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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当时，我们党虽然也整合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在起

义军当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都是建立在团以上，

而基层的连一级则没有建立这个组织，所以它就不能及时影响

士兵、不能及时掌握士兵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早就在思考和探寻，最终找到了答案：党支部

不能只建在团一级，而要建到连队去！

192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率领不足 1000 人的秋收起义军

余部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当天夜里，在一家名叫“协

盛和”的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

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向大家宣布了整编的主要三项内容，

除了组织缩编，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以外，最重要的

就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

设党小组。同时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在团、营、连各级建

立士兵委员会，从管理伙食开始，参与部队的经济和政治管理。

为落实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在酃

县水口叶家祠的小小阁楼上，，毛泽东在“红一连”亲自组织发

展 6 名新党员，建立了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6 名工农士

兵骨干，跟着毛泽东举起了紧握的右拳。这是人民军队的一个重

要历史瞬间——“水口建党”。这 6 名党员，后来 3 人牺牲，一

人病逝，幸存的两人，为开国上将陈士榘、开国中将赖毅。

三湾改编，是一个伟大创举，成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

要开端。1928 年 11 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

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支部建在

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

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

经不起严峻的考验”。这是毛泽东总结“三湾改编”前后红军

内部凝聚力和战斗力发生的巨大变化。

就在同一时期，转战到岭南的南昌起义一部也身处困境，一

败再败、越打越小。贺龙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抓

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从 1927 年 10 月初至 11

月下旬，朱德、陈毅对部队先后进行了三次整顿，史称“赣南三

整”，重点整顿党团组织，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发挥

了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部转移

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当时全国

工农武装中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红四军在井冈山诞生。

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罗斯·特里尔这样评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

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

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在古田召开。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在实践的检验中，终于得

到了全体代表拥护。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回答了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建设新型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人民军队由此定型。

会议决议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

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的一项重要制度，“支部建在连上”，从此确立起来。

人还是那群人，枪还是那些枪，队伍却有了新的模样。确

立了党的绝对领导的工农武装，无论是精神面貌还是战斗力，

都发生了根本改变。

坚持党的领导铸造不变军魂

“支部建在连上”，是把党的意志贯注于部队的最好组织

形式，是把党指挥枪原则落实到基层的根本制度保证。在日后

的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项制度也不断进行调整、深化

与完善，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最强大武器。

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太行山分兵打游击，“麻雀满天飞”

的战法让敌人吃尽苦头。美国知名战地记者贝尔登惊叹：“如

果换一支别的军队，也像这样分散于敌后，就很可能会丧失士气，

归于瓦解。”我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能够铁一样地巩固起来，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947 年 2 月下旬，莱芜战役打响，国民党重兵围攻华东野

战军。仅仅过了三天两夜，就被华野歼灭和俘虏 5 万多人。曾

被蒋介石称为“善于带兵”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位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改编地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