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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群众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 是党克

敌致胜的有力武器,也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苏区时

期, 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立足当时实际, 扎实有效地

开展宣传群众工作, 从而广泛地唤醒了人民群众的

革命觉悟, 充分激发了劳苦大众的革命热情, 为建立

和巩固红色政权、粉碎敌人的多次 /围剿0筑起了道

道坚固的 /铜墙铁壁0, 并在党的宣传史上留下了宝

贵的经验。当前, 我们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发展

正处于关键时期, 党要带领全国人民顺利实现跨世

纪的宏伟目标, 同样要求认真做好宣传群众的工

作。

苏区时期, 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暴动向红

色区域割据的转移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宣传

群众工作的自觉性、系统性、经常性日渐突出, 具体

表现为:

) ) )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为指导, 把宣

传群众列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

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 党的六大会议指

出: /党要实现自己的一切任务, 最重要的条件是能

获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 形成伟大的

斗争的力量。0 ¹并强调,党要取得这种伟大的斗争的

力量, /不能用命令或强迫的方式使群众为党的口号

斗争, 只有动员自己的全体党员, 以正确的策略领导

群众, 以宣传工作说服群众, 争取更广大群众到自己

的政治影响之下, 使自己的口号成为群众斗争的目

标。0 º这就是从斗争策略的高度规定了宣传群众是

苏区时期宣传工作的重心 , 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各级

工作人员的一项基本工作。

党在斗争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

大作用,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正如毛泽

东同志在 /二苏0大会上所指出: /因为革命战争是群

众的战争, 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只有依靠群

众才能进行战争0、/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

众,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

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0
»
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 党和苏维埃政府

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 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

际工作中, 都非常重视宣传群众工作。在思想上, 深

刻批评了忽视宣传群众工作的种种错误倾向, 主要

有以为 /宣传只是 -说白话. , -做文章. 是一般文把

子、老先生的事情0 ¼的务虚论, 以为组织重于宣传或

先组织训练而后宣传的先后论等, 从而牢牢树立起

宣传群众的工作意识。在实际工作中, 各级工作人员

和广大红军战士也总是以宣传群众作为各项工作的

切入点, 时时处处不忘宣传群众、鼓动群众。在进军

途中, 红军每到一处, 都印发布告、传单、标语, 向群

众宣传革命道理; 在党政军内的各种会议中, 经常研

究和讨论宣传群众工作的方法、形式等问题; 每逢重

大节日, 必抓住有利时机, 开展一系列为群众喜闻乐

见的大型宣传活动,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总是深入

基层, 利用各种宣传媒体 , 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

式, 启发群众觉悟, 提高群众思想素质, 切实把宣传

群众工作落到实处。

) ) ) 本着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原则, 认真落实

宣传群众工作机制

在苏区, 党规定: /宣传工作必须成为每个党员

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的工作。0 ½并指出: /要使党

的宣传能扩大深入群众, 必须每个党员, 乃至每个赤

色工会会员, 都能切实负宣传工作责任, 反对党内流

行的以为宣传工作是擅长文字与理论的一部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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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专责之错误见解。0 ¾
从而要求宣传群众工作

做到人人参与、齐抓共管。本着这个原则, 苏区党政

军群组织中都建立了专职的宣传机构, 配备了宣传

人员, 明确了工作职责, 制定了工作制度, 以确保宣

传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

当时, 在党的系统内设置了宣传委员会、党报委

员会等机构。宣传委员会负责制订宣传工作计划、政

策, 指导、考核所属地区的宣传工作。党报委员会负

责整个苏区的报刊宣传工作。同时, 各级支部都配备

了宣传干事, 规定 /支部的宣传干事应切实执行支部

会议关于宣传工作之决议, 注意每个同志宣传工作

的成绩。0 ¿坚持党管群众宣传的原则, 认真做好广

泛、深入的宣传群众工作。在苏维埃政府系统中建立

了社会教育局或科、艺术局或科等机构, 配备了社会

教育干事。其职责主要是组织实施党的宣传群众工

作计划, 搞好群众性的社会宣传。如发展工农剧社、

组建区乡俱乐部等等。在工农红军系统中组建了宣

传队, 其建制要求 /以支部为单位, 军队纵队直属队

均各成一单位, 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 队长队副各一

人, 宣传员十六人。0 À
其主要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

取广大群众。在群众中广泛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群团

宣传组织, 如工农俱乐部、工农夜校、工农剧社、读报

小组、问字所、宣传队、演讲队、粉笔队等。并强调/群

众组织的宣传工作, 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更要注

重群众本身实际问题,引导群众认识党的主张。0 Á
这

些宣传组织, 为保证宣传群众工作的深入、持久开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通过作出宣传工作决议、制

订宣传工作细则、颁布宣传工作大纲等形式, 建立了

分工负责、召开联席会议、督查、考核等制度, 对宣传

群众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如规定/支部会议中

须就群众中每一问题, 讨论决定支部的宣传工作方

针, 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 考核其工作成绩而指示其

应当如何改进之点。0Â规定有关宣传组织/每个月要

作一个月的宣传工作计划0、/每半月发政治通信一

期0、/遇有纪念日和运动事件时, 要于十五日以前,

发宣传大纲给各级文委会, 各级文委会事前应召集

各级政府和各级团体的宣传工作人员联席会议; 讨

论宣传的原则和方法, 事后并要开宣传委员会, 检阅

工作,找取经验分析影响。0�lv 甚至对一些宣传栏、墙

报、板报的长与宽、离地面的高度、字的体形都作了

详细的规定。正是这些制度的实施, 保证了宣传群众

的工作与苏区实际的紧密结合, 不走过场, 落到实

处, 取得实效。

) ) ) 高扬民权革命的政治旋律, 以政治宣传统

率宣传群众工作大局

苏区时期, 革命性质仍是民权革命, 其主要任务

是 /争取革命群众, 准备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胜利

的武装暴动。0 �lw另外, 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提高

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当时苏区群众有 90%

是文盲,且封建传统思想、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这样,

在宣传群众工作中, 高扬民权革命政治旋律, 唤醒群

众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党和苏维埃政府也正是以此为核心, 来统率苏区时

期的整个宣传群众工作。一是深刻批评把政治宣传

口号混同为鼓动口号、降低政治宣传口号以迁就群

众等非政治宣传的错误倾向, 树立政治宣传意识。因

此, 在苏区的街头巷尾的墙上、各种会议报告中, 随

处可见政治宣传的内容; 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工

作人员无论在工作或生活中, 总是时时处处不忘做

好群众的政治宣传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二是

印制和散发各种政治性文件、宣言及布告, 大力宣传

党领导的革命主张和开展工作的政策、方针。以公告

等形式的政治宣传, 为广大群众了解党的性质与宗

旨及革命的主张起了很大的作用。三是出版系列政

治理论书籍, 培育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些书籍、

读物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众学习理

论知识的需求, 并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学习, 使广大

群众在思想上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四是注意把

政治宣传具体化和实际化, 为群众认同与接受。按照

这一要求, 苏区各级工作人员把政治宣传同实际工

作结合起来, 善于抓住群众最切身、最迫切的实际问

题进行鼓动,以激发群众的革命斗志。

) ) ) 倡导大众化的宣传工作方法和形式, 务求

宣传群众工作广泛而深入

宣传、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革命战争、建

立和巩固红色政权, 这是苏区宣传群众工作的根本

目的。这就要求宣传群众工作必须做到广泛而又深

入。为此, 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 /一切宣传工作, 仍

应尽可能的群众化。0 �lx
依据这个工作思路, 苏区宣

传群众工作的内容贴近群众生活实际, 语言文字通

俗易懂, 宣传方式生动活动, 群众乐于接受和参与,

形成了一套大众化的宣传工作经验。

在宣传工作的方法上, 一是坚持从关心群众生

活着手,带着感情去做宣传工作。广大党员干部非常

重视在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过程中, 阐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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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 体现党的主张, 启发群众觉悟。如流传至今

的 /红井水0、/红军桥0等苏区故事, 就是苏区干部与

群众同甘共苦, 以办实事来感化群众, 使群众深深体

会到 /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0的真实写照。二

是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 结合中心工作开展宣

传。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或中心工作, 从不同角度体

现了党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因此, /党的正确的

政治口号, 亦只有能利用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而加

以阐明解释, 才能为群众所认识拥护。0 �ly 贯彻这个

工作方针, 党和苏维埃政府紧密配合党的各项中心

工作, 印发了5红五月宣传大纲6、5选举细则6、5冬耕

运动大纲6、5查田运动指南6、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布告, 第二十六号 ) ) ) 为发行 300万经

济建设公债6等文件、宣言和布告, 开展了各项专题

宣传活动, 为扩红运动、选举运动、查田运动、节省运

动的蓬勃开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三是区分不

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依据居住

地域、行为等实际情况, 群众被区分为白区群众与红

色区域群众、城市贫民与郊区农民、农民、工人与小

商贩、白区逃亡工人与红色区域工人等不同类型的

宣传对象。根据对象的不同,苏区各级工作人员利用

不同的时机、采取不同的方式、辅以不同的内容, 开

展有针对性的宣传, 从而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了不

同阶层、不同行业的劳苦大众。

在宣传工作的形式上, 主要是利用戏剧、歌谣、

游艺等形式, 组建剧团、俱乐部, 开展巡回演出及群

众性的文艺活动, 寓革命道理于大众文艺之中, 以启

发群众的觉悟; 利用演讲、报告会、示威游行、巡呼等

形式, 组建演讲团, 召开群众大会, 遇重大事件组织

群众游行和学生巡呼, 大张旗鼓地演讲党的政治主

张, 以激发群众的革命斗志; 利用标语、传单、墙报、

宣传栏、画报等形式, 组建粉笔队等组织, 印发宣传

大纲、政治通讯、宣传要点, 进行广泛宣传, 以鼓动群

众; 利用党报、书刊等形式和建立读报小组、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农民夜校等组织, 组织群众进行学习,

以树立群众的共产主义信念; 利用河道 (竹片)宣传、

邮政宣传等形式, 对白区群众进行宣传, 不断扩展宣

传面。

总结、重温苏区时期宣传群众工作的实践经验,

对于我们做好当前及今后的宣传工作具有深刻的启

示。一是必须以宣传群众为各项工作的切入点,把宣

传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不可否认, 当前存

在的干部作风粗暴、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不

理解、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 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群

众的宣传工作所致。改善干群关系, 坚持以宣传群众

为各项工作的切入点, 切实把宣传群众的工作抓好

做实。二是必须树立大宣传意识, 凝聚共同做好宣传

群众工作的合力。当前,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及有些部

门中, 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为宣传工作只是职

能部门、少数知识分子或/文把子0的事的错误观念,

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轻视宣传工作, 把宣传工作当作

临时性、突击性的工作, 搞走过场, 趋于应付。要切实

改变这种做法, 就必须发扬苏区时期人人参与、齐抓

共管的宣传工作优良传统, 落实大宣传工作机制, 做

到人人有责任、个个有压力, 形成社会合力。三是必

须保持宣传工作的政治本色, 扎实做好理论武装工

作。现在有些宣传工作者、一些党员干部, 认为群众

文化素质低, 讲大道理是 /对牛弹琴0, 怕麻烦, 存在

畏难情绪, 干脆放弃对农民群众进行邓小平理论、社

会主义理论等方面的政治宣传与教育, 导致了农民

群众理想、信仰发生动摇等问题。消除这些观念, 加

强农民群众的政治宣传与政治教育, 就要求我们发

扬苏区高扬政治旋律的优良传统, 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宣传为核心来统率宣传工作全局, 使广大群众牢

牢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四

是必须走大众化的宣传工作之路, 不断提高宣传群

众工作效果。正视宣传工作现状, 我们不难发现仍还

存在着有些宣传机构形同虚设、宣传内容抽象、宣传

方式单调、宣传效果欠佳等问题。要改进宣传工作方

法, 丰富宣传工作形式, 提高宣传工作效果, 就必须

继续走苏区大众化的宣传工作之路, 切实做到宣传

内容、方法、形式上的大众化, 为群众认同参与。这些

仅是从宏观的宣传原则、思路上来说的, 至于微观上

的宣传技术方面, 苏区时期宣传群众工作的实践经

验更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注:

¹ º ¼½ ¾¿ Á Â �lx�ly见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

第 5卷第 252- 272页; »见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

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 À见5中国共产党红

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6; �lv 见 5中央革

命根据地史料选编6下册第 545页; �lw见5中共江西

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关于宣传工作决定案6;

(作者: 钟家伟系中共瑞金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 梁寿华系中共瑞金市委宣传部理论

科长 邮编: 342500 责任编辑:刘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