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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创建之初，由于有关

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缺乏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觉悟的干部，以及敌对势力和旧势力对干

部的拉拢和收买，出现了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的现象和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为了整

治这些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淮南抗日根据地注意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与监督和制约机制，积极推进

干部教育，切实开展各项反腐倡廉工作。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党风廉政建设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

验启示：一是廉政制度建设、廉政教育建设和反腐败行动应一体开展；二是党的领导是做好党风廉

政建设的根本保证；三是常抓不懈和及时检查是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的根本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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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性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既是中国
共产党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艰

苦战斗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

政的标志和勇于自我革命、深入践行党风廉政建

设主张的光辉舞台，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全国执政

和搞好自身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淮南抗日根

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

之一，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期间为中共
中央中原局所在地，１９４３年１月至１９４５年２月

期间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创建之后滋生了一定程度的

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我们党对此并没有视而不

见或听之任之，而是从制度、教育和行动等方面

采取有力举措加以整治。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党

风廉政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

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

革命的具体表现，对其历史背景、有关举措和经

验启示进行探究和总结，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的历史背景

　　 淮南抗日根据地由皖东抗日根据地发展

而来，以津浦铁路为界，分为路西和路东两块抗

日根据地，其中路东抗日根据地有部分区域位

于江苏。经过新四军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的艰

苦奋战，１９４０年１月，皖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形

成，并成立皖东军政委员会和受其领导的津浦

路西省委、津浦路东省委（１９４１年５月改为路

西区、路东区党委）。随着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的逐步建立，１９４０年４月，路西、路东抗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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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别成立定凤滁三县联防办事处（同年８月
改为路西联防办事处）和路东联防办事处

（１９４２年１月改为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并
相应成立联防司令部。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

军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分别改编为第四旅和第

五旅，并与由江北游击纵队改编的第六旅一起

整编为新四军第二师。１９４３年２月，撤销皖东
军政委员会，成立淮南区党委，路西区、路东区

党委也改为路西、路东地委；同时，撤销路西联

防办事处和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新的

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下辖路西、路东分区专

员公署，并相应成立军分区。

全国性抗战时期，我们党在淮南抗日根据

地不仅要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

艰苦斗争，而且要与内部出现的贪污浪费现象

与腐化堕落现象现象和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宗

派主义作风进行坚决斗争。

１．贪污浪费现象
１９４３年５月，淮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在新

浦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淮南党内浪费和贪污

的现象，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次会议不

仅指出，对路西抗日根据地贪污浪费问题的揭

露“只能说是百分之零点几，路西这种浪费贪

污的材料是相当多的”，而且揭发了“二师锄奸

部极大的浪费现象”［１］２８－２９。此后不久，路西地

委副书记黄岩在路西地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

出，“路西党内过去和现在存在着严重的不良

现象”［２］２３９，县以上的机关干部存在严重的浪费

现象和个别的贪污分子，区以下的干部存在严

重打埋伏或贪污现象，比如某保长贪污小麦１９
担；某乡长打埋伏小麦５０担；某区借口游击环
境，有数万元支出没有根据；有些地方的乡级干

部不贪污营私者很少很少；还有些领导干部不

按照规定乱批乱报，敷衍了事；有些单位要么没

有预算，要么“严重超预算”［２］２４２。

２．腐化堕落现象
曾长期担任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郑位三

在１９４３年３月写给淮南区党委的信中指出，淮
南抗日根据地党内有些干部为了享乐或改善个

人生活，把经营合作社和商业作为赚钱手段，没

有原则地做生意赚钱，违背政府法令从事违禁

品的出口与进口，并妨碍抗日商人的利益，与抗

日商人争利，这种以享乐或改善个人生活为目的

的赚钱行为损害了部队、群众的利益，“使党的干

部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２］２１６－２１７。同年

５月，淮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在新浦高级干部
会议上指出，某联防司令部的个别领导干部在

生活上可以说是标准的腐化分子，假如拿旧军

阀生活来比，他是旧军阀生活中最坏的一个，因

为其“腐化生活是公开的，这种腐化生活不仅

表现在吃、穿和用上面，而且表现在他对女同志

的关系上，都是非常不正确的”［２］２５。

３．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宗派主义作风
路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初，在乡、保等基层

政权的工作中就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几

乎侵蚀了全部的行政部门，革命的任务常以不

正当手段来完成，如扩军中的强迫、命令、收买

与保甲的摊派等”［３］８９。路西抗日根据地部分

干部则对工作不尽责任，只讲享受，只讲舒服，

在生活上攀比，企图个人穿得漂亮、吃得漂亮、

住得漂亮，躲避或害怕艰苦困难的生活，还“以

功臣自居，向组织上要求特殊待遇”［２］２４０。在皖

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某联防司令部的个别领

导干部在工作上采取十足的官僚主义，完全脱

离部队，不仅与战士和下面干部是分离的，对下

面的实际情形根本不了解，而且根本就没有到

过下面去，即使偶尔到下面去也是为了敲竹杠、

刮地皮。同时，从个人利益出发，利用小恩小惠

拉拢干部，打击正派干部，并且不尊重、不服从

甚至仇视和反对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其所领导

的下级部门也“向县委、县政府闹独立”［１］２３－２４。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

的有关制度和教育举措

　　淮南抗日根据地出现的腐败现象和不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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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当时的路线政策相背

离，对其抗战工作和执政基础也造成了负面影

响。鉴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从制度和教育两方面采取有力举措加

以切实整治。

１．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加强对干部权力的
约束

鉴于有关制度不健全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

因，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以加强

对干部权力的约束。

其一，建立健全财政监管制度。防止财政

上的贪污浪费是路东联防办事处建立健全财政

监管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路东联防办事处成

立后，统一财政收支，确立预算决算制度，建立

由税务局、粮食局、货物检查处、总金库、会计

局、审计局等机构组成的收入、支出、保管和审

核四大系统，其中由总金库与各县分金库组成

的保管系统是财政监管的中心环节，因为一切

经费收入都必须上缴金库，一切经费支出都要

经过支付系统开具预算书送财经委审核批准，

收到支付命令，才能到金库领款。支用以后需

按月造报计算书送审计机关审查才准核销，这

样既可以使经费支出有计划性，使负责者能合

理地去支配财政，避免浪费与舞弊，也可以“使

整个地区的财政收支有个统筹统支，便于支配

与检查，又可杜绝贪污”［２］１９１。由于之前财政监

管制度不健全导致粮食浪费很多和税检工作亦

未能杜绝贪污之风，路西联防办事处不仅实行

统筹统支，建立并落实金库制度和预算决算制

度，而且建立午收和保管制度，征收公粮由办事

处统一核秤，以免出现大斗进小斗出等问题，并

设立粮食站，派专员负责保管粮食，一切粮食的

保管和支付手续不再经过保长，“各部门支取

粮食均由粮食站统一负责”［３］２０２－２０３。

同时，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健全财政监管

机构，完善财政监管体制。早在１９４０年７月，
路东联防办事处便成立了财政监管机构———财

政经济委员会，所监管的机构包括税务局、粮食

局、货物检查处、经济建设局、总金库、会计局、

审计局等［２］２４３－２４４。到了１９４２年１月，路东联防
办事处改为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财政经济

委员会被撤销，成立财政处，负责粮食、货检、审

核和会计等工作，另设有审计处和淮南银行，其

中总金库隶属于淮南银行［４］４１９－４２０。路西联防

办事处则成立了财政经济处和货物检查总局。

为了加强各县委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和监

管，１９４３年７月，淮南区党委不仅要求各县行
政部门的党团要定期检查和讨论财粮科的工

作，吸收财粮科科长列席党团会议，听取他们的

工作意见，而且要求各县委下面增设财政经济

委员会，由各县的货检处处长、贸易局主任、财

粮科科长、金库主任和组织部干事５人组成，每
月开会１次，开会时县委书记必须参加，以便于
县委掌握财经政策、检查督促各财经部门的有

关工作［２］２５０－２５１。

其二，实行供给制和津贴制。为了实行节

流和杜绝中饱私囊，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路

东联防办事处一方面实行供给制，规定公务人

员所需的伙食、制服、毛毯由公家平均供给；另

一方面废除薪金制而实行津贴制，规定县长每

月津贴６元、区长每月津贴５元、乡长每月津贴
４元［３］７２。路西抗日根据地也实行供给制和津

贴制，“每人每天三钱油、四钱盐、五分钱菜金，

每月发一斤肉钱津贴，棉衣两至三年一

套”［３］３５３。新四军二师则在１９４４年７月按照新
四军的供给制度并结合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实际

情况制定了新的供给制度草案，该草案明确了

新四军二师有关人员的伙食费、马干费、办公

费、擦枪费、津贴费、负伤费、保健费、抚恤金、残

废金、年老优待金、服装供给、物质待遇，以及各

级工人待遇、妇女和小孩养育待遇、二师各级有

关组织或单位的杂支费，并对退伍人员的待遇、

与党外各界人士交往的馈赠、临时费请领的审

批权限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２］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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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制定有关法律法规。贯彻反腐倡廉

原则的法律法规无疑是约束干部权力、整治腐

败现象和不良作风的利器。１９４１年２月，根据
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有关政策与《陕甘宁边区抗

战时期施政纲领》，并结合路东抗日根据地的

具体情况，路东联防办事处制定了《抗战时期

施政纲领》。这是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第一

部宪法性法律文件，该文件明确规定在政治上

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并调整各级行政机

构，使其合乎抗日民主的要求；在财政上“厉行

有效之开源节流办法，建立廉洁之财政系统，严

格执行预算决算之审计制度”［３］１１２－１１３。路西联

防办事处虽然没有制定宪法性法律文件，但在

１９４２年５月给路西联防参议会作的工作报告
中明确把“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

污，禁止任何人假公济私、敲诈勒索，破坏抗日

民主政府法令之行为”［３］１９８作为其施政方针。

针对有些干部招待客饭频繁且耗费颇多，淮南

抗日根据地有些机关专门制定招待客饭的法

规，以防止有些干部浪费或无故损耗公款。例

如，路西抗日根据地第二税检局发现各分局、分

所客饭频多，耗费公款，违反上级节约之原则，

于是在１９４２年１２月规定税务局派人到各分局、
所工作必须有局长或主任的介绍信，分局派人必

须有分局主任或会计的介绍信，分所到分局报

销，只留一餐。解款时，距十五里以下者，不留客

饭；十五里以上者，可留一餐；干部之家属、朋友，

除在敌友区者，一概不招待；如有特殊原因需要

招待，则必须经过分局主任批准后方可招待。如

违背以上规定擅自招待，“概不准报销”［５］６２。

２．建立健全监督与制约机制，加强对干部
权力的监控

干部权力的廉洁运行离不开有力的监督与

制约机制。为了有效监控干部权力，防止有些

干部以权谋私，淮南抗日根据地从多个方面建

立健全监督与制约机制。

首先，建立健全民主选举制、集体领导制和

例会制。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初，县以下基

层政权没有进行民主化改造，所以导致腐败现

象和不良作风滋生。之后，淮南抗日根据地开

展乡选运动，对基层政权进行民主化改造，从而

使各级政府都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各级

政府的首长和行政委员会均由民主选举产生，

其中保长三个月改选一次，区长、乡长半年改选

一次，县长一年改选一次，可以连选连任，“干

得不好老百姓也可以罢免他，这么一来做官的

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敢压迫民众，不敢贪污

了”［３］８５。同时，各级政府都建立了集体领导

制，设有民主选举产生的行政委员会，县长、区

长、乡长只是行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切施政

方针与工作计划都经委员会讨论通过，县长、区

长、乡长要少数服从多数，这样既可以集思广

益，又可以防止独断专行之弊。各级党组织、群

众团体同样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各级党委和各

级党团、群众团体的委员会不仅负责一切重要

问题的解决，如工作任务的提出和布置、工作的

检查和总结、干部的调动、指示下级工作等都须

经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以委员会或整个机关的

名义发号施令，以避免工作中的迷失方向和独

断专行，而且逐步建立起例会制，以讨论工作任

务的提出和布置，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提拔、培

养和教育干部等。此外，各级政府也建立了例

会制［３］１２０－１２１。

其次，建立健全各级民意机关监督机制。

鉴于没有民意机关监督的首长制度，容易产生

“命令强迫作风”和“腐化贪污”［６］的现象，淮南

抗日根据地在形成之初便积极组织成立各级民

意机关，并设有驻会委员会；经过乡选运动后，

各乡成立人民代表会，路西抗日根据地还制定

了《津浦路西乡选暂行条例》以健全乡人民代

表会监督机制。各级参议会和乡人民代表会均

为该级行政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不仅由其选

举该级政府的行政委员会和行政首长，而且有

权罢免政府官员，有权制定、修改或撤销政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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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有权决定施政方针，并督促政府执行其决议

等，从而可以监控各级政府干部的权力［３］８６。作

为乡的最高权力机关，乡人民代表会具有选举

和罢免乡行政委员会委员、讨论和决定本乡一

切工作计划和兴革事宜、督促和检查乡行政委

员会工作、讨论和执行上级政府布置的工作任

务以及发布的指示和命令等诸多职权［３］２０７－２０８。

乡人民代表会监督乡政府的有关工作，可以有效

防止乡政府干部滋生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

再次，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淮南抗日

根据地注重建立以新闻报刊和人民群众为监督

主体的社会监督机制，积极发挥新闻报刊和人

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报刊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民

众的言论机关，是集体宣传和组织活动的阵地。

因此，淮南抗日根据地创办了不少新闻报刊，主

要有《新民主报》、《路西行政》、《新路东》

（１９４４年４月改为《淮南日报》）、《路东大众》、
《路东通讯》、《路东党刊》（１９４３年４月与《建
军月刊》合并改为《淮南党刊》）等。这些新闻

报刊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为了舆论监督的阵地，

不仅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报告、会议内容、

方针政策等进行了报道，而且对淮南抗日根据

地所存在的工作问题、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等

进行了揭示。比如，作为津浦路东省委的机关

刊物，《路东党刊》在１９４１年第４期报道了路东
抗日根据地在征收救国公粮、敌后关税制度、财

经工作干部对其工作的认识和态度等方面所存

在的问题；作为淮南区党委的机关刊物，《淮南

党刊》在１９４３年８月揭示了路东地方武装存在
党政军关系和军民关系不密切，太平享乐观点

相当严重，贪污腐化、吃喝嫖赌等堕落现象亦甚

普遍，“乱打资敌、乱没收、乱打人”等诸多问

题［７］。人民群众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

淮南抗日根据地不仅把人民群众作为新政权的

基石，而且组织人民群众“督促政府每一个成

员”［３］２０６，并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来保障人民群众

监督干部、检举干部的权利。路东联防办事处

制定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人民群

众有言论、出版、集会、通信的自由，并建立便利

人民群众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检举告发任

何工作人员罪行之自由”［３］１１１－１１２。《津浦路西

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也规定人民群众享有平等

的民主权利，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除司法

机关和公安机关执行公务外，其他一切机关、团

体均不能逮捕、审问、处罚人民群众，“人民利

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

员非法行为之权”［３］２０９－２１０。

３．积极推进干部教育，培养有文化有思想
政治觉悟的干部

鉴于缺乏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觉悟的干部是

淮南抗日根据地出现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的重

要原因，淮南抗日根据地积极通过不同途径推

进干部教育，以培养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觉悟的

干部。其中，召开会议既是淮南抗日根据地传

达上级指示和决议、布置和检查有关工作、交流

和总结工作经验的重要方式，也是其对干部进

行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１９４１
年３月，津浦路东省委书记刘顺元在津浦路东
省委扩大会议上不仅分析了皖南事变发生后国

内政治局势、阶级斗争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

战形势，明确了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任务，而

且要求路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都必须增强工作

的组织性，在传达和布置工作任务时上级领导

机关不可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分任务时不应

简单地下命令，检查工作时尽可能到下边去检

查，“既须克服官僚主义，又须严防事务主

义”［３］１２２－１２３。１９４４年３月，新四军副军长兼二
师师长张云逸在新四军二师供给会议上用具体

的数据指出，有些部队人员在思想上对贪污浪

费的实质和严重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号召

所有的部队人员“不但要反对贪污，而且决不

该浪费，要与那种任意浪费的恶劣现象作斗

争”［２］３４３－３４４。淮南抗日根据地各乡政府主要通

过定期的会议制度来教育和培训村干部［８］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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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专门、系统、成规模地培养有文化有思

想政治觉悟的干部，淮南抗日根据地还创办了

各类干部学校和干部培训班。１９４０年１０月，
路东联防办事处创办淮南联中，后与路西联中

合并，设有中学班、师范班、政治班和预备班。

１９４５年春，淮南区党委改淮南联中为淮南公
学，淮南联中和淮南公学学员所学内容既有语

文、数学、地理等文化知识，也有《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等思想理论著作，每学期还请

校长、副校长讲爱国主义、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同时，还开展军事训练、劳动锻炼，组织学生

实行民主自治和参加社会活动［９］５６１。１９４１年春
天，津浦路东省委创办了淮南行政学院，学员中

大部分是各县的青年知识分子，少部分是路西

联中的学生，所学内容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新民主主义论》等，教育学员要形成坚定

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工

作中要深入群众、当群众的勤务员、接受群众的

监督［９］５５０－５５１。截止到１９４１年１月，路东联防办
事处创办了３期行政干部培训班和地方武装干
部培训班，学员分别有２００多人和３００多人；同
时，还创办了会计培训班、财政人员培训班和师

资培训班，多采取读现行抗战书报与最先进理

论书的形式［３］７６。到１９４２年２月，路东地区创
办了党训班、军训班、行政干训班、农训班、青训

班、文教班等多个干部培训班，共有学员４６２１
人［３］１７６。此外，淮南抗日根据地还创办了抗大

第八分校、二师卫生学校、半塔军政干部子弟学

校等干部学校。从这些干部学校和干部培训班

学习的内容可以看出，干部学校和干部培训班的

开办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淮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

干部的业务水平、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而

且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有思想政治觉悟的干部。

淮南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新闻报刊既是舆论

监督的阵地，也是向各级干部宣传党的思想理

论和方针政策、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有关决议和

党风廉政主张的重要平台，特别是路东、路西和

淮南区的党政机关报，可以对各级干部起到很

好的教育作用。比如，创刊于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
的《路西行政》，是路西联防办事处的机关刊

物，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加强财政观念》一文指

出，路西地区的有些干部不仅对于财政经济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财经工作是肮脏的事，而

且对于物力资源不加爱护，虚靡浪费，因而教育

路西地区的干部要高度重视财政经济工作，

“提高财经观念，健全财经制度”［５］５１－５２。

　　三、淮南抗日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

的具体行动

　　面对出现的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淮南抗
日根据地不仅加强制度建设和推进干部教育，

而且严格查处和惩治有关腐败人员，切实开展

生产运动、节约运动、民主作风建设和整风运动，

从而有效地治理了各种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

１．严格查处和惩治有关腐败人员
在路东联防办事处成立之初，对于发现的

贪污腐败案件，路东联防办事处“都及时给以

惩处，有的执行了枪决”［３］７２。１９４１年 ９月至
１９４２年５月，路西联防参议会部分参议员是不
明大义贪污腐化的动摇分子，有背叛民主政权

的无耻行为，因此受到政府法律上的制裁，如林

增寿被判处极刑［３］１９８。１９４２年３月和４月，路
西抗日根据地第一税检局召开了以反贪污为中

心的首次干部会议，决定抽查税务分局、税务所

的账款收报和票证情况，从而查出征收员武某

某的贪污行为［５］５３－５４。在开展整风运动之后，

淮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加大了惩治腐败人员的

力度，强调对于犯有贪污浪费行为或者无视有

关财政监管制度的任何一个干部不能有任何的

仁慈，都“要给以严格的纪律制裁”［８］１９３。１９４３
年９月，路东抗日根据地六合县移居乡乡长贪
污受贿淮南币１２０元，在经过淮南区行政公署
批准和公审大会公审后对其执行枪决［１０］。

１９４４年３月，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在新四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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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供给会议上指出，凡是贪污浪费与教育不改

者，必须立即处置，“管钱的人犯贪污浪费违反

政策，应该执行严格的纪律”［２］３４８－３４９。

２．开展生产运动和节约运动
为了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培养干部热

爱劳动、艰苦奋斗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纠

正干部中存在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与

贪污行为”［２］２２４，淮南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便发

起了群众的生产运动，以鼓励和发动群众参加

农业生产，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则

是无偿参加群众的农业生产活动，帮助群众割

稻子、割麦子等［２］１８４。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进

一步培养部队人员的劳动精神、艰苦奋斗精神

和提高部队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淮南抗日根

据地还发起了部队的生产运动。新四军二师政

治部主任萧望东在１９４４年８月总结部队的生
产运动时指出，三年来的生产运动不仅教育了

干部和战士，使其部分懂得生产知识，增强阶级

意识，而且使那种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和那

种脱离生产很久的基层指战员体验到“劳动创

造世界”“工农是世界主人”“群众的生产知识

是丰富的”等真理［２］４１７－４１８。这说明部队的生产

运动有效改造了部队人员的思想政治意识，帮

助其构筑了拒腐防变的思想政治防线。

在开展生产运动的同时，淮南抗日根据地

还积极开展节约运动。１９４０年８月，新四军第
四支队、津浦路西省委在为粉碎日伪“扫荡”的

动员大纲中明确要求党政军工作人员，要开展

节约竞赛，发动广泛热烈的节约运动，做到不浪

费一片纸、一根火柴，一件东西当两件用，并把

“厉行节约运动”作为宣传口号的内容之一［１１］。

由于１９４３年路东抗日根据地灾荒严重，路东分
区专员公署和军分区号召政府机关和部队节约

粮食和资金以救灾［２］２４５。部队开展的生产运动

虽然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使部队克服了经济困

难，改善了部队人员的生活，强化了部队人员的

劳动观念，实际地加强了部队的阶级教育，纠正

了过去做生意赚钱图利与违反政府法令的现

象，但是也存在对上级打埋伏、生产产品分配不

当导致生产产品严重浪费的情况［２］３３１－３３２。淮

南抗日根据地军区政治部在１９４４年２月决定
在不妨碍整训作战的前提下，把开源与节流统

一起来，不仅明确了每个部队人员的生产任务，

如每人全年的菜蔬完全自给、每人全年自给草

鞋两双等，而且规定了具体的节约任务，主要包

括棉衣棉背心穿两年、百分之百收齐冬衣、不损

坏一床被毯、子弹袋和干粮袋用两期、发动全体

指战员爱惜公物、适当号召戒烟运动、切实节省民

力、尽量发动全体指战员自运粮草等［２］３３３－３３４，并在

同年５月制定了生产节约、公私兼顾的实施计
划，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节约公款公物的人

员进行奖励。

３．开展民主作风建设和整风运动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

防止官僚主义、建设民主的工作作风是其必然

要求。为了杜绝官僚主义、建设好民主的工作

作风，路东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废除一切官僚作

风和衙门手续，人民有事接洽，可以直接去见区

长、乡长，不需要通报或者递门包，并废除文牍

主义和状纸制度，有事需要办理、打官司、告状

等写封信来就可以，对于群众的信件随到随办，

且县长、区长必须经常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或

调解纠纷，不收半分讼费；另一方面切实培养干

部为民服务的民主精神，使干部认识到各级干

部是人民公仆，必须有民众观念，尊重民众，态

度和蔼，办事公道，爱护民众，对于没有民众观

念、压迫民众的干部，一经发现，便一定给予惩

处、纠正［３］８８。路西抗日根据地则要求干部在日

常工作中要雷厉风行、敏捷迅速、严肃认真、实

事求是、埋头苦干，反对松懈麻痹、只说不做、华

而不实，并要求有切实的计划、深入的督促检

查，以杜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培养和践

行民主、实干的工作作风［４］４２６。

淮南抗日根据地从１９４２年８月就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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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不仅宣传了党的整风政策和精神，而

且提高了干部对主观主义的危害的认识，使干

部初步形成了调查研究、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

不过，这次整风运动只持续到年底，运动开展得

不够深入，没有充分联系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实

际情况，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

作风仍然存在［８］２６９－２７０。到了１９４３年５月，华中

局和淮南区党委根据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

况，召开新浦高级干部会议，开始了第二次整风

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宗派主义等突出的不良作风入手，从领

导机关开始，自上而下地开展，通过学习《郑政

委关于淮南党内不良倾向的信》《新浦会议总

结》《反自由主义》《毛主席整顿三风报告》《改

造我们的学习》等，促使各级干部深刻认识整

风的精神、要求和意义，推动各级干部在思想上

和工作上自我反省和自我检讨［８］２８５－２８６。比如，

在新浦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新四军四旅召开

党代表大会，检查了过去党内存在着的享乐主

义倾向；路东分区专员公署一方面召开地方武

装干部会议，另一方面派出巡视团直接帮助各

县整风，打击了享乐主义的倾向和地主资产阶

级的剥削思想。路西分区专员公署也召开了各

级干部会议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开展了反

享乐主义倾向的运动。抗大第八分校既检查了

贪污浪费的行为，也揭发了隐藏在党内五年多

来的奸细分子。根据地领导干部方毅、李世农

等则深入到农村调查研究，揭发了数年来在领

导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８］２６９－２７０。各级

干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较为彻底地反省和检讨

了自己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问题，在自我反省

和检讨的材料中，贪污腐化、享乐主义等问题的

材料占３７％，思想动摇、思想上开小差、不安心

工作的材料占５５％［８］３０１。通过持续深入的整风

运动，淮南抗日根据地较好地整治了其存在的

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也明显提高了各级干部

的思想政治觉悟。

　　四、结语

　　淮南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一系列党风廉政

建设活动，各种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得到明显

整治。当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淮南抗日根

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举措在落实上也并非

没有问题，但是淮南抗日根据地并没有因噎废

食，而是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持续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１９４３年９月，淮南区党委书记

谭震林指出，新浦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淮南抗

日根据地有些部门在整风运动上有了很好的成

绩，但还存在没有深刻联系实际、不能普遍对准

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等倾向的问题，一些县、财

经机关、政权机关中整风学习尚未开始，因此要

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各县委按照新浦高级干部会

议的精神切实推进整风运动，对各种不正确的

倾向“立即予以纠正”［８］２７３。总之，淮南抗日根

据地在党风廉政建设上虽然面临诸多困难和不

利条件，但是仍然采取有力举措持续整治各种

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逐步净化了淮南抗日根

据地政权，使淮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赢得了人

民群众的支持，为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政权和

搞好抗战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一，廉政制度建设、廉政教育建设和反腐

败行动应一体开展。腐败和不良作风的整治是

一项系统性、艰巨性工程，必须从制度、教育、行

动等多个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才能遏制与

防止腐败和不良作风。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创建

之初便有意识对廉政制度建设、廉政教育建设

和反腐败行动一体开展。比如，路东联防办事

处在成立之初不仅推动收支的统一，建立预算

决算制度和金库制度，制定惩治贪腐的有关法

律，明确有关部门和部队的经费开支数目，而且

开办行政干部、会计干部、财政干部培训班，切

实推进干部廉政教育和业务教育，同时本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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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原则废除薪金制而实行津贴制，对所发现

的贪污行为及时严肃地惩处［３］７２。整风运动开

始后，淮南抗日根据地既健全财政监管体制、部

队供给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又进一步开展干

部教育，努力提高党政军各级干部的文化水平

和思想政治觉悟，还严格查处贪腐人员，大力开

展整风运动、生产运动、节约运动等反腐倡廉行

动。可以说，淮南抗日根据地对廉政制度建设、

廉政教育建设和反腐败行动的一体开展，有效

地整治了各种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

其二，党的领导是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根

本保证。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

地，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创建之初便已意识到党

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举措注意

防范和治理腐败、不良作风。不过，由于淮南抗

日根据地在创建之初主要忙于对日本侵略者和

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斗争，所以在党风廉政

建设上稍显薄弱，没有全面深入地开展。随着

淮南抗日根据地成立统一的党委即淮南区党

委，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党风廉政建设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在淮南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淮南

抗日根据地深入开展生产运动、节约运动、整风

运动和民主作风建设，从各级党政机关到各级

部队都在切实揭示和整治自身所出现的腐败现

象和不良作风，并对所发现的涉腐人员进行严

厉惩处。这充分表明了党的坚强领导是做好党

风廉政建设的根本保证。

其三，常抓不懈和及时检查是党风廉政建

设取得实效的根本举措。腐败和不良作风是阶

级社会和国家政权产生以来难以根除的社会顽

疾，稍不加以严格治理便会明显滋长起来。即

便进行了严格的治理，如果不把严格治理腐败

和不良作风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那么腐败

和不良作风就很容易死灰复燃。所以，对于腐

败和不良作风的严格治理必须常抓不懈，并及

时检查实际的落实情况。淮南抗日根据地很重

视党风廉政建设，但是创建之初的军事斗争影

响了其党风廉政建设的推进，从而导致腐败现

象和不良作风较快滋长。淮南区党委成立之

后，从制度、教育、行动等方面对腐败现象和不

良作风加强治理，并通过召开专门会议、派遣干

部、组织巡视团和调研组等方式，来检查党风廉

政建设的落实情况，解决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７月，新四军二师专门成立了调研组，

对来安支队的供给工作进行了调查，发现来安

支队的财务开支权、伙食开支权集中在少数几

个干部手里，而有关干部不认真对待新的供给

制度，对制度的内容和要求不了解、不关心，乱

发乱卖公物，变卖节余粮食，拿公款做生意，随

便批条子，集体贪污，虚报人数，搞假账，涂改或

焚烧账目，浪费各种物资［１２］８３。因此，新四军二

师要求今后的供给工作要走群众路线，要把思

想政治教育与制度教育、政策教育相结合，进一

步健全供给机构和供给制度，加强对供给干部

的教育和培训，对于违反有关制度的人员一定

要追根究底适当处理［１２］８７。淮南抗日根据地在

党风廉政建设上的有关实践，很好地说明了唯

有常抓不懈和及时检查，党风廉政建设才能深

入扎实地推进并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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