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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元蔚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来到了现今的川北、陕南这片土地，并在此建立起党领导的红色苏维埃

政权。在不断的军事斗争中，川陕苏维埃区域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步推进，最终使川陕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的第二大区域，仅次于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川陕苏区全盛时期，其版图东到四川城口、万源，西至嘉陵江，北抵

陕西镇巴、宁羌（今宁强），南控达县、渠县，纵横四五百里，面积达4.2

万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之下，共建有2道、23

县和1市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

红军力量已从初入四川时的1.5万人左右壮大至8万余人。川陕苏区的建

立和存在，是中国共产党辉煌历史和深刻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星

星之火燃遍中国大地的象征，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也是革

命先辈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8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仍然必须记住那段历史，必须更加全

面地看待那段历史，必须从那段历史中汲取优良传统与革命精神，大

力宣传和弘扬苏区精神，为老区实现与其他地区的同步全面小康摇旗呐

喊、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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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大力宣传川陕苏区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曾于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川陕苏区，说它“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

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

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

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

利面前发抖起来”。的确，川陕苏区在两年多战斗历程中，不仅在当地

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当时产生了

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看，川陕

苏区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川陕苏区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的理想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

的实践，它与其他各苏区的斗争遥相呼应，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

统治，教育了广大人民，培养了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火种，为红军和

中国革命成功实现后来的战略转移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浪淘沙，经过历史的沉淀与检验，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出毛泽

东当初对川陕苏区的评价是非常恰当的，而且还能站在今天的历史高

度，更加清楚地看出川陕苏区的建立与存在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意义和长

远意义。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当代人关注。

二、要大力宣传川陕苏区人民的牺牲与贡献

在川陕苏区两年多的创建奋战中，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从入川时的1万

多人发展到8万余人。无数英雄儿女献出了热血，仅反“六路围攻”，红

军就伤亡2万余人。10多万青壮年加入了红军的行列，200万人次参加了

运送军用物资的行动，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者都为保卫革命成果积极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川陕苏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共青团、妇女

会、少先队、儿童团等多种形式组织起来，加入革命斗争中。在红军撤

出川陕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血腥残酷的反攻倒算，苏区人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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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革命火种再次付出了巨大牺牲。

川陕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不仅贡献了大量人力，还贡献了大量物

力。苏区人民把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苏区人

民的鲜血没有白流，付出也终于有了回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

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要大力宣传川陕苏区的光荣传统与精神财富

川陕苏区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苏区和它的光荣传统与精神

财富是传世之宝，是今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

教育的经典素材，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具

有重要的当代价值。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

绝的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

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

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大力宣传川陕苏区的光荣传统与精神财富，就是要发扬革命理想主

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振奋精神、保持活力；就是要继承走

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勇往直前，

真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苏区留下的光荣传统与

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于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具有

重要意义，对我们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升我国综合国力都具有

重要意义。

四、要大力宣传老区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川陕苏区人民不仅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

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新中国成立

以来，川陕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进步显著。但是，在80年后的今天，这片红色热土却仍然属

于贫困地区，特别是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与发达地区相比，甚至与中

东部地区的老区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有些地方的贫困程度还令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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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川陕老区的发展速度长期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成为全国老区

中的“特困户”。因此，加快川陕老区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必要，非常迫

切。这不仅是老区人民的期盼，也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中必需的步骤，只有加快川陕老

区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让老区和全国、全省其他地方一样，同步实现全

面小康。特别是饮水思源，老区人民的巨大贡献与牺牲，也应该成为加

快老区发展的理由与动力，只有加快川陕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回报

老区人民，才能对得起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为迎接2012年12月纪念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80周年，由四川省

老区建设促进会主持，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协助，集中人力、物力，耗

费两年时间编写的这套《四川红色经典系列·川陕苏区》丛书，从历史的

角度总结了川陕苏区建设的经验，展示了川陕苏区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

财富。这既是对建立川陕苏区的纪念，更是宣传川陕苏区的一种方式，

是为宣传弘扬川陕苏区精神，推动川陕老区实现全面同步小康而作出的

努力。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川陕苏区的历史，从历史中

认识老区，让更多的社会目光关注老区，使更多的各界人士为实现川陕

老区的脱贫致富和全面小康贡献才智与力量。

（冯元蔚系中共四川省委原副书记、四川省政协原主席、

四川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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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元市委书记 马 华

在即将迎来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80周年之际，《川陕苏区·广

元卷》付梓出版，这既是对那段峥嵘岁月和先烈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今

人的教育和鞭策，是一件很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事。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广元市是川陕苏区的第二大区域，后期的

首府所在地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线的主战场，红四方面

军长征出发地。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广元苏区军民在这里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斗争，建立了10个县苏维埃政权，“民穷财尽”仍高举苏维埃红

色大旗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共歼灭敌军35900余人，谱写了一曲曲壮丽

的英雄史诗。这是一片烈士鲜血侵染的土地。全市47000余人参加红军，

1万多人参加地方武装，数十万人参加支前工作，其中2万余人壮烈牺

牲，1.2万多人被“还乡团”杀害，数百户人家被赶尽杀绝。这是一片红

军精神代代传承的土地。在创建、发展和保卫广元苏区革命实践中形成

的革命精神和“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

神，在广元一直薪火相传，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

建中传承发扬为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为我们推进广元老区加快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不竭精神动力。

青史述丰功。在四川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和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的筹

序
川 陕 苏 区 · 广 元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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