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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中就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
能维持不散，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

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中
国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

民主主义制度，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1935年 10月，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领东北军围

剿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短短三个月，东北军就损

失两个师又一个团。对此，张学良感慨说：“红军经过二
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他还对其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
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

是早就带没了！”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也想打游击战。

1938年，国民党军委会在武汉开会，有“小诸葛”之称的
桂系将领白崇禧称，既然共产党八路军能在敌后打游击

战，国民党军同样也能。他提议，黄河以北的国民党部队
一律不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蒋介石点头称是，宣布二

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调动 50万之多的兵马进入沦陷
区，准备开展游击战。为了训练部队打游击战，蒋介石后

来在湖南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班是有了，老师从哪

来呢？当时谁会打游击战呢？当然就是共产党。时值国共

合作期间，国民党邀请叶剑英率领一批共产党教员授课。
课上讲了什么呢？游击战的经验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组

织，共产党这边的老师就说了，要做到官兵平等，同甘共
苦，比如八路军总司令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

服。还要做到军民紧密结合，充分发动和依靠敌后民众的
力量等等。来听课的国民党军官当场就泄气了，表示自己

根本做不到，别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也不可能和士兵生

活一样。至于发动民众，更是不会做，也不愿意做，用山西
军阀阎锡山的话说：“民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

乱子”。果然，后来国民党军的游击战确实搞不下去，重要
原因之一是因为国民党军官贪图享受，做不到官兵平等！

回望人民军队成长史，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坚持
官兵一致，部队拖不垮、打不散，一路走过千山万水，从一

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始终保持我党我军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这是对我军建设提出的政治要求。贯彻落
实这一要求的重要方面，就是弘扬我军官兵一致的优良

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增强向心力凝聚力，保证部
队团结统一和纯洁巩

固，真正做到“能打仗、
打胜仗”，不辱党和人

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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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
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之后 22年的武装斗争中，无论同国民党反动
派还是与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它都创造了中国
历史上的奇迹———这支不发军饷的队伍，却所
向披靡，打败兵力远超自己，武器完全占优的敌
人，建立新中国，完成伟大民族复兴的第一步。
何以做到这一点？除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贯彻官兵一致原则是极其重要的。

打破“当兵吃粮”天理
    在中国，“当兵吃粮，拿饷卖命”似乎天经地义。清末

编练北洋新军，入伍者以三年为期，期满退伍，当兵管吃管
穿，每月有银四两二钱，能养活五口之家。上世纪 20年代，

士兵军饷一般为每月大洋八元，也够五六口人家用，军官
就更高了，连长月饷上百元，当年肥田不过每亩几十元，当

上一两年军官，就能买房置地。但事情另一面，却是一旦军
饷短缺，军队就会哗变溃散，或被能发饷的派系收编。

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

线，部队能吃上饭都不容易，筹集大笔军费，更是天方夜
谭。从 1927年三湾改编到 1929年古田会议，人民军队逐

步建立和完善官兵一致原则，内容包括：在部队中取消军

官的特权，规定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官兵在政治上平等。
连以上各级建立士兵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

行政与经济管理，并有监督军官之权。
基于这一原则所确立的制度保障了同为阶级兄弟的

新型官兵关系，特别是取消军饷并改为供给制后，部队不
发钱只发基本吃穿，每人每天只有三至五分钱的伙食费，

每至月底，官兵同样发一点伙食尾子，在这种待遇下，部队

依然团结如初，开创了中国治军历史的奇迹。三湾改编及
后续的建章立制，首先强化了政治领导，把党支部建在连

上，并实现军内政治经济民主，军官不允许打骂士兵；待遇
虽差，但账目公开，士兵参与管理，旧军队司空见惯的“吃空

饷、喝兵血”现象荡然无存。士兵一下子有了和军官平起平
坐、当家作主的感觉，官兵同穿粗布衣，同吃红米饭，同住茅

草房，士兵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对部队有很强的向心力。
公道正派得人心

    经过三湾改编的新型人民军队，看似装束寒酸、装

备简陋，却与国内其他军队彻底划清界限，拥有远超外

表的生存力和战斗力。当年，江西中央苏区民歌唱到：
“如今好，红军兴，官兵夫，一家亲，吃穿用，一样同，官长

们，不打兵。”这形象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新型官兵关系。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坚决废除打骂士兵、肉刑等雇

佣军队做法，用民主方法带兵，军官要尊重士兵人格、坚

持为兵服务，同时激励广大士兵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

神，使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始终
保持高度的统一。1928年的井冈山上，寒冬腊月，毛泽东

把自己领到的棉衣送给暂时还没有领到棉衣的战士。长
征胜利的“奠基礼”———直罗镇战役中，毛泽东亲临前

线，逐个查看伤病员的伤口，一个一个地喂水。红三军与
敌人激战中，军长贺龙提枪策马两救警卫员。长征途中

很多人受冻挨饿，干部把干粮匀给战士吃，首长把马匹

让给病号骑，关心战士胜过自己。这种“把生的希望让给

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精神伴随着红军的发展壮

大，团长、师长乃至军长都是冲锋在前、后退在后的楷模。
正是基于官兵平等，发扬民主，人人都是革命队伍

的主人，红军内部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红军初创时期，就

推行三大民主：政治上，士兵开会时有说话的自由，可以
监督批评干部；经济上，实行账目公开，伙食由士兵自行

管理；军事上，实行官兵互教，战前听士兵建言献策。这

些民主作风极大汇聚了官兵的才智，形成了生动活泼的

政治局面。

战争中，部队无论选人用人还是评功评奖，只看战
绩，只看贡献，有功提升，有过则降，“今天是排长、明天

是连长；今天是团长、明天是营长”，这种公道正派的作
风非常利于战斗力提高。另外，不断完善的“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不仅是对战士的规范，也是对各级干部的要求。

别的军队学不来

红色征程

■ 毛泽东在福建连城新泉村与红军政工人员交流心得

■ 描绘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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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连队
的伙食账

■ 红军总政治部《红星画报》刊登的连环画《发扬阶级友爱》

■ 红军战士
笔记里记载
的三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