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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邓小
平曾在江西中央苏区担任
过近两年的县委书记。他
是怎么做的呢？

临危受命敢担当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
临危受命，先后担任瑞金县
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
记。尽管已有着丰富的革
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
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
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
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
貌是死气沉沉”。

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
李添富“左”倾错误思想严
重，致使大量革命同志含
冤牺牲。因此一到瑞金，邓
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
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
份组成调查组，一区一乡地
深入调查；另一方面制定切
实措施以稳定事态。

正是这种雷厉风行的
行事风格，使邓小平迅速
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
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

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解决土地问题，是关

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
事。然而，在当时的苏区
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
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
甚至有人提出了小孩子不
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

“小孩子吃的也不少呀，因
此也应该分地。”他以乡为
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
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
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
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

在会昌，邓小平重新部
署了分田运动，各区乡重新
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分
田委员会，调动广大贫苦农
民参与分田斗争的积极性，
发挥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的
作用，并强调将分田运动的
重点放在新区、边区。

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
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搞好
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
军打胜仗；另一方面和干
部一道，大力组织劳动互
助，建立耕田队、犁牛合作
社、劳动互助队等组织；同
时积极开办工业，发展商
业贸易，恢复和发展了纸、
烟叶、农具、药材、钨矿、石
灰等土特产品的生产，开
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

厂、硝盐厂等。在商业贸
易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保
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
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
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
动，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
封锁线，保证苏区和白区
间的商贸交易。

坚持实事求是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
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
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但
他并沒有附和追随，而是坚
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1933 年初春，邓小平
在会昌基层察访时，被告知
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朱秀
歧“妄想叛变通敌”。保卫
局也前来报告说：“朱秀歧
带枪逃跑，保卫局已派人把
他抓回来”。但是即便如
此，邓小平依然强调先调查
后再做处理。为此，他亲自
到朱秀歧的家乡调查，结果
发现是子虚乌有的事。

邓小平不仅明察，有
时也会暗访。据原苏区会
昌县筠门岭区儿童局长朱
仲友回忆，邓小平曾有一
次装扮成小商贩暗访儿童
团，结果因未被识出而被

押往区政府。

“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

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
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
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
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
耕田、插秧、收割等。在劳
动时，他们通常将写有“共
产主义礼拜六”“实行优待
红军条例”的旗子插在田
埂上，一边劳动一边唱着：

“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
六，帮助烈军属，多做半天
工。”通过开展活动，一方
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
难，同时也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

1972 年秋天，邓小平
因“文革”的冲击下放江
西时来到瑞金县，瑞金的
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
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
令邓小平感动不已。他没
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击
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
着他。一声深情的“邓书
记”，既是邓小平工作方式
和态度风格在人民群众心
中的回响，也是对邓小平
担任县委书记时期施政成
效的赞许和肯定。杨东

邓小平怎样当县委书记
1952 年 12 月底，皮定均奉

命率领志愿军第二十四军进入
上甘岭地区，担负起东起牙沈
里、西至栗木洞约 30 公里的阵
地防御任务。为了坚持持久作
战，皮定均亲自带领干部战士
挖坑道，他对坑道的质量要求
特别严格，不仅要能防敌人的
飞机大炮，还要能守能攻。他
经常到前沿阵地检查指导，在
他的带动下，各级指挥员都坚守
在前沿阵地和战士们打成一片。

当时的敌军武器优越，后勤
保障充足，因此常常在阵地前对
我军耀武扬威，并常派小股部队
出击骚扰。皮定均提出“积极小
打，主动歼敌，积小胜为大胜”，运
用“零敲牛皮糖”战术，打击敌人。

部队根据皮定均的要求，广
泛训练神枪手、神炮手和狙击
队、突击队，发挥我军近战、夜
战、孤胆作战的特长。这种战术
十分有效，有的连队在一个月
内，就打死敌人 500 多名，第三
一四团神枪手张桃芳一人就打
死敌人 200 多名，荣获“战斗英
雄”的光荣称号。各营、连组织
的突击小分队在开展冷枪冷炮
的头 5 个月共出击 150 余次，予
敌以重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
焰，大长了我军士气，得到了志
愿军总部的表彰和推广。潘磊

皮定均冷枪冷炮战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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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场上一大
公认的“难事”，就是攻
城。比如《孙子兵法》
就曾说“故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攻城战简
直是能不打就不打。

而在影视剧里的
古代战争场面中，“攻
城战”常常无比惨烈，
血腥的场面常让观众
不忍直视，当然也有很
多“聪明人”忍不住吐
槽：明明第一排士兵冲
上去就是死，这些古人
为何还这么死心眼儿？

其实，放在古代攻
城战里，这还真不是一
个“ 死 心 眼 儿 ”的 问
题。首先一个基本事
实是：士兵们在攻城时
临阵脱逃的后果远比
战死严重。

以战国时期号称
“虎狼之师”的秦军为
例，秦军在“冲锋问题”
上纪律条令十分苛刻：
担任突击队角色的“险
队”，往往由十八人组
成，如果有一个人临阵
脱逃，那么这位逃跑者
会被“车裂”。而且这
些临阵脱逃的胆小鬼，
不但自己会受到严惩，

更会连累战友。战国
时期的秦军，五人为一
伍，如果有一人临阵脱
逃，另外四人都要遭到
两年以上的徒刑，除非
以斩杀敌人首级折罪。

在严惩逃跑行为
的同时，秦国军队对勇
敢者的奖励也是十分丰
厚。士兵如果能斩杀敌
人一名军官，就能拿到
爵位并获得土地。百人
以下小分队如果能斩杀
33 个敌人，就能获得

“满功”，大家都有奖
励。特别是在攻城战
里，甚至不需要斩杀敌
军军官，只要攻城部队
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照
样能获得土地爵位。假
如在攻城中阵亡了，只
要任务完成，家属照样
能继承土地爵位。

而在秦朝以后，这
一整套奖惩制度也被历
朝历代继承下来。特别
是在攻城战时的赏赐抚
恤方面，更是无比优
厚。而且对古代那些训
练有素的军队来说，“第
一排冲锋”看似凶险，却
未必九死一生。单看古
代的攻城装备，就知道
古人在攻城这件事上，

做了多少功课：不但有
可以运载攻城士兵的

“对垒”“飞梯”“云梯”，
还有可以直接砸城墙的

“鹅车”，以及可以烧毁
城门的“火车”。冷兵器
时代的强弩与抛石机更
是攻城利器。

比如那场书写“明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奇
迹的陈汤灭北匈奴之战
中，深入中亚作战的陈
汤，面对重兵防御的单
于城，就没有狠拼硬打，
而是先以强弩对敌压
制，密集的箭雨里，负隅
顽抗的北匈奴郅支单于
都被射伤，号称坚不可
摧的单于城死撑了一夜
就彻底崩溃。

发展到宋元明清
年间，强大的攻城装备
更是成为攻城战的关键
助力：宋军使用的大型
床子弩，就可以将巨型
弩箭“钉”在城墙上，助
士兵们攀爬着攻城。火
器大量应用于战场后，
重炮轰击更成为攻城时
的常态。

历 代 多 少 攻 坚
战 ，除 了 勇 气 的 较
量，更有战术与军事
科技的博弈。 张嵚

古时攻城第一批士兵明知必死为何仍要冲

史海回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