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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由综述、文献、人物、史料、专论、纪事等部分组成。

二、本书主要内容为1930年徐海蚌地区红十五军的组建历程，为了说

清楚有关情况，在时间上适当上溯和下延。

三、本书编入的文献均力求保持原貌，只对个别错漏的文字、标点及衍

文、不规范用字进行订正。对原文中错误字词用括号“（）”纠正；对原文中

残缺或辨认不清的文字，用“□”充填，一个“□”代表一个字。需要说明

的地方由编者加注说明。

四、本书编入的人物传略与专论中的研究文章，均为党史工作人员执

笔撰写。所选人物均为在红十五军创建过程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五、本书编入的史料，一类是当事人执笔撰写的回忆文章，一类是对当

事人的访谈笔录，还有一类是由党史工作者对史料梳理后撰写的综述。所

有编入的史料均选自有关党史著作或党史资料汇编。

六、本书所有选入的文献、传略、史料等，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对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进行规范化处理。对明显的文字错误做适当

处理。



序   言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

命和武装斗争，努力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以徐州为中心的徐海蚌地区也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活动。

在徐海蚌地区创建红十五军，是中共江苏省委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

精神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方向。江

苏省委迅速贯彻，通过了《江苏省委对于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案》，制订了

《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要求在各地造成暴动的形势。1929年11月，中

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强调党在现时农民运动中的政治路线，“仍

然是加紧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

1930年，江苏省委直接发起和领导了徐海蚌地区红十五军的创建活

动，并多次进行指导和部署。特别是省委高度重视组建红十五军第三师，

把宿迁县作为红十五军第三师的重要暴动区域和活动区域，充分利用宿迁

南部地理位置偏僻、拥有洪泽湖天然屏障以及农民受剥削压迫沉重、反抗

性强等有利条件，在时任县委书记、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红三师管区政治委

员李干成同志的带领下，红三师管辖区的宿迁、泗县等地先后组织发动了

马园暴动、白庙暴动、洋河暴动等，极大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和国

民党反动统治。红十五军包括宿迁地区的红三师虽在后来遭到反动势力的

围剿而转入低潮，但在徐海蚌大地上点燃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启

发了人民觉悟，准备了革命力量，为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



了坚实基础。

在宿迁大地创建红三师，这是宿迁人民的光荣，更是宿迁人民的骄傲。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今天，宿迁正昂首阔步奋进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需要我们认真

学习红十五军不畏艰险、坚贞不屈的奉献精神，敢作敢当、敢试敢闯的拼搏

精神，坚定信念、不懈追求的探索精神，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

先率先”新时期江苏精神，积极培育“我能我行我成功、创新创业创一流”

的宿迁气质，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抢抓机遇，务实苦

干，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宿迁而不懈奋斗。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教科书。为铭记历史、缅怀先辈、激励后

人，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纂出版了纪念文集——《徐海蚌地区

红十五军》。该书为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重要读本，值得每一位党员干部

好好读一读。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党史作为必修

课，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从党史中汲取智慧、汲取力

量，为实现“中国梦”汇聚强大精神动力！

我们坚信，徐海蚌地区的光荣传统必将薪火相传，红十五军的革命精

神必将代代相承，革命先驱者的英名必将永世流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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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徐海蚌地区的红十五军

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一

1930年6-10月，徐海蚌地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组建中国工农红

军活动。这支红军队伍，就是徐海蚌地区的红十五军。

在徐海蚌地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这是由中共江苏省委在中

共中央“扩大红军”的指示下谋划并发起的，是在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

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苏北通海如

泰地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徐海蚌地区建立中

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

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

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明确指

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

八七会议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方向。

9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全体委员及各地负责人会议，省委书记邓

中夏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到会人员完全赞成中央的各项决议，并通过了

《江苏省委对于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案》。不久，省委制订了《江苏农民运

动工作计划》，要求在各地造成暴动的形势。省委又于10月份出台了《对

于江苏农民运动计划的修正和补充》，指出要即刻领导江苏农民暴动，夺取

政权。此后，江苏同全国一样，农民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较快发展的

综述：徐海蚌地区的红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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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

陈云向大会作了农运工作报告，提出党在现时农民运动中的政治路线，“仍

然是加紧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他指出，“在指导思想

上，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但“游击战

争的条件，不是主观制造的”，“在江苏开展游击战争的前途是存在的。至

于游击战争能否胜利，固然有许多客观的主观的因素，尤其在国民党军阀

统治较为巩固的江苏，斗争是十分艰苦、复杂的”。

会议期间，通海如泰地区党的负责人李超时、刘瑞龙等向省委汇报了通

海如泰地区建立红军部队和游击根据地等情况。中央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周恩来也听取了汇报。根据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和武装斗争的实际需要，中央

军委认识到，将各地分散游击性的武装组合成为能统一配合作战的红军队

伍，其条件已基本成熟。为此，中央军委决定继中央苏区红十二军、浙西南

红十三军之后，在苏北酝酿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十五军。刘瑞龙回

忆这段往事时说：1929年（江苏省）召开的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是总结经

验，布置全省搞罢工，搞农民暴动，提出要组织武装，开始搞十四军、十五军。

1930年1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给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扩大红军问

题给各县委的指示》指出：江苏各县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红军，是最近迫切

需要的工作；徐海区内的各县（南宿州、宿迁等地）已有相当的农民武装组

织，亦必须很迅速改编其组织，使自卫队、游击队等成为建立红军的基础；

集中农民的一切武装组织，而编为红军。

3月5日，中共江苏省委为接受中央第七十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

与党的中心策略》而发出通告，要求徐海蚌、通如泰、沪宁路各县、淞浦八

县、淮盐一带，应在农民武装斗争中建立起红军，徐州、通海两个地区更应

有计划地加紧进行。

5月11日，中原大战爆发，徐海蚌区域成为蒋（介石）、冯（玉祥）、阎

（锡山）军阀混战的中心地区。5月24日，省委给徐海蚌特委发去指示信，

认为徐海地方暴动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要求特委抓住时机，坚决地去领

导和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发动罢工、兵变、农民暴动。省委强调，“暴动的具

体前途”是“建立深入土地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和生长一支伟大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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