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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丰衣足食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之七

责编 尚颖华 校对 司建伟 2021年7月1日 星期四

◆2月2日 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
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相
继掀起大生产运动。1941年春，八路军第三
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成为全军
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包括发展生产在
内，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实行对敌斗争、精兵简
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
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
对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
重要作用。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了以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
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3月 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第一一五
师一部进入鲁西。5月，在泰（安）肥（城）地
区取得陆房突围战斗的胜利，毙伤日军1300
余人。

◆5月—11月 华中新四军完成向敌后
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先后在皖中庐江东汤
池成立江北指挥部、在苏南溧阳水西村成立
江南指挥部，分别由张云逸、陈毅任指挥。

◆7月7日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
念对时局宣言》发表，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
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三大政治口号。

◆10月4日 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
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
法宝，并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

◆10月—12月 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在第
一二〇师配合下，粉碎 2万余日军对北岳区
的大“扫荡”。在黄土岭伏击战中击毙日军中
将旅团长，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击毙的日
军最高级别指挥官。

◆11月 来华参加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
员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晋察冀边区唐县逝
世。毛泽东题写挽词，并撰写《学习白求恩》
（后改为《纪念白求恩》）。1942年 12月，来
华参加抗战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唐县逝世。
毛泽东题写挽词。

◆12月—翌年春 国民党顽
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
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
自卫原则，击败顽固派的进攻。

◆1月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
论》，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
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
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
熟。

◆4月 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
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7
月，又拟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
提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为抗战
期间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6月1日 毛泽东会见率南洋华
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的陈嘉庚
等人。此前，东南亚各国 40 多个华
侨救国团体于 1938 年 10月在新加坡
成立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
赈祖国难民总会，积极开展抗日爱国
运动。

◆8月20日—翌年1月下旬 八路
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
日军的进攻（百团大战）。先后有 105

个团约 20余万人参加。到 1940年 12
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 1824 次，毙伤
日、伪军 2.5万余人，俘日军 281人、伪
军1.8万余人。

◆9月 18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成立敌
后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负总责，南方
以重庆为中心，北方以延安为中心，领
导推进敌后城市工作。

◆11月17日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
总指挥部在苏北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
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
挥（在叶挺抵达前代理总指挥）。到年
底，新四军在两年多的敌后游击战中，
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
5.5万人，在华中建立了皖东、豫皖苏、
皖东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
南、皖中抗日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
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主力部队发展到
近9万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地方武
装数十万人。

◆1月上旬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
南部队 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
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
军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大部壮烈牺
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
项英遇害，这就是皖南事变。事变发
生后，蒋介石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
取消其番号。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
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
央军委于 1月 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
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
治委员。到3月，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
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5 月 1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发表。11
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通
过《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开
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5月19日 毛泽东作《改造我们
的学习》报告。9月至 10月，中央政治
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党的高级干部
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
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
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全党普遍整风
作了准备。

◆6月 随着苏德战争爆发，日本

侵略者决意加紧对华作战，中国战场成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抗日
根据地发动毁灭性的“扫荡”和“蚕食”，
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空前困难时期。
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和苏北、
苏中、苏南等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地道
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水
上游击战等多种武装斗争形式，充分发
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有效打击了敌人。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
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东北抗
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八
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第四师师长
彭雪枫等在作战中牺牲。八路军战士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
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跳下悬崖，
被称为“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
庄连”在与敌人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

◆12月 9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第
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倡导建立
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
1942年 1月 1日，中、美、英、苏等 26国
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正式形成。

1941年 9月 23日，日伪军 3500余人围攻易县狼牙山。位
于易县西南方向的狼牙山一带，有我党政机关人员、游击队和群
众三四万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奉命掩护党
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

25日，完成任务的七连官兵陆续向外撤离，连长将最后的掩
护任务交给了二排六班的五名战士——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
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

500多名日伪军向棋盘陀发起攻击，马宝玉等五名战士顽强
阻击，使得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主力。

日军采取扫射和炮轰方式，轮番冲击。六班战士扼守着棋
盘陀要道，同敌人激战5小时，打退4次冲锋，为部队和群众的安
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棋盘陀仅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一条
通往棋盘陀的峰顶——三面悬崖的绝路。为掩护部队和群众，5
名战士选择向峰顶进发。

打光最后一粒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用石块砸向敌
人……在最后关头，勇士们宁死不屈，将枪支全部损毁，纵身跳
下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两
人跳崖后，被挂在绝壁的树枝上，幸免于难。

新华社记者 于晓泉 刘一诺

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新华社发

百团大战，狮脑山战斗中的我军机枪阵地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 新华社发

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临时手术室里为伤
员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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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五壮士：

宁死不屈的纵身一跃

马本斋，1902 年出生于河
北省献县东辛庄一个贫苦的回
族农民家庭。1921年，马本斋
在东北投身行伍，由于作战勇
敢，被选入东北讲武堂学习。
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
授予排长职务，后又先后任连
长、营长、副团长。1929年，升
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第二
十一师第四团团长。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顽固
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
策，马本斋愤然解甲弃官，回到
家乡。

卢沟桥事变后，马本斋组织本村青壮年举起回民抗日义勇
队大旗，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 4月，马本斋率队参加八
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同
年10月，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马
本斋任司令员。从1940年初到1941年 7月，马本斋率领的回民
支队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千里驰骋，屡立战功。1942年 8月，回
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
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

1937 年至 1944 年，马本斋指挥所部回汉战士同日伪军作
战，炸桥梁、破公路、打伏击，转战于冀中平原、渤海之滨，驰骋于
冀鲁豫广大敌后战场，进行大小战斗 870 余次，消灭日伪军
36000余人，令敌人闻风丧胆，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百战百胜的
回民支队”。

因长期转战，马本斋积劳
成疾，同年 2月 7日，马本斋不
幸病逝，终年42岁。

新华社记者 王民

马本斋：

驰骋战场百战百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