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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老同志讲历史讲传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年轻一代继

承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关心、

爱护老干部的良好氛围，这一活动经中央组织部的大力倡导，

近年来已在全国蔚然成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和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云南的几十万离退休干部、老同志来自

五湖四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亲历并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南革命、建设、改革、

发展的难忘历程。他们起伏跌宕的人生阅历、丰厚富有的实践

经验，包括特殊历史时期难以避免的失误和教训，构成了云南

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这些老

干部老同志日渐年迈，有些已经作古。把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及时抢救、保护下来，创建我们党的“精神家谱”，对于革命

事业的薪火传承、继往开来，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

云南省委老干部局以高度的责任感，组织编撰《老同志

讲历史讲传统》系列丛书，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紧迫的。

通过这一“丛书”工程的实施，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离退休干部

参与到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中来，全面、广泛、深入地抢

救、挖掘、保存这些宝贵史料，让革命传统代代相传，确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文稿的作者（包括口述者），既有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的高层领导，又有在平凡岗位上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基

层党员；既有曾指挥千军万马、攻城略池的军队干部，又有谋

划建设蓝图、踏遍千山万水的建设者；既有献身边寨的汉族同

志，又有立志家乡建设的少数民族干部；既有随猎猎军旗慨然

南下的儿女，又有遥远边地土生土长的同胞……他们各自不同

序：
一部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经历，构成了云南边疆壮阔绚丽、多姿多彩的历史全景画。

展卷而阅，我们立即会感到一阵鲜活的、蓬勃洋溢的气息扑面

而来。通读各篇，我们不仅重温了几十年来发生在云南边疆那

些难忘的生活故事，近距离地触摸到各个社会领域壮烈或者平

凡的时代体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不同视角的观察、感受

和表述，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澎湃洋溢的激情和崇高而执著的

信念。

本书的文稿和编辑体例也很有特色。文稿内容丰富、思想

性强，却又表述得很精粹，很细节，很生动，再加上若干“延

伸阅读”、“小贴士”和许多珍贵的历史老照片，使全书生动

活泼、图文并茂，真正做到了思想性、文献性、可读性的有机

结合，不仅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也具有长久收藏价值。

古人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一

个有道德、有理想、有信仰的革命者，都应该既是社会生活的

实践者、创造者，同时又该是社会生活的感悟者、记录者。这

套丛书的文章作者，正是践行这个道理的人。我们希望以此书

的出版为发端，倡导更多的老同志拿起笔来，把自己的丰富生

活和宝贵体会记录下来、传承下去。如是，则我们党必将更兴

旺，更发达，更昌盛。

是为序。

201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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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我带着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和警卫部队共

一千余人，从南京向云南进发。刚到贵阳，便得知卢汉将军

在昆明起义的消息。卢汉在我（党）政策感召下，顺人心之

所向，选择投向人民阵营的正确道路，受到了高度评价。毛主

席、朱总司令致电卢汉将军，称此举“加速了西南解放战争之

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欢迎”。

云南的和平解放，减少了因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

失，为我军进入云南、解放全省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加重了我

们对卢汉及其所属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和团结改造工作，增加了

工作的复杂性。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央提出，云南的工作

方针是“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1950年1月19

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关于处理云南问题的方案。主要精神是：

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经过双方协议，作出

“团结第一，工作第二”
宋任穷

宋任穷

时任二野四兵团政委、中共

云 南 省 委 第 一 书 记 ， 云 南

省 军 区 政 委 、 西 南 军 区 副

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

衔。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

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

央政治局委员。

云南人民放鞭炮欢迎解放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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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均不要勉强去办，切不可我们一方单

独决定，硬性执行。在此之前，一切维持原状。处理云南问题的

办法要比处理西康问题略宽一些。必须给卢汉以恰当的照顾，对

卢系人物的教育改造要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

搞好内部“会师”，为接管云南做准备

在中央和西南局具体指导下，我们制定了进入云南接管工

作纲要，强调了以下问题：第一，搞好内部会师。在未与卢汉见

面进行协议前，四兵团、省委和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在适

当地点会面，统一思想，以取得思想上、政策上、步调上的完全

一致；第二，打通干部思想，在党内进行反复的、艰苦的思想教

育和说服工作，防止“左”的思想情绪。卢汉在云南曾镇压革命

运动，杀害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但他毅然率部起义，归降人

民，并对以前的罪过有所检讨，应当欢迎。对卢汉讲统一战线，

积极地团结他及其部属，并改造其成为我之干部，这完全是从整

个人民利益，也是从云南人民利益出发的。必须将团结党内、团

结群众、团结改造卢汉三者结合起来；第三，接管的步骤是：在

未与卢汉协议前，一切均不接管，也不插手；在与卢汉正式协议

报经中央批准后，才正式接管。对旧政府旧军队人员采取团结改

造的方针，除个别极反动分子以外，均予留用；第四，所有干部

要发扬高度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

神，如到昆明后准备住最坏的住房和挤着住，这是影响群众和旧

人员，团结改造他们的重要方法之一。

1950年2月5日，四兵团、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在

贵州安龙会晤。到会的有陈赓、我、郭天民（四兵团副司令

员）、郑伯克（原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书

记）等同志。大家一致拥护中央的方针和指示，表示一定要把

中央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所有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

起来，把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特别要注意团结改造

好卢汉及其所属军政人员。

不久，中央批准陈赓任军管会主任和省人民政府主席，

周保中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任命我为四兵团政治委员。四兵

团辖十三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十四军（军长李成

芳、政委雷荣天）和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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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十万余人，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开

进云南。

成立云南省委，增进党内团结

入滇路上，广大群众欢迎慰劳，情绪十分热烈。入昆之

日，欢迎群众达15万，22日召开欢迎大会，到场群众逾10万。

经中央并西南局批准，云南省委于2月24日成立，云南省

委由9名委员组成，我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其他委

员是周保中、林李明、郑伯克、刘林元（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地

下党员，省总工会主席）、郭天民、庄田（滇桂黔边纵队司令

员）、牛树才（未到职）。同时，宣布滇桂黔边区党委结束。

1950年2月19日，二野四兵团与“边纵”二支队在宜良会师的纪念照。前排左起：陈赓、宋任穷、周保

中、林李明、庄田、张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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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各方面的党员干部两千多人举行会师大会。会议

一致认为，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当前要以统一战

线工作为中心，首先搞好党内团结，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

结。强调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要互相帮助，虚心学习对方的长

处，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会议还指出财政形势严峻，民族问

题复杂。要求大家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认真

贯彻执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省委领导之下，克服困难，努

力奋斗，为保卫边疆，建设云南作出贡献。

待之以诚，改造起义部队

我们严格遵照中央指示，对卢汉充分尊重，事事协商，待

之以礼，相见以诚。因此，卢汉及其部属的情绪比较稳定。3

月初卢汉电其在港的夫人称，他在昆明一切均好，决定暂留昆

明。经与卢汉本人协商并获中央批准，由卢汉出任云南省军政

委员会主席，我和周保中任副主席，卢属下的一部分军政要员

安排为委员，每周开两次会，共商云南军政大事。卢汉及其部

属都比较满意。云南有一批政界名人，如：李鸿祥、杨希闵、

杨适生、金汉鼎、白小松、马伯安、杨克成、安恩溥、张天

放、王少岩等，我们对他们都注意做好团结工作，邀请他们参

会议政，对北洋时期一度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等，我们则登

门拜访。中央还派云南籍的张冲和潘朔端同志同我们一起入滇

卢汉将军代表云南百姓欢迎

宋任穷、陈赓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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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张冲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潘朔端任昆明市市长。

这两位共产党员在加强民族团结和争取、团结旧军政人员方

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由于有接管南京等城市的经验，我们接管昆明的工作进

行得比较顺利。接管工作从3月4日开始。军管会下设军事、政

务、财经、工业、交通、文教、卫生等接管部，每个接管部配

备军事代表和一部分工作人员，各接管单位都成立了协助接管

小组，一般由共产党员和群众代表组成。我们恪守中央指示，

强调依靠群众，团结合作，和衷共济，使接管工作一直在比较

和谐和互助互谅的气氛中进行，经过五十多天就大体结束了。

接管昆明的同时，各专区的接管工作同步进行，大致也在4月

份基本完成。为便于边疆地区的工作，我们成立了滇西、滇南

两个工委。滇西工委辖大理、丽江和保山3个地委，由十四军

军长李成芳任书记；滇南工委辖文山、蒙自和思茅3个地委，

由十三军政委刘有光任书记。军队的师、团干部分别兼任地、

县的党政职务。对于留用的旧政府机关人员，除自愿回家的

给足路费以外，我们采取“全部包下来，适当安排工作”的方

针，由于财经紧张，中央号召“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同

时，有计划地把他们送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干校训练班进

行轮训。第一期训练了3848人，第二期训练了2100人。各专区

也设立训练班轮训旧人员。

改造起义部队我们决定暂缓一步。入昆后，卢汉曾向陈赓

宋任穷（左）和陈赓（右）

在昆明群众欢迎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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