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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郑位三同志谈鄂豫皖苏区
·

历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倪 忠 文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
,

湖北地方史调查组对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同志进行了访间
。

当

时位老是我们访问的重点对象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位老在黄安家乡领导和发动农民

运动
,

进行反土豪劣绅的斗争
。

大革命失败后
,

位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

担任黄安县委书

记
。

黄麻起义遭受挫折后
,

位老积极参加了领导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 斗 争
。

位老是了解和熟悉鄂豫皖苏区斗争历史的重要领导之一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 O 年二月
,

位老在北京和武汉先后给我们调查组作了七次长

谈
。

今天回忆位老的谈话
,

对于我们研究和编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有重要价 值 的
,

位老七次谈话中关于鄂豫皖苏区历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是
:

一
、

关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
,

为什么湖北的五
、

六十个县中
,

只有十多个县创立

了红军与苏区
,

其原因何在? 位老说
,

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大家交谈过
,

但是没有得出适当的

道理
。

至于很多同志所说
,

我们那里农民苦
,

受地主压迫厉害
。

位老认为
,

这不是个主要原

因
。

如果这是个主要原因
,

安徽六安那个地方很富
,

为什么能搞起革命来
,

湖北黄麻地区群

众生活与穷的地方比较起来并不很苦
,

但革命却搞起来了
。

其实
,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发动了

农民
。

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
,

要发动农民非要共产党不可
。

但还要有条件
,

那就是革命

知识分子多
,

农民就容易发动
,

知识分子在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

位老在阐明这个问题时
,

说到
,

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是分上
、

下两层势力
,

从秦始皇

起
,

县以上是上层势力
,

由中央派县长
,

县里的财政要上报
,

县的武装也要受上面指挥
; 县

以下直接受封建地主统治
,

是地主直接掌握的势力
。

下面乡公所
、

区公所等等
,

不管是什么

名义
.

实质上受地方势力支配着
,

封建势力既有上
、

下两层
,

革命就要有两层的作法
。

大革

命时
,

北伐军到武汉
,

中共中央到武汉
,

中央临时政府也在武汉
,

武汉成了临时首都
。

湖北

五
、

六十个县的县长都是革命政府委派的
,

上层势力我们接管了
,

上层封建势力搞倒了
,

六

十多个县是一样的
,

但后来创造红军
、

苏区的只有十多个县
.

其余四十多个县就没有 创 立
.

显然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下层的不同
,

而不在上层
。

下层有能创造红军
,

有不能创造红 军 的
。

能创造红军的主要一条
,

在于这个地 区革命知识分子较多
。

红安是如此
,

阳新
、

大冶也是如

此
。

有了这个条件
,

红军才能创造得成
。

这是什么道理 ? 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

家庭
,

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
,

就把地主富农家庭分化了
,

这一分化对地主不利
,

地主 孤 立
,

容易打倒
。

假若一个村有二十家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
,

十家地主子弟参加 了革命
,

就把地主

家庭分成了两类
,

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和没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
。

这一分化
,

地主的秘密都

暴露了
。

农民看到很多地主子弟参加革命
,

胆子就大些
、

勇敢些
。

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愈多
,

剩下的地主就愈孤立
,

农民就愈胆大
,

这样革命就迅速得很
。

这是十多县有红军
,

其他四十

多县没有红军的主要原因
。



二
、

关于柴山堡时期
。

位老认为鄂豫皖苏区的柴山堡时期跟中央苏区的发展情况有些不

同
。

位老说
,

毛主席
、

朱总司令上井冈山
,

在毛主席的材料里说有四千人
:

总司令带三千多
,

毛主席带九百多
。

毛主席带的九百多由三部分人组成
:

一部分是武汉警卫团的队 伍
,

其 中
,

一部分是湖北省政府的
,

一部分是武汉政府的
。

这完全是我们共产党掌握的
,

罗荣桓同志就是

这里面的人
,

董老作省政府委员
。

九百人中的另一部分是工人纠察队
,

武汉的
、

湖南的都有
。

总司令带的三千多人是 由两部分人组成
:

一部分是南昌起义剩下来的人
; 一部分是湖南南部

农民自卫军
。

井冈山这个地方是毛主席选择的
,

以后总司令
、

彭德怀同志也去了
,

在江西全

省打游击
,

影响很大
,

`

农民容易参加
,

他们化的本钱大
,

是采取大革命的方式发展起 来 的
,

能够作战
。

鄂豫皖的情况就不同了
,

我们到柴山堡时
,

只有十多条枪
,

不能到处游击
。

我们

主要靠黄麻两县农民积极分子
,

这些人先是跑反
,

到了柴山堡后
,

大家都要求参加军队
,

有

一千多人
,

但是没有枪
,

以后慢慢地才有了枪
。

这些人都是对敌斗争 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
。

位老认为
,

比起中央苏区
,

柴 山堡时期有一长一弱
, 弱点就是不能打大游击

,

广泛地发

动群众
; 长处就是以后组织了四

、

五千骨千积极分子
,

这些同志成分好
,

土生土长
,

熟悉当

地情况
,

到柴山堡后
,

才扩大游击
,

学习 中央红军的方式
,

有了这一批人
,

然后部队才发展

起来
,

这跟中央苏区的发展情况有些不同
。

三
、

关于鄂豫皖苏区党组织的创建和党的领导作用
。

位老提出了三个要点
:

( 1) 党的创

建
,

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
; (2) 党的建设

,

由不健全到健全
, ( 3) 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

,

与

今天也不同
。

位老强调说
,

红军
、

苏区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与今天不 同
,

用今天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

来解释那时就错了
。

那时党员少
,

又幼稚
,

懂不到什么东西
。

位老说
,

他当时就是这样
,

比现

在青年差得远
。

当时也没有党的正规生活
,

没有什么指示发到下面来
,

负责同志商量 一 下
,

说干就千
。

群众也不知道我们党内的情况
,

不知道那个负县委的责
。

今天是全面正规的领导
,

有一套
,

所 以不能用今天党的组织纪律观念了解那时党的领导
。

关于当时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
。

位老说
,

中央的政策
、

号召起大作用
,

谁都以此为根据
,

所有参加革命 的群众都信仰党中央的政策
、

号召
,

认为照那样做就好
。

群众提意见也是根据

党中央的政策
。

当时具体策略
、

具体计划
、

具体指示是很少有的
;
党员干部不懂

,

群众也不

懂
,

遇事只要党内外几个人临时商量 了就干
。

领导上没有什么策略指示
,

这种商量是党内外

合作的
,

例如打民团
,

应不应该打
,

如何打 ? 只要几个党内外负责同志商量好了
,

就去办
。

关于党初创时的干部状况
。

位老说
,

那时千部都是入党个把月
,

几个月
,

至多是一
、

两

年的
。

就是入党一
、

两年的也看不到什么文件
,

开过多少会
,

也看不到什么书
,

因为当时中

国翻译马列主义的书少得很
,

因此懂不了好多东西
,

经验少
,

党内同志在政策知识上与党外

群众也高明不了多少
。

位老说
,

虽然当时党内没有正规生活
,

可是却生动活泼
,

完全为了斗争需要过党的生活
,

没有斗争需要就不开党的大会
。

位老指出
,

对建党的过程要树立这样一个观点
,

这即是党员也好
,

群众也好
,

都是革命

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

这是中国党的基本特点
。

中国党是在斗争 中建设 的
。

究竟什么是党的建

设和党员的锻炼呢 ? 位老认为主要有两条
:

一条要一年一年
,

一步一步地逐渐提高觉悟
;
二

条是联系群众
。

最主要的是这两条
。

基层党组织和支部的质量高低
,

党的组织广泛不 广 泛
,

各县
、

各乡是不是有空白地方
,

完全取决于群众斗争
。

四
、

关于红军开辟地方工作的问题
。

位老说
,

土地革命时期
,

中国农民革命除少 数 外
,



大多是军队扶持起来的
,

因为农民分散
,

不容易组织起来
,

要武装力量来扶持
。

红军所到之

地
,

如无仗打
,

就做群众工作
,

作宣传
,

打土豪
,

这样搞了几天就有地方青年参加红军
。

只

要在一个地方多游击几次
,

参加红军的人就多了
,

红军的家属就革起命来
。

把红军派回去作

干部
,

就建立起游击队
,

发展党
,

便开辟了工作
。

这是军队开辟工作的大体过程
。

江西
、

福

建很多地区都是这样开辟出来的
,

鄂豫皖地 区也是如此
。

关于军队开辟地方工作的条件
。

位老认为湖北比江西
、

福建好
,

可惜湖北错过了 时 间
。

民国十六年年底
,

国共分家后
,

反动派当权
,

湖北革命势力受镇压
,

遭杀头
,

革命人 民跑反
,

如果那时湖北有象江西那样大的红军
,

很多人不必跑反
,

都跟着革命
,

起来跟反动派干
。

但

湖北各地起义比湘赣边秋收起义晚了一些
,

而且开始红军的力量小
,

条件不够
,

不能这样做
,

假若红军大些
,

民国十七年游击一下
,

有把握发展万把质量好 的红军
,

如黄冈党员数量是很

多的
,

却四散
「

跑反
,

只是没有红军去
,

本县又没有红军
;
若红军经常二

、

三个月去游击 一 回
,

这些同志都会到队伍 中来
。

当时党员找红军找不到
,

红军找他们容易
。

有民国十六年的革命

基础
,

民国十七年红军假若在湖北游击一趟
,

发展至少有一万人
,

那时发展万把人的的力量

就很可观 了
。

位老还认为
,

黄麻起义在主观上也错过了点时间
,

搞迟了几个月
,

若早些出来游 击
,

作

用也要大些
。

这些经验应当好好总结
,

文件上是找不到的
。

但鄂豫皖边区的作法在当时也并不

错
,

因为力量小
,

枪太少
。

黄麻当时搞四个 区
: 七里区

、

紫 云区
、

顺河区
、

乘马区
。

这些地

区搞得好
,

把所有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

反动派不是打死就是逃跑
,

一个人夜里走路没有问

题
。

这是集中一点的搞法
,

苏区只有一小块
,

不是大面积的搞法
,

不象江西头一两年游击几

十个县
。

关于中国红军的发展
,

苏区的扩大的问题
,

位老认为是采用 了三种主要方式
:
第一是红

军作战的胜利结果
,

把几十万人口的地区变为红区
,

这种作用最大 , 第二是红军起工作队的

作用 ;
第三是边区工作的开展

,

苏区向外扩大
,

波
1

浪式的发展
。

第一种是红军打仗
,

第二种

是红军作工作队
,

第三种是作边界工作
,

一层一层 向外推
。

位老指出
,

第一种是主要的
,

第

三种效果小得多
。

五
、

关于鄂豫皖苏区
“

左
”

倾错误的表现
。

位老谈时指出
,

关于
“

左
”

倾错误
,

尽读文件
,

是不容易搞清楚的
,

要多采访
,

要靠老同志谈
。

位老认为鄂豫皖苏区
“

左
”

倾错误的表现有五

个方面
:

( 1) 放弃统一战线
,

毛主席说的讲团结又讲斗争
,

统一战线对象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

富农
,

当时我们假若不
“

左
”

倾
,

可以使民族资本家采取中立态度
,

那革命就便利多了
,

红军
、

苏区的物质条年就好多了
。

当时红军不宜太大
,

大了养不活
,

没有工业品
。

开始几千人还好
,

后

来发展成几万人就麻烦了
,

麻就麻烦在工业品的供应成问题
。

几万红军该需要多少东西 ! 能

从那里筹集呢 ? 农村只出粮食
,

没有工业品
,

而掌握工业品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
,

要使他们

政治态度中立
,

这才能与他们打交道
,

搞到东西
。

(2 ) 是战略战术
“

左
”

了
,

打败仗多
,

军事路线也
“

左
”

了
。

(3 ) 革命形势估计错了
,

低潮估计成高潮
。

(4 ) 没领导好抗 日
,

当时说 日本占满州是为了进攻苏联
,

中央 口号是反日
,

武装拥护苏

联
,

为什么不提反日保卫中国呢 ?

(5 ) 肃反
,

党内生活也
“

左
”

了
。

六
、

关于鄂豫皖反四次
“

围剿
”

的间题
。

位老说
,

鄂豫皖的反四次
“
围剿

” ,

事实是暂时失



败了
,

红四方面军长征
,

敌人占了大部分地区
,

现在回头来总结一下历史
,

鄂豫皖反四次
“

围

剿
”

是不是能胜利 ? 位老认为
,

不犯错误反四次
“

围剿
”

可能胜利
,

也可能不胜
,

只是不犯错误

受的损失可能小一些
。

要有这两个说法才好
。

位老谈时提出
,

当时在许多错误中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

是最大的一条
。

位老认为
,

第二个错误就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对于形势有
“

左
”

倾盲目的估计
,

因而对严

重的
“

围剿
”

没有足够的准备
。

他说
,

这个斗争当时是全国空前的大斗争
,

没有准备
,

怎么不

遭失败呢 ? 这次
“

围剿
” ,

蒋介石亲 自在武汉做总司令
,

调了几十万兵力
,

比中央苏区前三次
“

围

剿
”

的兵力规模更大
。

对这个斗争
,

领导机关是忽视的
,

如张国蠢认为敌人的七个主力师
,

中

央苏区可以搞掉它两个
,

鄂豫皖搞掉两个也不成问题
,

剩下三个师
“

围剿
”

还算什么 ? 沈泽民

认为现在中国主要是打帝国主义
,

我们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
,

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不是主力
,

已成偏师了
。

毛主席写文章还用过这儿提的
“

偏师
”

字眼
。 “

左
”

倾盲动主义者尽想好 的
,

不想

坏的
,

对战争没有准备
,

怎么不失败呢 ? 位老还说
,

这是鄂豫皖苏区反四次
“

围 剿
”

的 大 间

题
。

七
、

关于红四方面军长征后
,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两年
。

位老说
,

红二十五

军在鄂豫皖斗争的两年
,

真是艰苦斗争
,

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把主力带走五分之四
,

红二十五军

是留下的五分之一
,

力量大大减弱
。

反
“

围剿
”

失败
,

使原来苏区二百九十万人口缩到不满七

十万
。

四方面军过京汉铁路不几天功夫
,

就只剩下大山和山区地方
,

交通便利的地方敌人占

了
,

物质条件困难
,

以前是大后方作战
,

这时候是小后方作战
,

蛮困难的局面
。

位老谈时指出
,

当时省委领导在三个战略间题上
,

只有一个自始至终是正确的
,

其他两

个没有正确地解决
。

正确的是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
。

至于坚持多久才长征
,

解决得不正确
。

白区作战和苏区作战配合
,

这个问题解决得也不正确
。

至于这两个错了的
,

是怎样转过来的

呢 ? 位老说
,

经过了一段时间
,

省委觉得要长征
,
不长征更削弱了

,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

在

实践中才摸索出来
。

苏 白区轮流作战问题
,

这个问题花了一年功夫才解决
,

徐海东有 功 劳
,

主要是他摸出来的
。

位老谈时还指出
,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坚持斗争时
,

另一个重大错误是继续肃反扩大化

的错误
,

虽然没有红四方面军那样严重
,

但仍有错误
。

肃反扩大化错误给红二十五军起了很

大的坏影响
,

但红二十五军确实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

消灭了大量敌人
,

了不起 ! 主 力 小
,

地方小
,

敌人长期包围
,

群众没有饭吃
,

红二十五军坚持两年的成绩很大
。

位老认为成绩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 1) 为全国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战略部队
,

起了很大的战略作用
。

(2 ) 没有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两年的作战
,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就困难
,

就不能培养出大

批游击队
,

没有红二十五军的艰苦斗争
,

子弹
、

武器从那里来 ? 红二十五军作战
,

夺了敌人

的子弹
、

武器
,

从而培养了和武装了游击队
。

(3 ) 红二十五军给敌人很大打击
,

长江一仗消灭了张学 良一整师
,
盘家河一仗消灭了马

回子一个旅
,

副旅长抓了几个
,

给敌人很大打击
。

八
、

关于红二十八军的三年游击战争
。

位老说
,

鄂豫皖长征两次
,

红二十五军是第二次

长征
,

搞了两年才长征
,

留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是红二十八军
。

环境比其他苏区都坏
,

其

他苏区一次长征
,

大队伍走了
,

所 以敌人也只有小力量清乡
,

鄂豫皖二次长征
,

敌人留的队

伍也多
。

位老说
,

三年游击战争物质条件更苦
,

红二十五军在时就靠打粮过 日子
,

红二十八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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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都没有力量了
,

变得这样苦! 小后方不能存在
,

因敌人力量太大
,

只能把病号
、

小的
、

老

的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里
,

群众普遍饿肚子
,

没有粮食
,

饿死了好多人
。

红二十八军不能做

交通
.

敌人力量太强
,

是单纯游击战争的局面
。

位老谈时指出
,

红二十八军从斗争中摸索 出来的政策非常好
,

叫四位一体的政策
,

即 ( 1 )

游击战争
。

(2) 昼伏夜动
,

群众夜里斗争
,

白天生产
,

这适合敌强我弱
,

又适合群众既斗争

又生产的要求
。

( 3) 两面政策
,

与抗战一样
,

红二十八军游击时
,

国民党的乡公所
、

区公所

要粮要捐税
,

红二十八军找几个老实农民应付一下
,

多少缴一点
,

把一些人当两面派
。

遇到

国民党来是
“

好百姓
” ,

红军走后就对国民党说
: “

红军来过
,

我们要送信给你们
,

但红军不准

许
” ,

就应付过去了
。

( 4) 统一战线
,

开明绅士到乡
、

区公所说话
,

说是红军做的事
,

不与老

百姓相干
。

位老强调说
,

因为是四位一体的政策
,

所 以工作作得好
,

得到了好多胜利
。

位老谈时还指出
,

红二十八军游击队作战能力特别强
,

表现在一个排
、

班单独作战能力

强
。

关于红二十八军四位一体政策和作战能力强的原因
,

位老认为有三个方面
:

(1 ) 红二十

五军帮助了两年
; ( 2) 红四方面军留下的老战士多 , (3 ) 有提拔勇敢斗争的农民当干部的干

部政策
。

位老谈时却也指出
,

红二十八军也有大错误
,

重要一条便是继续搞肃反扩大化
,

再

就是造成高敬亭的军阀主义恶果这样两条
。

关于三年游击战争是怎么样斗争的问题
,

位老认为
,

那是最艰苦的斗争
。

位老说
,

抗美

援朝虽然艰苦
,

但是多数人参加
,

后面有胜利的大国撑腰
; 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

,

人 数 少
,

后面一点东西也没得
,

完全失败
,

一起死掉容易得很
。

三年的时间不算长
,

苦 日子确实不好

过
。

三年游击战争我们是劣势
,

要解决这个 间题
,

斗争既要坚强
,

又要巧妙
。

也就是说
,

既

要有坚强的精神
,

但做法上却又要巧妙
。

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
,

都具有此特点
,

所以成绩很

大
。

对敌斗争坚强是主要的
,

但只有坚强
,

没有巧妙就难以坚持
,

难以发展
,

结果是壮烈牺

牲
,

虽然敌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

自己还是牺牲了
。

只有加巧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

不牺牲
,

才能发展
。

三年游击战争是人人坚强
,

大红军不及他们
。

除政治坚强外
,

还有军事坚强
。

位老谈时指出
,

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有三大特长
:

第一
,

有几十个县的便衣队活动
,

又

是武装斗争又是群众工作
,

规模大
;
第二

,

游击队主力部队战斗力强
,

打仗象老红军 一 样
;

第三
,

开辟 白区的工作量大
。

位老认为
,

红二十八军的力量是两个拳头
:

一个是便衣队
; 一

个是红二十八军大游击队
,

这也就是当时的组织系统
,

一般党政军民的分法
,

这 一 套 不 适

用
。

红二十八军是游击队的主力
,

战斗力很强
。

关于红二十八军的战斗力
,

位老介绍说
,

部队常常以一个排一个班打狙击战
,

占了个好

地形就可坚持
,

天亮打到天黑
,

敌人不敢攻
,

有时敌人是个把旅人不敢攻
,

这样的事有好几

回
。

为什么呢 ? 我们一排人有好几挺轻机枪
,

子弹多
,

打起机枪来
,

敌人不知道 有 多 少 力

量
,

所以那时部队能单独行动
,

指挥人强
,

排长
、

副排长都会指挥
,

能单独作战
。

部 队在外

面游击十多二十天不在乎
。

部队中很多是老战士老干部
,

两三人 占一个山头便能独立地打起

来
,

所以有坚强的战斗力
。

再就是那时候碉堡多得很
,

没有炮是不好办的
,

但红二十八军打

下很多碉堡
,

不光是民团的
,

也打了国民党的
,

就是靠勇敢
,

化装成 国民党军队
,

大着胆子

直进去
。

进了碉堡把电话机一掌握
,

械一缴
,

就占领了
。

就是这个法子打下的不在少数
。

豫

南多水围子
,

四方面军
、

二十五军打得不多
,

要炮打
,

怕耽误时间
,

到二十八军打时不费力
,

用石头层棉絮用线一包
,

加煤油掷过去
,

水围子附近的茅屋便烧 了起来
,

烧着一个便打下一

个
,

有一天打下四十六个
,

大红军要用好多炮才打得下来
,

这些战役都说明战斗力强
。

关于三年游击战争党的领导间题
,

位老说
,

这时党的领导的特点是 (下转第 5 6页 )



型经济关系 ,
多年来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下
,

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新型道德

关系
、

艺术关系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建立
。

所有这些新型社会关系虽然在文化大革 命中

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但三中全会以后都有恢复私发展
。

总而言之
,

这两方面的情况从正面

说明了在实践上实现新型社会关系代替旧的社会关系有利用的可能条件
。

十二大报告本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直接现实性的精神
,

不仅从必要方面特别引了

列宁的论述
,

强调做好
“

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
”

工作有重要意义
.

而且还根据我国实际可能条件满怀信心地指出
: “

依靠长期的革命传统
,

依靠这方面已经奠定

的基础
,

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
。 ”

综上四方面分析
,

说明十二大报告提出的
“

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 型 社

会关系
”

任务
,

既遵循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的有关理论观点
,

又结合了我 国 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关系理论在中国今天的具体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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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 页 ) 得不到中央和上级的指示
,

一切靠自己
。

他初见高敬亭的时候
,

代高向

中央写封信
,

内有这样一句话
: “

心问口
,

口问心
,

自相商量
” ,

高敬亭很欣赏这句话
。

当时确

也是这样的情况
,

独立工作
,

自己出政策
,

找方向
。

九
、

关于鄂豫皖苏区历史的特点
。

位老认为
,

首先的特点是大革命的影响
,

位老说
,

特

别是黄
、

麻地区得到大革命的好处很多
,

考第一名
,

没有大革命的好处
,

鄂豫皖苏区是搞不

起来的
。

第二个特点是组织力量强
,

从上到下组织起来
,

作用很大
。

第三个特点是鄂豫皖处

战略要地
,

是敌人统治的核心地
。

位老强调指出
,

鄂豫皖最吃亏的是
:

( 1) 肃反扩大化错误厉害
; ( 2) 领导方面没有出杰

出的人物
。

但是
,

鄂豫皖有特殊光荣的东西
,

较之其他几个苏区有它特别光彩的东西
。

位老

说
,

军队中的老干部
,

全国算鄂豫皖最多
。

由于部队里大胆提拔工农干部
,

鄂豫皖在长征的

时候
,

有很多工农干部是军长
、

军政治委员
。

徐海东就是这样的干部提拔起来的
。

位老还指出
,

鄂豫皖地区始终没有断过党的武装
,

从大革命前夜直到解放战争胜利
,

没

有断过红军老底子
。

再就是斗争规模之大
,

仅次于中央苏区
。

位老认为还有一个特点
,

这即

是鄂豫皖苏区群众发动得好
,

斗争坚决
。

位老说
,

徐向前同志曾说过
,

全国很多老根据地他

都走过
,

但是群众最好的要算鄂豫皖
,

几十年一直坚持斗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