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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阎国钧

我 17 岁参加工作，到离休时整整 40 多年。这几十年，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土改运动、合作化、“三反”、“五反”，经过了残酷的环境，也经历了和平的时
代。那时参加革命的目的，入党的目的，是为了群众翻身，不当亡国奴，为了劳苦大
众的解放。思想单纯，不怕牺牲。1939 年，河间和肃宁的日本鬼子在肃宁县的大
曹村、白家村一带烧杀抢掠，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当时我家的房子也被烧
了，人们无家可归，一面跑，一面流泪，情景非常惨。当时，我为乡亲们报仇的心情
非常迫切，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

参加工作以后，先受训学习一个月，接着分配工作。当时肃宁县委宣传部长是
个女同志，叫李书良，和我谈话说: “服从分配不?”我说: “服从。”她说: “你当交通
员吧。”我说: “行!”我当了一个月的交通员，敌人就开始了春季大“扫荡”。在这期
间，我当了交通站长。那时和群众真正是打成一片，我们的交通站设在群众家里，

在人家吃了顿面条，就认了房东大娘为“干娘”。我们打扮成老百姓，背着筐在地里
送信。当时肃宁有很多据点，秘密的，信皮上全是化名。这样坚持了半年，环境开
始好转。经过敌人“扫荡”的考验，我被提拔当了交通科长。紧接着就是“五一大
扫荡”，交通工作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时做交通工作的人不少，分武装交通
队、职业交通队、秘密交通站三个组织。用多种方式传递信件，保持了同根据地的
联系。

敌人“五一大扫荡”期间，环境非常残酷。有一次，我们在大团堤被敌人包围
了，锅底下是个洞口，我们就钻地道藏起来了。里面人很多，男女老少都有，时间长
了，人们就在里面拉屎、撒尿，空气很不好，氧气又少，快闷死了。有一个人刚出去
就被敌人发现了，他急忙藏在柴火底下，房上的敌人看见了，下来在柴火上踹了两
脚，又到屋里往锅底下扒拉了几下。这一天很危险，人们到天黑才出来。有一次敌
人“扫荡”，我们藏在敌人岗楼村南的交通沟里，看见敌人正在敲锣打鼓，集合群众
开会，还放枪放炮，我们紧跟着县大队跑，一上交通沟，一个战士受了伤，吓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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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说“别哭”，扶着他跑。我们跑到河堤上见有土堆子，就蹲下来藏了一会儿，后
来又找到秫秸垛，把枪藏起来，把大衣翻过来穿上跑。就这样一次一次逃出了敌人
的虎口。

那时，敌人“扫荡”过后，或经过一次战斗，幸存的同志一见面心情很激动，很亲
热，互相搂在一起叫“亲爱的同志呀”! 那时环境残酷，生活也很艰苦。有一年发大
水，涝了，没有吃的，就吃野菜，吃麦苗。那时也没有津贴，有时一个月发一块钱，或
给两块钱的菜金。我们白天藏起来，晚上出来活动。随时准备牺牲，想到为了打鬼
子死了也是光荣的。死都不怕，私字就更没有了。当时环境残酷，又不挣钱，受苦
受累，还不知哪天就牺牲。可是我们干劲很足，情绪很高。这是为什么呢? 有些群
众说我们党员是“在门儿的”，“迷了心窍”。其实，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思想上入了党，把自己交给党了，有远大的理想，为了求解放，为了实现社
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当时常想，把鬼子打出去，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
有剥削，没有压迫，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人民都幸福了，多好哇! 所以革命精神很
旺盛。

二是有铁的纪律，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一参加革命就把自
己交给党了，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党也赏罚严明，我们经常受党的考验，好的
表扬、提拔，不好的批评、处分。连个人婚姻都要让党审查，环境好些才批准结婚。

这说明组织纪律性是很严的，个人一切都听党的。

三是有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行军、蹲地洞时，还开生活会。不按时过组织生
活，要受到批评，甚至是处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认真，哪个党员有什么情况
也要向党讲清楚，谁和谁谈话全有分工。不能有自由主义，每次生活会上，自己都
要检讨，看看有哪些不足，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四是强调领导带头，强调党员的模范作用。哪怕是党的一个小组长，也得带
头。上边领导解决了，下边有问题就好解决了，各级领导全带头就好办了。如果自
己的亲友中有当汉奸的，要带头除治，有个同志的堂妹找了个汉奸对象，这个同志
带头大义灭亲，和我们一起把他妹夫枪毙了。

五是阶级友爱精神非常好。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结合在一起，互相
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团结，亲密无间，真比亲兄弟还亲，根本不需要拉帮结派。

六是强调群众观点。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好，损害群众利益了，处理是非常
严格的，住在老百姓家担水、扫院子，亲如一家，走时恋恋不舍，和群众的关系非常
友好。

七是强调艰苦奋斗，不讲升官发财。有时连买烟都没钱，憋急眼就抽群众锅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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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有时蹲地洞没烟，还抽了一次被套，所以人们说我们是“穷八路”。正是靠这种
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了群众，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八是干部政策任人唯贤。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时干部把组织部当成家。正因
为这样，革命队伍的团结是很好的。

九是政治工作好，经常进行形势教育、阶级教育等。虽然那时我们文化不高，

但哪个干部也能讲几段。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鼓舞了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
的斗志，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 作者系原沧州地委书记、行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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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抗战时期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刘锡钧

1937 年暑假，我由献县师范毕业后，即发生了“七七”事变。在国难当头、民族
危机的情况下，我参加了革命，在党领导下，走向了抗日战场，并写下了这样的明志
诗: “七七卢沟炮声响，投笔从戎赴疆场，驷马奔腾杀敌寇，还我河山保家乡。”自参
加革命至今，我觉得我党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除了路线、方针、政策正
确，得道多助之外，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保持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得到了人民的
支持，也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就亲身体验讲几个问题。

一是在政治上，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真正做到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丝毫不打折扣。比如抗战
初期，环境是很残酷的，为了开辟新的抗日地区，要向更残酷的敌占区调动干部。

当时各级干部，不论调谁，根本不考虑个人得失，而是无条件地服从，以接受艰巨任
务为光荣。1940 年由县调我到五区任区长，当时，这个区除牺牲和被敌人抓捕者
外，只剩了一个干部。我到区后，首先找到了这个幸存的干部，让他任秘书。没有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俩人就从各村物色抗日积极分子，调出十几个人参加了抗日工
作，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开辟新区的任务。同时，同志们非常团结，互相关心，互相爱
护。比如开生活会如能给提点意见，真是从思想上认为是关心和帮助，自己感激得
不得了。同志们相处亲如兄弟，一度我区 9 个助理员被敌人抓去 7 个，我千方百计
找关系营救出 6 个，只有一个被弄到日本国去了。那时人们对党的观念比家庭观
念高很多倍，爱护同志胜过自己。1942 年“五一大扫荡”时，献县公安局长王铁华
和我们四个股长在南漳河村开会，早晨被敌人包围了，我们钻洞后，房东还没来得
及堵洞口，敌人就来了，洞口已经暴露。在危险的情况下，同志们争着堵洞口，和敌
人干，掩护同志，宁愿牺牲自己，保护同志，阶级友爱精神非常好。1946 年我在青
县工作时，11 月的一天，汉奸高鸿基包围了住在孙庄子村税务所的同志们。我们
听说后，带着几个干部和几十个民兵，急行 20 里赶赴现场支援，把敌人引向我们，

使税务所全体人员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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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组织上，人们认为党组织最亲。从思想上认为，组织部就是党员干部的
家。组织部对党员干部也十分关心。因此，对干部的分配调动，只要组织部一说
话，没有说二话的，都是无条件地服从。除个别人外，组织性、纪律性都是很强的。
1942 年“五一扫荡”后，环境非常残酷。县委决定让我做争取敌宪兵工作队正副队
长的工作。虽然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铁杆特务，工作任务艰巨，且有性命危险，但
为了党的工作，我愉快地接受并完成了任务。

驻献县张庄的日本联队非常疯狂，每天出来杀人、抓人。我按县委的要求，对
日本联队工作队长王某、情报室主任冯某，做争取工作。接受任务后，我化了装，带
着手枪，找了个关系，到了献县张庄日本联队部，直接找王、冯。见面后，我把枪亮
出来，向桌上一放，说: “我是刘锡钧，找二位老兄交朋友来了。”经过交涉以后，我在
敌情报室主任冯某某家住了 4 天。当时敌人正搞敌占区“剔抉队”，挖掘我工作人
员，因此头一天日本特务笠本良策进了屋，冯某某忙说日本话，意思是指我是他的
朋友，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经过做争取工作，这些汉奸对日本人说，八路军干部经
“五一大扫荡”，都跑到远处去了。为了对付鬼子抓“花姑娘”，让汉奸们到泊头雇
来妓女应付，不准抓良家妇女。但敌人不要妓女，要农村“花姑娘”。于是便让他们
抓县城附近汉奸家的姑娘，并把伪警察局长的女儿抓去。这一下给敌人内部造成
了矛盾，狗咬狗地干起仗了。

三是在工作上，尽管当时条件很差，但同志们都是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工作。

特别是 1942 年“五一大扫荡”后，我工作人员都转入地下，白天不敢露面，藏在黑屋
和地道内，都是在夜间活动，甚至几个月不见天日。可是，同志们情绪很高，胜利决
心很大，真正发扬了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路、征
兵、征收公粮、挖地道等工作，都是整夜整夜地干，干部与群众一起干，千方百计地
完成工作任务。特别是在献县四十八村，到了 11 月份水已结冰，我们夜间蹚水活
动，被水冰得腿疼，但大家咬着牙，没有一人叫苦，因此大部分同志落下寒腿病。

四是在作风上，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没有阶层之分，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同吃
同住同工作，互相间无拘无束。在生活待遇上，每人都是一条枪、一斤小米，没有闹
特殊要求的。干部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真正打成一片。群众为保护我们的干
部，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献县李虎惨案就是明显的一例。敌人在
李虎村吃了败仗，为了报复，集中兵力包围了该村，向群众逼问八路军军队和干部
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说的，不说敌人就打死，群众宁可死了也不说，最后敌人把群
众赶到一幢房子里，烧死 40 多人。尽管如此，群众没有一个暴露我方秘密的。总
之，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真正成为鱼水关系，发扬了光荣传统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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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支持。

五是在生活上，各级领导和一般干部都没有两样的地方，每天都是供给一斤小
米，5 分钱的柴油盐费，此外没有任何待遇。大家同住群众家，都盖群众的破被子。

总之，生活虽然艰苦，但没有闹情绪和不好好工作的。

为什么在艰苦条件下，还能情绪饱满，坚决听党的话，不怕牺牲，积极工作? 我
认为有如下原因:

1．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解放全人类的党。

因此，入党以后，经过党的教育，无限忠实于党。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哪里，

就打到哪里。特别在抗战时期，大家民族观念很强，坚决不当亡国奴，不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誓不罢休。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坚定的精神支柱，使人们忘我地去工
作。

2．党、政、军、民是团结的，领导干部没有讲特殊，吃饭、行军、住宿都一样。所
以，不管环境多么残酷，也是愉快的。

3．和群众关系密切，不论到什么时候，有多么危险，群众都支持我们，保护干
部，而干部一心一意地为党、为群众工作。

( 作者系原沧州行署副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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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不讲待遇不怕牺牲

陈凤阁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党员、干部根本不讲待遇，到时能吃上饭就不错了，而且
“死”字得老在脑子里准备着。那时我是做地下党工作的，做这个工作的，流血、牺
牲是经常的。冀鲁边区第六专署专员杨靖远牺牲后，肖华写了“掉头流血，家常便
饭”。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建党、建政，发展党员。这些事都是秘密做的，上不说父
母，下不传妻子儿女。另一个做的工作就是扩军，动员有志男儿参加我们的八路
军。建政，主要是建村政权、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

那时的党员、支部不多。我是 1938 年入党的，开始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又到
了区里，1939 年春负责领导区里的工作。当时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有时区长也
参加区委会议。我到区工作时，区委书记是陈华亭，还有位姓崔的副书记，不久他
俩都牺牲了，就剩了我自己。后来又组织了一届区委，我当副书记，张西凤任书记，

后来他被捕了，宣传委员在鬼子“扫荡”时也牺牲了，又剩我自己了，就又组织了一
届。

总起来说，那时得有不怕死的精神，才能敢于工作。好些人说我们共产党员是
“傻蛋”、“不要命的”。那时真是不讲待遇，只是发给点饭票，可我们做地下工作的
还用不上，拿出来就暴露身份了，在党员家吃饭给了人家，人家也不能拿出去换粮
食。因此，有时我们也就白吃了。有的村长是党员的，我们就可以交粮票。那时生
活很艰苦，不敢在村里睡觉，睡在洼里、地窖子里，县委开会也是到村外去开，环境
非常紧张。有一次我被日本人抓住了，敌人看我的指甲说: “不是八路的，八路的指
甲短。”打了我一顿就放了。那时大部分同志被敌人抓住过，全不暴露党的事情，都
咬牙顶过来了。

那时主要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干革命。不讲待遇，也不讲当什么官，

经常讲的是入党要保密，被捕后不许叛变，人们都能遵守党的纪律。

( 作者系原沧州地委常委、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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