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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
群众思想及当代价值

□韦宗发

［摘　要］　邓小平在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充分相信群众，深

入宣传发动群众，正确执行群众路线，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群众观，成为了邓小平早期思想的重要内容。总

结和学习邓小平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时 期 的 群 众 思 想 及 其 实 践，对 于 我 们 贯 彻 党 的 群 众 路 线，发 扬 党 密 切

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

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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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密
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是党在长 期 的 革 命 斗 争 中 形 成 和 发 展 起 来

的。邓小平在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充分相信群众，深入

宣传发动群众，正确执行群众路线，确保了起义的胜

利和红七军的发展，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形成了

颇具特色的群众观，成为了邓小平 早 期 思 想 的 重 要

内容，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具 有 重 要

意义。

二、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

群众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宣传和发动群 众，以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方 式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人结合右江地区

的实际情况，强 调 采 用 山 歌、粤 曲、顺 口 溜、标 语、通

告、漫画、文件、传 单、书 刊、报 纸 和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

针政策，鼓舞人民，打击敌人，活跃了乡村文化生活，



　　　　
　　　　

１５３　　 　
　　

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韦
宗
发

右
江
革
命
根
据
地
时
期
邓
小
平
群
众
思
想
及
当
代
价
值

为右江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出了重要

贡献。

１．创办刊物、印发和书写宣传品，打造革命舆论

阵地

邓小 平、张 云 逸 等 率 部 挺 进 右 江 地 区 时，即 于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派出干部在百色镇创办了石印的

《右江日报》，张云逸为该报题写报名，这是当时全国

唯一一份在发动革命武装起义前就创办的报纸。党

组织还创办了《士兵之友》等刊物。百色起义后，《右

江日报》成为红七军前委的机关报，由红军政治部主

办。该报每天出八开两版 一 张，发 行 至 右 江 地 区 各

县和红军连队。《右江日报》通过评论﹑电讯﹑新闻

报道和文艺作品的形式，以朴实清 新 的 文 字 宣 传 中

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紧密 配 合 党 的 中 心 任

务，使“耕 者 有 其 田”“工 农 兵 大 联 合”“打 倒 土 豪 劣

绅”“打倒欺骗人民的 国 民 党”“拥 护 红 军”等 革 命 道

理深入人心，成为了宣传 革 命 理 论、团 结 教 育 人 民、

打击敌 人 的 宣 传 阵 地。右 江 苏 区 的 干 部 和 群 众 大

会，也常常宣读《右江日报》的文章。

红七军和苏维埃政府通过编印、散发、张贴和书

写文告、传单、标 语、口 号，把 党 的 主 张、政 府 施 政 纲

领、军队任务和纪律向群众宣传，如《中 国 红 军 第 七

军目前实施政纲》《我们的主张》《土地革命》《中国共

产党的十大纲领》《国民党罪状》《关于建立苏维埃政

权》等迅速分发至右江革命根据地各地。１９２９年红

七军政治 部 印 发《我 们 的 主 张》宣 传 单，正 面 写 有：

“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没收地主土地，分给

贫苦农民，红军月饷廿元，官 兵 待 遇 平 等，优 待 无 辜

俘虏，欢迎士兵弟兄，取消许多捐税，人民负担减轻，

保护商业交通，红军纪律严明”；背 面 则 配 有 漫 画 和

口号：“兄弟们！大家来打死压迫我们的军官！投向

官兵 平 等 的 红 军 去！”［１］（Ｐ９５）这 些 文 告 张 贴 于 各 地 公

共场所，群众常常层层围 观，一 睹 为 快，有 的 还 抄 录

下来，互相传看。

２．谱写和演唱革命歌谣，深入基层进行宣传

右江地区居住着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经济

文化落后，信息闭塞，贫苦 大 众 长 期 深 受 压 迫，文 盲

人口占大多数，但他们能歌善唱。为此，邓小平非常

强调革命歌 谣 的 作 用。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４日，邓 小 平

对向都县赤卫队北区常备营营长 黄 绍 谦 说，在 少 数

民族地区，用 山 歌 来 宣 传 革 命 道 理 一 定 会 很 有 效。

在战斗间歇，邓小平还亲 自 教 唱 革 命 歌 曲。黄 绍 谦

在北区组织了一支山歌宣传队，用 山 歌 对 唱 的 形 式

宣传革命道理，深受群众 欢 迎。那 恒 农 民 夜 校 校 长

李君蔚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号召教 员 们 结 合 实 际 情

况，用红军标语、口号等内容来编写嘹歌教材。夜校

经常传出用壮话编唱的歌谣：“农 奴 穿 烂 衣，啃 草 根

树皮，艰辛闹革命，苦楝变荔枝。”“紧跟共产党，黑暗

天地晴，听从红 七 军，山 水 万 年 青。”［２］（Ｐ１４１）这 些 歌 谣

深刻感人，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右江地区革命军民

将许多山歌、粤曲、大众 诗 进 行 改 编，把 革 命 理 论 融

进歌体之中，使之成为在右江革 命 根 据 地 的 人 民 群

众之中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载体。

３．加强文化教育，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

百色起义后，右江苏区除兴办劳动中小学、发展

普通教育外，还在各地 普 遍 建 立 了 农 民 夜 校。红 七

军中有文化的指战员经常到夜 校 上 课，宣 传 革 命 道

理。同时，红七军把识字 教 育 同 宣 传 革 命 道 理 结 合

起来，编写了新教材。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红七军政治部

组织编写了《工农兵小丛书》《工农兵识字课本》等，

教材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实用性和知识性，被各地的

劳动 小 学、工 农 夜 校、识 字 班 广 泛 采 用。１９３０年４
月，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东 兰 开 办 党 员 训 练 班

时，编写了《党员须知》教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比较

全面地对“什么是共产党？共产 党 与 其 他 政 党 的 不

同，什么是共产主义？为 什 么 中 国 革 命 要 由 无 产 阶

级领导？”［３］（Ｐ１０９～１１１）等 问 题 进 行 了 解 答，从 思 想 文 化

上武装了右江地区的干部和群众。

（二）满足群众利益和要求，将其作为制定政策

和策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土地革命前，右 江 地 区 的“农 民 生 活 很 苦，自 耕

农多，富农较少，雇农也较少，地主有，但还是中小地

主占优势，大部分土地都分割在中小地主手中，故自

耕农很穷，每不够自己 吃”。［４］（Ｐ１７８）因 此，开 展 土 地 革

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 基 本 要 求，是 进 行 武 装 斗 争、

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基本任务。邓小平在右江革

命根据地非常重视解决少数民 族 地 区 土 地 问 题，百

色起义前后颁发的纲领、方针、政策都把土地革命作

为中心内容。可以说，邓 小 平 在 右 江 革 命 根 据 地 土

地革命理论与实践成为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思想的重要源头。

１．先试点，后推广，稳步推进和落实土地革命各

项政策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首先在群众基础较

好的东兰、凤山两个县进行试点，然后在各县普遍开

展起来。

１９３０年３月底，邓小平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

完工作后回到右江，与韦拔群、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雷经天、右江特委书记陈洪涛一 起 研 究 如 何 在 右 江

地区开展土地革命问 题，决 定 分 两 步 走，先 试 点，再

铺开。邓小平和韦拔群一起到东兰县武篆区的几个

乡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土地革 命 调 查 和 试 点 工 作，

另派韦拔群的弟弟韦菁到凤山中亭乡做平分土地的

试点工作。试点前，邓小 平 在 武 篆 区 魁 星 楼 主 持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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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干部会议，介绍了红四军进行土 地 革 命 的 做 法 和

经验，具体研究了右江地 区 的 土 地 革 命 步 骤、方 针、

政策，在群众中开部署了宣传、发动工作。１９３０年３
月２９日，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举行“共耕社”成立大

会，制定了章程并选举了 社 长。邓 小 平 代 表 红 七 军

前委和军部向东里屯各族人民表 示 热 烈 祝 贺，并 鼓

励“共耕社”社员们努力耕作，多 产 粮 食，改 善 生 活，

支援红军，巩固和建设好 苏 区。东 里 屯 有 近 千 亩 耕

地，１２７户（壮族９２户、瑶族１１户、汉族２４户）中有

１２０户共５９０多人加入了“共耕社”。［５］“共耕社”实行

生产资料公有，统一调配，集 体 劳 动，统 一 分 配 劳 动

产品。尽管这一年旱情严重，但“共 耕 社”军 民 挑 水

抗旱，修建了一条几里长 的 水 渠，战 胜 了 旱 灾，粮 食

产量比１９２９年增长了三分之一。

中亭乡平分土地的试点工作同样热火朝天。凤

山县县委首先召开骨干会议，宣传 土 地 革 命 的 意 义

和党的政策，并建立了乡雇农工会，大多数贫苦农民

都参加了雇农工会。在此 基 础 上，乡 苏 维 埃 召 开 群

众大会，当 众 烧 毁 地 主 豪 绅 的 土 地 契 约，没 收 其 土

地、房产和财物，按人口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只要

地主豪绅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也分给一份土地。

邓小平总结了这两个县部分乡村的土地革命经

验，并结合红四军在中央 苏 区 土 地 革 命 实 践，研 究、

讨论和制订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这两个

文件，分别于１９３０年５月１日 和１５日 以 右 江 苏 维

埃政府的名义颁发到右江根据地各县。根据地群众

对土地革命很满意，当时的东兰、凤山一带流传着这

样的山歌：“跟着共产党，翻 身 齐 有 份，不 论 老 和 少，

人人有田 耕”“田 地 都 平 分，不 准 谁 偷 懒，家 家 有 谷

收，人人心喜欢，粮食吃不完，团结更增产”。［６］（Ｐ１５５）

２．尊重群众意 愿，把 解 决 群 众 根 本 利 益 作 为 制

定政策的出发点

邓小平结合右 江 地 区 的 实 际 情 况，尊 重 群 众 意

愿，把调动群众积极性作为制定根 据 地 政 策 的 出 发

点，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政策和民族政策结合起来，

较好地解决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土地革命的难

题。

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 告》中 指 出，我 们 解 决 土

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没 收

一切反 革 命 的 土 地”。我 们 没 有 提 出“平 分 一 切 土

地”的口号。［７］（Ｐ１５）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分

配给农民的土地是采取分耕、共耕 还 是 原 耕 方 式 的

选择上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土地法暂行条例》根

据右江地区土地的分布状况和土地计算习 惯（按 产

量计算田亩），规定“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

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同时强调分配土地时，以原

耕为基础，除了“抽多补少”，还增加了以“土 地 的 肥

瘦及人口之多少为标准”，对乡与乡之间“土 地 与 人

口之比例，相差太远时，可 由 县、区 苏 维 埃 用 移 民 等

办法解决之”，［７］（Ｐ２３８）避免了分配土地 时 出 现 肥 瘦 不

均、数量不均和贫雇农分坏田的 现 象，较 之《井 冈 山

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做法稍有不同，但却更具

体详尽，符合右江地区 的 实 际 情 况。针 对 右 江 地 区

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各民族一律

平等，同样参加土地和 财 产 分 配。尤 其 是 过 去 长 期

居住在深山峒场、饱受 压 迫 的 瑶、苗 同 胞，也 同 样 下

山分到一份土地，住进了从土豪 劣 绅 那 里 没 收 来 的

房屋，对“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 分 配 山 地”给 他 们。

《土地法暂行条例》还规定，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的

耕田工具，均分给无工具或少工具之农民使用，如不

够分配，则由苏维埃向耕具多的 农 民 借 给 无 工 具 的

农民，解决了生产工具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其 他 土 地 革 命 法 规 所 没 有 的。［５］对 红 军 家

属给以照顾，“亦得分一份土地 给 其 家 属”。对 于 许

多红军家属分得了土地却无劳 力 耕 种 的 情 形，邓 小

平提出可以“请人耕种”。

右江根据地土 地 革 命 的 开 展，使 右 江 各 族 劳 动

农民获得了土地，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踊跃参

军参战，支援前线及保卫红色政权。

（三）关心群众疾苦，尊重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邓小 平 到 过 右 江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恩 隆、思 林、果

德、向都、镇结、靖西、天保、恩阳、奉义、百 色、万 冈、

东兰、凤山、河池等县，这些地方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每到一地，邓小平都要亲自去查看伤员病情，尽量解

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给伤病员发零用钱；到贫苦农

家去访贫问苦，安排红七军干部 给 困 难 户 送 去 必 要

的钱，派红 七 军 干 部 战 士 帮 助 群 众 修 补 房 屋 等 等。

１９３０年７月，邓 小 平 在 平 马 办 党 政 干 部 训 练 班 期

间，边讲课边抽时间到附近进行 社 会 调 查 和 访 贫 问

苦。一天，他在赤卫军梁 连 长 的 陪 同 下 看 望 了 壮 族

老婆婆梁妈蕊，并安排梁连长带 上 几 个 战 士 上 山 割

草、砍木头，把梁妈蕊老人家的房子修好，还送给梁

老婆婆２０个铜钱。

为了让群众买 到 便 宜 的 物 品，减 少 商 人 的 中 间

剥削，邓小平提议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向社员提

供食盐、烟酒及日用品。红 七 军 还 曾 拟 设 农 业 银 行

来解决 群 众 的 资 金 困 难。１９３０年４月，邓 小 平 到

“共耕社”检查春耕生产情况时了解到东兰武篆区东

里屯“共耕社”缺乏耕牛，便立即以右江 苏 维 埃 政 府

的名义，送去１２头 耕 牛，使 他 们 赶 上 了 生 产 季 节。

在共耕社遭遇大旱之际，邓小平和韦拔群发动红军

战士一面帮助群众挑水抗旱，一 方 面 帮 助 群 众 修 了

一条八里长的水渠。群众称赞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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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乾人（壮话：穷人）的队伍！［８］

２．相信群众，重视和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

重视群众组织 建 设，充 分 发 挥 各 种 群 众 组 织 的

作用。邓小平到右江地区 后，加 强 对 农 民 组 织 的 领

导，及对工人、妇 女、青 年 学 生 等 组 织 的 工 作。宣 布

废除地主、资本家对工人、农 民 的 剥 削 制 度，增 加 工

人工资，工人工 作 时 间 由 原 来 的 十 多 个 小 时 定 为８
小时等；派红七军战士、党员、骨干等到各地去，健全

农民协会、协助建立工会等组织。陈豪人在《七军工

作总报告》中说：“当时军委用很大力量做百色工作，

建立１９个工会，工人群众 的 情 绪 甚 高，要 求 加 薪 改

良待遇的斗争 接 踵 而 起。”①前 委 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９
日发出通告（第七号）《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中规

定，各级苏维埃进一步发展“进行 各 种 斗 争 的 组 织，

如交通队、运 输 队、攸 探 队、破 坏 队、少 年 先 锋 队 等

等”，发展“雇农工会组织”，②各县组织雇农工会，各

区组织雇农分会，各乡组 织 雇 农 小 组。这 些 组 织 在

根据地的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执行民族平等 政 策，充 分 发 挥 少 数 民 族 人 民 当

家做主的作用。广西右江和红水河上游的各县是多

民族杂居地区，居 住 着 壮、汉、瑶、苗 等 各 族 人 民，其

中壮族占总人 口 数 的８５％左 右，汉 族 约 占１０％，瑶

族约占４％。当 时，中 共 中 央 没 有 明 确 具 体 的 民 族

政策，邓小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右江地区后，制定并

执行了民族团结和平等 的 政 策。在 土 地 革 命 中，紧

紧依靠各族贫苦农民为中坚力量，实 行 各 民 族 一 律

平等政策，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各族人民，瑶

族人民同样下山分到并使用壮汉 族 地 主 的 土 地，住

进了没收豪绅地主分来的房子。右江革命根据地内

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充分调动了各 族 人 民 革 命 斗 争

的积极性，发挥了各族群众的当家精神，建立了以少

数民族为主体的右江革命根据地，为 党 制 定 和 执 行

正确的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成功经验。

３．躬行社会调查，密切干群关系

作为中央代表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的最

高领导人，邓小平在衣食住行等方 面 没 有 任 何 特 殊

待遇，经常一身壮家装束，奔走在壮乡的各个村落。

右江一带的一些老人曾回忆说，凡 是 邓 小 平 到 过 的

地方，农民夜校办得特别火热，群众都认识他。曾

在邓小平 领 导 下 战 斗 过 的 红 七 军 老 战 士 黄 荣 回 忆

说，我在百色 时 能 经 常 看 到 邓 小 平，他 经 常 深 入 基

层搞调查研究，到农村了解农民协会工作。［８］

（１）尊重少数民族习惯。邓小平每到一处考察、

布置工作，总要与最基层的干部群众交心、交谈。他

常常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到百色广西省立第五中学的

师生中和街道工人中，与 教 师、学 生 和 工 人 交 往，了

解他们的思想、学习、生活 和 工 作 情 况，对 他 们 进 行

革命动员和宣 传。在 恩 隆、奉 议、东 兰 等 地，他 常 常

和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宣 讲 革 命 道 理。他 态 度 和 蔼

可亲，平易近人，讲话诚心诚意。如他到向都县赤卫

军总指挥黄绍谦家中谈心说：“看一个青年革命不革

命，不 是 看 其 出 身 如 何，主 要 看 他 本 人 表 现 怎

样。”［９］（Ｐ９９）使黄绍谦深受感动。同时，邓小平善于抓

住一切机会接近少数民族群众，当他了解到思林县

壮族百姓有“交老同”的习俗后，便与当 地 壮 族 同 龄

老乡交老同。邓 小 平 常 说，说 老 同 嘛，就 是 同 心 干

革命！［８］邓小平 禁 止 红 军 队 伍 对 少 数 民 族 使 用 侮 辱

性称呼，禁止称瑶民为“勒瑶”“布龙”等，加强了红军

队伍和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２）召开各种会议 研 究 和 解 决 群 众 难 题。百 色

起义前夕，邓小平与张云逸、陈豪人等人到百色广西

省立第五中学的学生会会议、学校周会、班会中进行

演讲，在城镇中组织街道各行各 业 工 会 开 会 进 行 宣

传发动群众，在农村则 分 别 召 开 农 运 骨 干、青 年、妇

女、儿童团会议等来宣 传 发 动 群 众。邓 小 平 特 别 注

重对最困难群众的关心和照顾，把 他 们 看 做 土 地 革

命的中坚力量。他要求田东县东屯村赤卫队员黄本

朝把农会干部和村里受苦最深的农民找来开个座谈

会，了解他们的经济状况，动员他们起来革命。由于

发动面十分广 泛，参 加 的 人 多，宣 传 发 动 群 众 效 果

很好。邓小平这 种 平 易 近 人、和 蔼 可 亲 的 态 度，正

是毛泽东所强调的眼睛向下、和群众做朋友的态度，

没有这种眼睛向下和群众做朋友的态度，调查者和

被调查者的关系难以融洽起来，就很难调查了解到

真实情况，［８］抓典型，做周密调查，是了解掌握情况

最基本的方法。

（３）举办党员、干部 训 练 班，提 高 他 们 的 群 众 工

作能力。１９３０年３月中旬，邓 小 平 通 过 对 向 都、思

林等基层干部、群众的调查后了解到，右江工作的主

要困难是干 部 太 弱，工 作 推 动 甚 难。由 此，他 决 定

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转到培训各级干部方面。在培

训班上，邓小 平 把 调 查 得 来 的 材 料 编 成 教 材，针 对

实际情况提出解决实 际 办 法，亲 自 讲 课。仅 在 东 兰

县，就开办了六期党政干部训练班。１９３０年７月邓

小平、张云逸同志还在恩隆县平 马 镇 西 街 办 一 期 党

政干部学习 班，学 员 五 十 多 人，来 自 东 兰、果 德、思

林、镇结等右江沿岸各 县。这 些 学 员 学 成 后 又 在 自

己家乡举办培训班，整个右江革命根据地干部基本

①

②

中共田阳县党史办公室．田阳县党史资料文献选编（１９２６—

１９４９）（内部资料），３６１页，２００５年。

中共田阳县党史办公室．田阳县党史资料文献选编（１９２６—

１９４９）（内部资料），３４４页，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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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轮训过一次。［８］这些骨干在学习邓小平、韦拔群

东兰武篆的土改试点经验后，到东兰、凤山和右江沿

岸的果德、思林、恩隆、奉议 等 县 进 一 步 广 泛 宣 传 群

众，很快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使根据地的建设得

到蓬勃发展。经过学习提高，由于这些干部、党员和

革命骨干大多是本地干部，去做群众工作，更能达到

广泛深入的程度。

４．廉洁奉公，严格遵守和维护各项法纪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处处以身作则，

廉洁奉公，严格遵守纪律，同 时 严 格 要 求 各 级 干 部，

对查实的贪污腐败现象，绝不手软，从而保持了干部

队伍的纯 洁 性，深 受 群 众 拥 护。１９３０年 秋，邓 小 平

了解到，果德县果化区有 位 干 部 侵 吞 军 粮、军 款，把

粮食卖给滇军，还打劫了 红 军 的 物 质 占 为 己 有。经

过核实后，邓小平亲自率领红军战 士 到 果 化 处 决 了

这个变节分子。随着右江土地革命开展后，邓小平

强调要总结群众路线，找出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１９３０年８月底至９月初，邓小平与雷经天

等同志从平马出发，一路 检 查 了 恩 隆、思 林、向 都 等

县土地革命的情况，发现存在许多问题，如果德、恩

隆等县至今尚未分配土地，因为县苏维埃政权多半

操于富农及动摇知识分子之手；思 林 等 县 地 方 苏 维

埃委员利用地位或者保存着其原来私有之土地，或

者分配水田、肥田给自己及自己的朋友亲戚，而将瘦

田、旱田分给 与 贫 农、雇 农，损 害 了 贫 农、雇 农 的 利

益。［８］邓小平对这些问题及时给予了纠正，确保土地

革命深入持久进行。

红七军还制定 和 执 行 了 严 格 的 财 经 纪 律，防 止

贪污浪费，保证供给。《红军纪律歌》是 一 首 在 右 江

革命根据地非常流行的红色歌谣。歌词为：“红军纪

律十分的严明，凡我同志须记牢，这是我红军主要的

生命，关系革命前途非轻。我们都是工农出身，工农

痛苦知道最深，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

得害损。没收地主豪绅的东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

服从指挥上缴给养队，遵 照 规 章 统 一 处 理。无 论 战

时平时与行军，莫把群众利益侵，若要发洋财就是反

革命，严重处分不留情。为要发扬红军的强威，一切

行动要听指挥，上级的命令下级要服从，不论官兵不

得违背。红军到处扎根于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力

量真强大打到敌人怕，中国革命才能成功。”［３］（Ｐ１１７）

邓小平廉洁奉 公、踏 实 严 谨 的 工 作 作 风 得 到 苏

区干部的多次好评。在他的带动下，左右江地区涌

现出一批如韦拔群、雷经 天、张 云 逸、李 明 瑞 等 严 格

遵守党的纪律，善 于 联 系 群 众，关 心 群 众 疾 苦 的 领

导干部。

三、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

群众观的当代价值

（一）始终把是否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

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基本标准

邓小平始终是 站 在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立 场 上，坚

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把 人 民 群 众 的 根 本 利

益为 出 发 点 和 立 足 点 来 制 定 党 的 路 线 方 针 政 策

的。［１０］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中，邓小平首先

是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东兰、凤山两个县进行试点，随

后才研究讨论并制订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 耕 条

例》两个文件，以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名义颁发到右江

根据地各县开展了土地革命。通过试点带动了根据

地土地革命的全面开展，这是邓 小 平 同 志 对 群 众 工

作的开拓和创新。试点避免了政策的盲目性。

邓小平在之后 的 几 十 年 的 领 导 实 践 中，始 终 坚

持毛泽东提出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

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

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 切 要 求。凡 是 违 背 这 两 条 的，

一定行不通，一 定 要 失 败”［１１］（Ｐ３３）的 思 想 观 点，坚 持

从人民利 益 这 个 根 本 标 准 出 发，以“人 民 拥 护 不 拥

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

不答应”作为标准来检验党的领导和作风，稳步制定

政策。对于各级领导机 关 及 其 领 导 者 来 讲，要 制 定

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 必 须 依 靠 群 众，深 入 群 众，

调查研究，坚持走群众 路 线，虚 心 向 群 众 学 习，从 群

众中汲取营养和智慧，［１０］不断地总结和集中人民群

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把人民群众 的 利 益 作 为 制 定 和

执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二）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尊重群众意愿，

把解决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制定 政 策 的 出 发 点，实 事

求是，及时把革命重心转移到群 众 基 础 好 的 右 江 地

区，保证了百色起义的胜利；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

起来，尊重少数民族和人民的意愿，正确选择了土地

革命的方式，按右江地区的实际，将使用土地的方式

分为分耕、共耕和原耕 的 方 式。共 耕 社 仅 是 在 群 众

基础好的乡村进行试点，没有全面铺开；在进行试点

时，也没有强迫执行，既解决了群众最关心的土地问

题，又 调 动 了 群 众 的 革 命 积 极 性。１９８２年７月７

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出席共青 团 三 届 七 中 全 会 代

表的讲话中，强调要从各地农村 的 具 体 条 件 和 群 众

意愿出发，主张使包产 到 户 合 法 化。他 指 出：“生 产

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 怕 要 采 取 这 样 一 个

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 能 够 比 较 容 易 比 较

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

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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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合法起来。”［１２］（Ｐ３２３）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农 村 生

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时，邓小平以睿

智的目光看到了它们旺盛的生命 力，立 即 对 这 一 新

生事物给予了热情支持和高度评 价：“农 村 改 革 中，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 是 乡 镇 企 业 发

展起来了。”［１３］（Ｐ２３８）从而使这种“草根工业”逐渐长成

“参天大树”。邓小平就是这样创造性地运用群众路

线的工作方法，大胆探索，为中国改革开放找到了一

条成功的道路。

（三）养成终身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

在右江革命根 据 地，邓 小 平 始 终 保 持 和 人 民 群

众的联系，关心群众生活，与 群 众 同 甘 共 苦，采 用 人

民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宣传发动 群 众，得 到 了 人 民

群众的信 赖。他 回 忆 说，革 命 战 争 年 代，条 件 相 当

苦，可是要苦大家一样苦，而“为什 么 过 去 很 困 难 的

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 的 问 题 是 我 们 的 干 部、党

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干部

比较 接 近 群 众，所 以 能 够 很 快 渡 过 困 难”。［１４］（Ｐ２１７）他

还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

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

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

解决，任何 困 难 都 能 够 克 服。”［１４］（Ｐ２２８）哪 怕 是 一 时 很

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要我 们 相 信 群 众，走 群 众 路 线，

与其打成一片，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群众是

会谅解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牢固 树 立“群 众 利 益

无小事”的观念，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高度加强领导

干部自身的领导作风、思 想 作 风、学 习 作 风、工 作 作

风和生活作风的建设，特别是要对 照 新 时 期 优 秀 领

导干部的楷模自我认知、自我反省，不断锤炼自己的

品格、提升思想境界，认清 自 己 肩 负 的 职 责 和 使 命，

建立联系群众的规章制度并形成 长 效 机 制，形 成 层

层落实制和行政问责制，确保各级 领 导 干 部 都 能 设

身处地、千方百计为群众 考 虑、为 群 众 着 想，才 能 切

实把群众的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可 能 激 化 的 矛 盾 化

解决在基层，才能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

要求。

在全面建设小 康 社 会 的 今 天，深 刻 领 会 并 贯 彻

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的群众观及其对群众利

益思想的论述，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始终密切联系群

众，正确处理 好 党 与 人 民 群 众 的 关 系，是 新 时 期 必

须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对当前正 在 开 展 的 党 的 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 指 导 意 义。“领 导

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群 众 都 看 在 眼 里、记 在

心上。干部心系 群 众、埋 头 苦 干，群 众 就 会 赞 许 你、

拥护你、追随你；干部不务实事、骄奢淫逸，群众就会

痛恨 你、反 对 你、疏 远 你。”［１５］（Ｐ１３３）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语重心长。作为革命老

区的领导干部，更应该从右江革 命 根 据 地 时 期 邓 小

平的群众思想和实践中吸取营 养，充 分 发 扬 密 切 群

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身”离群众再近些，“心”贴群

众再紧些，真正做到情 为 民 所 系，权 为 民 所 用，利 为

民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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