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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主存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鄂豫边这就写民主根

据地支稿》和《中房、突围史》出版之后，现在我们又编辑出

版《鄂豫边区党的建设史}{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鄂豫边

区统一战线工作史》和《鄂豫边远民运工作史》这四部专史，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专史是我幻觉的革命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们深知，党的建设、武苯斗争(国甜建设〉

和统一战线，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

命伟大延利的"三大法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一一毛

泽东思想、延安精神、萄柏坡精神的尤辉体现，她将永放走，

芒!

以史为鉴，资政育人。这些专史，具有现实品深远的意

义。胡锦持同志捂虫，党史研究要为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

新闰题提供历史借鉴;要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的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牢围树立政党

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要探索世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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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

兴衰成致锦规律，从中吸取有益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提高执政水平的经验教切10 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开始强大起

来了。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动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行新的长征。在我们前进去告道路上，还有许多

艰难险阻。在这个世界上，敌视，我们的反动势力，对我进行

西化、分化、遏制， FJl挠我台湾的回归统一和颠覆的留谋没

有改变。在吕内，城乡发展、分配很不平衡，困难不少，科

技和人才素攻不适应持续快速许调健康发展的需要，党内的

消极鹿敢问题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安走. ! 

因此，我们要增强民，毫意识，遵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精神，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这个中心，切切实实抓好党的

建设这个根本的政治保证，实实在在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勤政廉政，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拉。并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接黑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好全局，努力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巴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

要战略支点品努力奋斗!

在编辑出版上述胃部专史的过程中，已故会长赵家驹、

肖健章司志做了大量工作，在专支出版之时，我们深深怀念

他们。

2006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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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

何谓政权?辞书解释说，政权就是统治段级实行

阶级统治的权力。毫无疑问，这小民题是任何革命中

的中心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切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E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

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F哥说领导革命。"①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罢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为挂导，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

建立政权的重要性以及怎样建立政权，建立怎样的政

权，进行了长期的思索和不 J酶的颇时应变的尝试。

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嚣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和《望民党右派分离的厚吕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

影响》等文章中设楚，民主革命的最终巨的是要"建

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居家"。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政权的认识

和实践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

立了工农瓷主专政性盾的政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

①《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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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

江西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嚣，即是这种性质政

权的集中体堤，其内容与吕标是反对封建阶级和 E 民

党新军阂。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反对自本帝国主义野蛮侵

略商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 ~毛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

盾，因而在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抗日民主摄据地内，

团结一切可以自结的抗自力量，建立凡个革命阱级联

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或为中国共

产党人领导抗 E 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毛泽东为

此提出了"三三制"的建政愿到:即在拭目根据地的

民意机关和政府札关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

之一，他们代表无产斡级和贫农;左激进步分子占三

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除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

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除级和开晚绅士。"①其

政权的任务在于"反对 E 本帝雷主义，保护抗日的人

民，渭节各拉 E 跨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

汉奸、反动涯。"②其政权的性渍兢区躬于地主资产阶

级的反革命专政，也不属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

专政。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摄辛土. 1991 年版，第 750 页。

②《毛浮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摄社. 1991 年版，第 743 页。

.2. 



前言

非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九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

一的鄂豫边区，是在党的拭目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

之下，在敌旗夹击的险恶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其政权

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前时、不稳定到较为稳

圈，从自共合作政权到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斡层参加的

"三三棋"政权的发展过程。

政权的建立有赖于根据地的建立，部"建立根据

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①自一九三九年一

月李先念率领新西军豫鄂独立潜击大队南下鄂豫边之

后，这支部队就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队伍的基础之上，

汇合散处在各地党的多支地方武装，联络)lj 军第一二

七坪陈离部、原西北军何基津、张克侠部以及第五战

区的桂军各部，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同 E

民党顽固遥石毓灵、蒋少暖、刘梅溪、程汝怀等就斗

争又联合，尽可能地争取他钉一致对外，才逐步立定

脚跟、发展壮大、打开局富并创建拉 E 民主提据地的。

鄂豫边区的政权建设离这段复杂而曲折的历史一起搏

动，它经历盟共合作政权、成立过渡拭目政权、组建

统一的拭目民主政权等发展阶段。可以说，鄂豫边区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R;出般社， 1991 年版，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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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

政权建设的历史，既是党的拭目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

大的历史，也是党的拉吕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深入

人心的历史，更是中华虱族拭目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

茄史缩影。

不仅如此，鄂豫边区的政权建设还是在尊重民意、

保障吴权，开展民选的前提之下得议加强和巩富的。

一九四 0年一月豫鄂边区党委或立之后，即在基

本区内进行了一系列的自下面上的民主普选活动，大

挑工农分子被选入乡、保基层政权，继土地革命战争

后，劳动人民又一次实现了当家作主。"当时美臣的薪

闻记者史沫特菜在杨家河常常参加我们的民选会，感

觉非常兴奋，每次到会演讲，总是说这种选举比美国

的选举还好。"①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和豫鄂边区

行政公署的成立，则是边区党委提据中共中央拉 E 民

族统一战线和抗 E 救国十大纲领，访实贯窃、落实"三

三羁"原腾的体在。边区政蔚高举拭目员族旗帜，旗

有的政策也是从休养民生、培养民力、开启民智、服

务抗战的前提下制定的 O 它大兴水利工程，发展农业、

贸易，开展戒程减息，厉行精兵简政，改进国员教育，

①许子威(.鄂豫边区政权建设的初步检讨及今后工作的意见>> (1 944 年 7
月 1 B)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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