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文 史 责任编辑：唐镜涵

2023年10月23日 星期一

联系电话：0931—8926234 e—mail:zjj6401@163.com

抗
战
烽
火
中
诞
生
的
期
刊

抗
战
烽
火
中
诞
生
的
期
刊——

——

《《
调
查
研
究

调
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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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

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全党兴起调查研

究之风。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彭

德怀积极响应，出台具体执行的文件，下

发到所属各分局、区；抽调人员组建相关

机构，掀起了社会调查的热潮；出版了期

刊《调查研究》，尽管因日军大“扫荡”而只

出了一期，但是却肩负起时代的使命，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创办的时代背景——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

在延安时期，为从根本上肃清教条主

义、主观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欲推

动在全党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1941年 3
月，毛泽东决定将他早期的农村调查报告

汇编成《农村调查》出版，并于 3月 17日撰

写了序言，着重阐述了调查研究所应采取

的态度和方法，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只有眼睛向下，对群众满腔热忱，拜群众

为师，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再次重申

了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著名观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目的是在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因为调查研究是

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重要途径，是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只有把

调查研究工作落到实处，才能解决好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

题。

1941年 5月 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

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

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

任务。他提议：“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

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

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

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

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

研究。”他认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

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

还提出了一个与“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

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在研读苏联哲学

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

论教程》的批注中，明确地提出了“书斋中

不能发展理论”的观点。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

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明确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

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

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

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

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

内严重地存在着。”号召全党力戒空疏、肤

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要求采取具体办法

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中央还

作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具体

规定了以下办法：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

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

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

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

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

手。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政治研究

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党

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

策之责。毛泽东同时兼任调查研究局和政

治研究室主任。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共中央《决定》

的推动下，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深入贯彻

落实《决定》精神，都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

的专门机构，为中共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

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深入、深刻的调查研

究活动，掀起全党性的调查研究热潮。通

过调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基

本认识，逐步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去分析中国实际，并从中认识到理论与实

际联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主观主义、教条

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促进了党风的转变，

促进了党员世界观的改造，在党内逐渐形

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为在全党

反对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

昆返回延安，北方局工作由八路军副总指

挥彭德怀负责。北方局积极响应中央号

召，开展调查研究工作。1941 年 8 月，北

方局下达《关于执行中央调查研究决定给

各地的指示》，要求区党委立即成立专人

负责的调查研究室，并联合该地司令机

关、政治机关、群众团体及党的机关内各

部门，由各机关的性质确定负责哪一种类

的调查研究工作；制定各种调查表格，责

成有关机关或个人填写，并限定在适当时

期内交回，再由调查研究室汇总。社会调

查在此时成为由各级行政机构执行的一

项重要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调查的

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也为检验由调查而

制定的政策提供了政治实践机会。并且，

“为了纠正当时注重一般的社会调查，而

忽视了与党的现实斗争联系不够的倾向，

并克服对党在华北五年的奋斗经验未能

很好地整理与发扬的不足”，北方局确定

了工作计划大纲，将调查的目的确定为总

结党在华北五年的抗战工作。这样，调查

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就更加突出。

北方局成立了调查研究室，选拔政治

素质过硬、文化水平较高、有着丰富工作

经验的同志充实到研究室。1942年春，调

查研究室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调查研究》，

并将出版发行的时间定于该年的 5月 1日

国际劳动节。

（连载一）

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党校
——安源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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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志强成志强

成县黄渚镇

成县黄渚镇是2004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公布

的全国重点名镇。东邻徽县江洛镇，南与王磨镇接壤，

西与西和县毗邻，北邻徽县麻沿乡。面积 149平方千

米，辖黄渚、贾坝 2个社区居委会和黄渚、茨坝、王庄、

张庄、柏湾、吴湾、赵河、太山、清水、麻石10个建制村，

38个自然村分42个村民小组。镇人民政府驻黄渚村，

距县城35千米。

镇以黄渚关得名。黄渚关，《成县志》载：“在今黄

渚乡政府之西。依山设关，关西为滔滔东河，余三面为

巍峨之高山。”黄渚关地处险关要津，当“秦、陇下徽、成

小道”，控一水而扼群山，俨然水中小块陆地，故名。

明、清置黄渚关巡检司。民国属黑峪乡，1953年属

第七区，1955年改王磨区，1958年属江洛公社，1961年

建黄渚公社，1983年改黄渚乡，1986年改黄渚镇，沿用

至今。

地处西成铅锌矿带腹地，铅锌矿藏丰富，为本省铅

锌矿产工业重镇。铅锌矿产，清咸丰时已有零星开

采。大规模开采发端于 20世纪 70年代，至 1987年，个

体、军、政、其他部门企业群兴。今主要由厂坝铅锌矿

规范开采。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崇山环列，沟壑纵横，水

系发达。东河上游杜家河段从三渡水入境纵贯南北，

支流有三渡水、赵河、冯家河、黑潭沟、小岭沟、庙沟、麻

石沟、清水沟、后沟里、漆家沟、官子沟 11条水系。地

貌以山地林区与沟壑水域为主体，占总土地面积的

90%以上，中部河谷有小块谷地。山地林区气候高寒，

阴湿多雨，平均海拔1700米，境西南白崖山海拔2377.7
米，县境第一高峰，为高山草甸区。中部河谷地带平均

海拔 1079米，气候凉爽湿润，为玉米、油菜等农作物主

产区。地处西成铅锌矿带腹地，铅锌矿藏丰富。全域

年均气温8℃，无霜期180天，日照时数1600小时，降水

量800毫米。

镇内以地形、地貌得名的黄渚、太山、清水沟、麻

石；以姓氏、地貌得名的柏湾、吴湾、赵河；以姓氏村落

得名的王庄、张庄；以植物得名的茨坝。吴湾村三渡水

组，东河上游来自西和、徽县支流在此Y形汇合后进入

县境，成“一水渡三县”奇观。

第一产业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主产小麦、玉

米、油菜、核桃、食用菌。养殖业以饲养牛、羊、猪、鸡为

主。养蜂、种药、采药、竹编为传统副业。“黄渚正鑫魔

芋种植专业合作社”是新型特色农产品龙头企业。第

二产业以铅锌矿产开发业为主，有多处采矿点及厂坝

公司、黄渚选矿厂等矿产加工企业。

青黄路(青河沿—黄渚)东连省道江武路，东通徽

县，西通西和。王黄路(王磨—黄渚)南接支王路(城关

支旗—王磨)。茨坝、清水、麻石、赵河村公路以王黄路

为接点。

境内有黄渚关遗址。明武宗正德间（1506—1521）
因四方乡民采矿形势而设巡检司署，以捕盗诘伪。清

初沿用，初设巡检一员，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裁

缺。清《成县新志》载：“黑谷关，宋绍兴间郡守程俊

置”，黄渚关为黑谷道要津，设置或不晚于黑谷关。

黑谷道遗址，始于今县城东郊，至今黄渚镇后，一

经晒经寺达西和县城；一向东延续，至于今天水市秦州

区。道路大抵沿东河开辟，峰峦叠嶂，流水屈曲。宋代

为秦州、西和至成州重要道路，吴璘曾设隘、障，驻戍卒

于要衢。民国三十五年（1946）后渐废。

（连载八）

师资设置。为保证教学质量，安源党校为学员选派了

优秀师资力量。党校担任教学、组织、管理工作的同志大多

来自“二七”惨案后从湖南、湖北、京津等地陆续调来的党员

干部，以及从苏联学习归国不久的党员干部，他们革命信仰

坚定，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训练，理论水平和实践

能力较强，是中国共产党办党校的骨干。其中有刘少奇、陈

潭秋，以及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汪泽楷，地委组织

部长任岳，新任青年团安源地委书记袁达时，地委委员胡士

廉，安源工人俱乐部游艺股长萧劲光等。

学制设置。首批到党校学习的学员共 60 人，是由安源

党、团地委派来的，从学员实际出发，“就其文化程度之高低，

分为两班授课”，即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的学员是工人

中的党员、团员；高级班在寒假内开课，学员是学生中的党

员、团员。由于党校针对学员的差异分层次进行“特别训

练”，加强了“内部组织训练的教育”，因此使学员“精神遂为

之一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安源党校与团校合办，

所以学员中既有党员和干部，又有青年团员和工会干部。这

一做法和经验，很快被 1925年底创办的湘区党校借鉴。

课程设置。由于当时中共成立才 3年时间，还没有自己

系统的党史，所以授课的教材以由瞿秋白、王伊维所译的《政

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年运动史》等为主。安源党、团

地委还自编了《社会发展史》等教材，由教员刻制蜡版油印

后，装订成册发给学员阅读，每周授课 3次 6小时。1925年 1
月，党的“四大”召开后，为贯彻落实党的“四大”精神，安源党

校一度将学习党的“四大”文件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1925
年 5月，因大部分党校学员每天都要正常上班，加上他们都在

党、团、工会组织中任职，抽不出时间来集中做工，又因为地

委书记汪泽楷等人去醴陵发展党、团组织，而不能按时来校

授课，于是党校决定将两个班缩减为一个班，共 30人。课程

亦进行了缩减，仅讲授《政治经济浅说》等。

办学成绩。安源党校为我党培养了大批人才。党校学

员毕业后，有的去基层担负领导工作，有的调往外地委以重

任，有的派到苏联留学深造。譬如，1925 年 9 月送到苏联留

学的就有曾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的宁迪卿、青年团安源地

委委员胡子厚、地委候补委员左镇南、汤正清、罗寿如等

人。安源党校毕业的大部分学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

土地革命时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的甚至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持续 9 个月的办学中，

安源党校有学员近 90 名，为党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革命骨

干。如曾任安源地委书记的刘昌炎，曾任中共安源地委委

员、安源市总工会委员长的周怀德，曾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的袁德生等，他们都在革命斗争中先后牺牲。

1925 年 9 月 21 日，北洋军阀强令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

乐部，中共安源地委党校被迫停办。

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中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校工

作。”“我们党成立了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

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的创办，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对中

国革命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安源党校是迄今查明的我党创

办的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虽然创办的时间不长，但历史

意义却十分重大和深远，它为我党培养了人才，造就了干

部，增强了党员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尤其是在办学过程中大

胆探索，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创办党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

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连载下·完）

见证中原解放区革命和经济建设的中州币

··珍赏珍赏··

□ 李笙清李笙清

在中国历次革命战争中，为巩固革命政权，稳

定金融秩序，助力苏区（解放区）经济发展，由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各地革命政权都建立了自己的银行

或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在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

命战争和创立、巩固新政权的同时，亦担负起发行

货币、支持根据地或解放区经济发展的任务，为全

国解放后开创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从 1926年 10月的大革命时期，到 1949年 3月

全国解放前夕，仅包括湖北在内的中原地区就相继

建立了黄冈信用合作社、鄂豫皖苏维埃银行、鄂西

农民银行、鄂北农民银行、鄂东南工农银行、豫鄂边

区建设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发行的货币有各种面

值的纸币、铜币、银元和临时股票等，有力地支持了

各级革命政权的金融建设。在这些内容丰富的货

币中，由中州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中州银行币，在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红色金融建设中，虽然属于

较晚的一种，但对于中原地区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州农民银行成立

1947年下半年，正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

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在各解放区革命武装的英勇

战斗下，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到战略进攻阶段，由刘

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主力，与

陈赓、谢富治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及陈毅、粟

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三路大军驰骋中原，经过顽

强作战，开辟了地跨河南、安徽、湖北、江苏、陕西五

省，拥有4500多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

中州农民银行伍圆劵

三路大军转战中原地区，面临伪法币及土杂币

充斥、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等诸多经济困难，尤其是

货币市场的混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障碍。当

时的解放区货币市场主要有三类货币，占据市场最

大份额的法币，恶性膨胀极为严重，1937年抗战全

面爆发前，100法币可以买两头大黄牛，到了 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时，100法币只能买一条鱼，而到

了1948年只能买几粒大米，等同于废纸，严重损害

到人民利益。要解决这一问题，迅速夺取经济战场

上的主动权，及时成立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银

行，成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

1948年 1月 25日，为驱除和肃清法币，夺取经

济战场的主动权，保护解放区物资，扶植生产，繁

荣经济，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州农民银行，

作出了《中原局关于发行中州农民银行钞票的决

定》，规定中州币为中原局所属各区域统一的本位

币，并做好中州币的印制准备工作。4月间，中原

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豫皖边区行政公署

以军政首长的名义发布布告，将已定的方针政策

公诸于世。

1948年 8月 23日，中州农民银行正式成立，之

前因中原各解放区没有真正连在一起，面对特殊的

革命形势，各地的银行分支机构先于总行之前建

立。当时率先建立的是5月1日成立的安徽界首支

行，总行则是在各地有了一定数量的支行的基础上

才成立的。中州农民银行总行初设于豫西的平顶

山市宝丰县商酒务镇的赵官营村，当时的宝丰是中

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亦是中原解放区的政治、军

事、金融中心。

中州农民银行总行总经理由原华北解放区冀

南银行副行长陈希愈担任。中州农民银行发行货

币，主要是以中原解放区的公粮公款、税收和公营

事业的财产作为发行保证，其流通地域包括河南

境内的陇海路以南、湖北境内的长江以北、安徽津

浦路以西等广大地区，为这些地区的本位币。银

行的业务除了发行货币，还承办吸收储蓄存款、办

理汇兑、发放农工商贷款、代表民主政府管理金融

等业务。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州农民银行总行

行址有过数次迁移。1948年 11月 12日，中州农民

银行迁至河南禹县，25日又迁至河南郑州。1949
年5月迁至湖北武汉。其分支机构遍布豫陕鄂、豫

皖苏、皖西、豫鄂、江汉、桐柏、陕南等地区。

（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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