到底》等重要文献；解放军阵容、

人民支前、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等相关照片；1946 年至 1949 年，各年

度中国解放区形势图等，为读者呈现了

大量史实、文献和照片。

1949 年 3月 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

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筹备建国

的各项事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

迎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的召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

年战绩》被确定为献礼书籍。1949 年 7

月，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国人民解放战

争三年战绩》正式印制出版，毛泽东欣

然为该书题词——“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除

了在全国党政机关和军队内部发行外，

还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时，被赠

送给每一位参会代表。该书为与会代

表特别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了

解伟大的解放战争，提供了真实生动的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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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原辽县境内，从 1937 年 9

月开始，相继成立了 10 余个民间抗日

组织。1939 年 11 月初，在“辽县抗日自

卫队”的基础上，正式扩充组建了“辽县

子弟兵团”，积极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

斗争。1941 年 2 月，正式成立了辽县独

立营，营长左奎元，政委由辽县县委书

记杨待甫兼任，辖 2 个连和 1 个通信班，

约 250 人。

辽县位于太行山腹地，中共中央北

方局、八路军总部、第 129 师司令部等

机关均驻该县。辽县县城是日军第 36

师团囤积军需粮秣的重要基地，距八路

军总部驻地麻田只有 45 公里。县境内

的和辽公路不仅是敌割裂我太行根据

地的公路干线，也是日军从阳泉通往太

行腹地的要道。

因此，辽县独立营从诞生之日起就

担负着警戒、监视辽县县城与和辽公路

的重要任务。独立营将营部设在县城

东南的粟城、柏峪等地，部队在县城周

边 的 苏 亭 、梁 峪 、十 里 店 一 带 广 泛 活

动。这些地方都是日伪军出发“扫荡”

根据地的必经之路。敌军一出城，就处

于独立营的监视之下。独立营还派人

在和辽公路沿线记录敌军过往车辆，以

判断其出动的兵力，并多次组织民兵破

坏公路、割断电线，袭扰敌人。

为了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及时通报敌

情，独立营营长左奎元创造出用手榴弹

传递情报的方法：三声爆炸表明敌人倾

巢而出，两声爆炸系中等规模“扫荡”，一

声爆炸属小股敌人出动劫掠。对此，八

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给予高度评价。

除监视、警戒外，在频繁的反“扫

荡”战斗中，独立营也多次寻机伏击小

股之敌，消灭和迟滞敌军，保护县委、县

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1942 年 5 月 25 日，左权在辽县麻

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

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壮烈

牺牲。9 月 18 日，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批准，为永久纪念在辽县殉国的左权，

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也是在这一天，辽

县独立营正式易名为左权独立营。

在之后的战斗中，左权独立营除继

续密切监视县城之敌和公路情况外，还

两次配合主力部队攻打襄垣、祁县纱

厂，解决军区被服用布困难；两次参加

白晋路破袭战，打击敌铁路运输，为黄

崖洞兵工厂提供了大量钢轨作为原料。

1945 年初，左权独立营扩编为 3 个

连。4月下旬，该营参加了解放左权县城

的战斗。战斗中，独立营配合八路军总部

警卫团袭扰县城以北文峰塔、五里堠敌军

据点。战后，左权独立营扩编为 4个连。

六、七月间，太行军区发起安阳战役，左权

独立营配合主力部队在北流寺地区打援。

抗战胜利后，左权独立营奉命整编

为八路军第 129 师第 385 旅第 769 团第

4 营。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

第 4 营转战南北，屡建战功。

“左权独立营”战旗——

左权精神代代传
■蔡 斌 魏 凯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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