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江苏经济报 编辑/汤学平 版式/严 洁 校对/宗 茜
2019年9月24日 星期二 档案馆里的江苏

DANGANGUANLIDEJIANGSU

江苏经济报社电话号码 采访中心：025-52305894 编辑出版中心：025-52304533 广告中心：025-52212576 区域经济新闻部：025-52265803 法治江苏编辑部：025-52212685 南京都市圈编辑部：025-86620981 发行部：025-52254258 0518—85807652（连云港）
新苏南编辑部：025-52308120 广营照：苏工商 83476792-9号 社址：南京市虎踞南路90号 邮编：210004 本报行风监督电话：025-52300954 常年法律顾问：江苏华昕律师事务所姜宏 魏明 原创版权，侵权必究。本报所刊发图文，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

本期供稿：苏海霞 俞 航
本期组稿：江苏省档案馆 苏海霞
本期编辑：江苏省档案馆 薛春刚

江苏
档案
江苏省档案馆 主办

（第170期）

新四军铁军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
【按语】诞生和孕育于江苏大地上的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

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谱系中
的江苏元素。省档案馆、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以这四种革命精神为
题材，借助红色档案史料，“以史实发声，用档案说话”，编撰出版了

《初心永恒——江苏四种革命精神简明读本》。这是一本档案史料
开发利用的优秀成果，被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确定为学习材料。本期登载“从红色档案中读懂江苏革命精神
系列”之三——新四军铁军精神。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新四军军长叶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于1937年10月成立，到1947
年1月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新四军牵制和
消耗了数十万日伪军的有生力量，创建了横跨七省的华中抗
日根据地，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
解放，建立了不朽战功。毛泽东誉之为“华中人民的长城”，陈
毅称其是“铁的新四军”。人民给予了这支英勇顽强的军队以
崇高的评价，誉之为铁军。这支队伍所体现的精神被称作铁
军精神。

荣光背后是初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无论面临多少艰
难险阻，新四军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坚守共产党人的使
命，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矗立起一
座丰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人民军队的发展壮
大，锻造了一批栋梁之材；为传承中华灿烂文化、丰富我军的
优良传统，奉献了一种可贵的铁军精神！

铁军精神寄托着万千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承载着几
代铁军将士的革命探索和实践，凝聚着无数革命先烈的家国
情怀和热血牺牲，成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和中华民族的壮举，
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的生动写照。

跟党举旗跟党举旗、、听党指挥的铁的信念听党指挥的铁的信念

新四军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绝对听从党的指挥，党
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组建之前，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
很长时间远离中央，他们凭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一直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生死斗争。当时，斗争
的形势极其严峻残酷，主力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迅速占
领了原中央苏区的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等县城和交通要
道，实行分区“清剿”，叫嚣着“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妄图
一举歼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据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记载，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屠杀的原中央苏区军民就有 70 多
万人。可以说，南方红军游击队对国民党及其军队有着不共
戴天的深仇大恨。但当我们党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后，他们坚
决地服从党中央的决定，高举团结抗日大旗，毫不迟疑地接
受统一改编。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经不懈斗争，南方各红军游击
队至1937年11月底，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达成的第一条原
则，就是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
对红军游击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派人干涉。至1938年1
月8日，国民党最终核准共产党提出的新四军支队以上的领导
干部人选，保证了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新四军才能不断发
展，不断胜利。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
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分析敌后抗战形势，确立了“巩固华
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新四军坚决贯彻执行了“发展华
中”和据此确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要求。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三次主
持召开中原局会议，分析华中敌后的形势，重点讨论了发展华
中的战略突击方向问题。确定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八路军一
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使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0年10月，新四军在八路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具
有战略意义的黄桥战役，改变了苏北的军事、政治力量对比，
基本上完成了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为新四军发展、坚持和巩
固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苏北
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托，
其前途可想而知。

跟党举旗、听党指挥的铁的信念，是新四军铁军精神的核心
灵魂。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辉战斗历史，就是跟党举旗、听
党指挥的瑰丽史诗，就是坚定党性、忠贞不渝的昂扬壮歌。

忠诚爱国忠诚爱国、、忠贞为民的铁的担当忠贞为民的铁的担当

新四军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新四军顾
全大局、团结对敌的高尚情操，艰苦奋斗、英勇杀敌的浩然正
气，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忠诚爱国、忠贞为民。有了这
一条，新四军就赢得了敌后广大民众的欢迎和支持，也赢得全
国军民的敬佩和颂扬。有了这一条，新四军就抓住了由弱到强
的发展机遇，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30余倍

地发展了自己的队伍，最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光荣胜利。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有一份国民政府嘉奖

电报。让国民政府不吝赞美的，正是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
场胜利：“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荣嘉尚，
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
遣支队一部在粟裕指挥下，在镇句公路韦岗附近伏击日军运
输车。经过半个小时激战，击毁日军汽车4辆，毙伤日军20余
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日钞7000余元。韦岗战斗是新四军
挺进江南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仗。这一仗威震江南，
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
国民众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为以后新四军千百次战斗和建立
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揭开了序幕。新四军军
部盛赞“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
胜利基础”。陈毅在接到胜利的消息以后，当场写诗祝贺:“故
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
小楼兰。 ”

很少有人知道，韦岗战斗中，新四军先遣支队与日军进行
的多是白刃格斗。粟裕率领的挺进苏南先遣支队，只有2挺轻
机枪。新四军成立后，不但人少、枪少，武器质量也很差。正
如《密勒氏评论报》所说：“从军械的观点来说，新四军是中国
军队最弱的一军。”尽管装备落后、腹背受敌，新四军却慨然为
国赴难，依靠坚强意志、灵活打法，赢得一场又一场胜利，不断
诠释铁军精神的爱国主义内涵。

新四军不但为人民而战，而且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
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盐城地区地处黄海之滨，沿海百姓饱
尝海啸之苦。为了防御海啸灾害，造福百姓，阜宁县抗日民主
政府成立后决心重新修筑海堤。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也多
次强调：“这是一件大事，再困难也要修筑，这不仅仅是修一道
海堤，也是筑起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新政权同广大人民群
众联系的坚不可摧的连心堤。”1941年5月至7月，阜宁县首任
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在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的大力支持
下，动员 3 万民工日夜突击，修筑了全长九十华里的拦海大
堤。当地百姓为铭记抗日政府的恩德，将新海堤与当年范仲淹
所修的范公堤相媲美，把它誉为“宋公堤”。从宋公堤到惠生
堤，从新四沟到雪枫堤，华中大地遍布了新四军为民众修筑的
水利工程。尽管这些工程大小不同，名称不同，有的没有刻碑，
有的没有留下照片，但在人民群众心中，新四军永远地立起了
一座座丰碑。部队还经常为群众治病。无锡吴家村贫农吴根
和的妻子发高烧不退，无钱求医，谭震林得知后，即命军医前往
看病，并说：“救人要紧，要什么药用了再说。”吴妻病愈后，一家
人感激不尽。 这样的事例很多，老百姓纷纷传说：“东洋人杀
人，游劫队(土匪部队)抓人，新四军救人，共产党是亲人。”

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是新四军的出发点和归宿。忠诚
爱国、忠贞为民的铁的担当，是新四军的立军之本，是铁军发
展的重要基石，是铁军精神的基础逻辑和核心要义。

令行禁止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

新四军素以纪律严明而著称。铁的纪律，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1938年6月，新四军军部在行军
途中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确定战时政治工作的方针、任

务、制度与领导方式等基本问题，要求部队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坚决实行不拉夫、不收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要将增强
群众对新四军的信任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前提，提出

“新四军江南化，江南新四军化”的目标。同时，军部还对红军
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修改，制定了新的“三大纪
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并颁布实施了《新四军十条军
规》。1943 年12月，新四军政治部又制定了关于拥政爱民的
方针，并公布《新四军拥政爱民十大公约》。各部队还运用连
环画、宣传画和说唱等形式，不断地进行纪律教育。

据粟裕回忆，“当时我们初到江南的时候，群众不愿借房子
给我们住，我们就完全在村外或者是田野里露营。在雨天的晚
上，曾经遇到不肯开门借房子给我们住的事，我们也就站在门
外和靠在屋檐下过夜，这样有过很多次。有些时候，群众不卖
粮食给我们，我们也曾经饿过几顿饭和吃过很多次糜粮。”

三师师长黄克诚曾率部队趁黑夜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挺
进苏北阜宁县益林镇东边的大王庄。刚进村，黄克诚就下令：

“一不准敲群众家门，二不准动群众的一草一木，三不准大声
喧哗、惊醒群众。”指战员们按班、排分散到群众房前屋后和草
堆避风露宿。当时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警卫员犯难了：师长
身体不好，师长的妻子唐棣华还带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冻出
病来怎么办？警卫员向师长请示到一户人家借宿，遭到黄克
诚的拒绝。警卫员只好找个草堆把唐棣华和孩子安顿下来。
天亮了，河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战士们衣帽上全是霜花。村
民们见此情景，都十分感动。“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
军”的说法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中传为美谈。

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是军队纪律的集中体现和最
高要求。从新四军的组建到挺进大江南北，从坚持敌后抗战
到实施全面反攻，全军上下始终步调一致，令行禁止。抗战胜
利之初，中共中央为使国共谈判取得成功，主动做出让步，决
定长江以南的苏浙军区和第七师撤往苏北、皖北地区。指战
员们虽然舍不得用鲜血换来的根据地，但他们坚决执行命令，
7天内，浙东1.5万人，第七师兼皖江军区3万余人胜利地完成
北撤任务。由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等组建起来的
中原军区，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的带领下，忠实地
执行中共中央牵制国民党军的战略任务，以不足5万兵力牵制
国民党30多万兵力长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华北、华东和
东北的斗争。1946年7月1日，蒋介石向中原军区发起总攻，
中原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各路部队密切配合，一举突出重围，
从而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彻底打垮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梦呓。

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是新四军发展壮大、夺
取胜利的重要因素，是培育和锻造铁军的坚强保证，是铁军精
神的本色体现。

百折不挠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铁的意志不怕牺牲的铁的意志

新四军之所以被誉为“铁军”,在于有种精神 一直贯穿新
四军所有的战斗历程，彰显出这支队伍像钢铁般坚硬、坚韧、
坚强。这种精神就是勇往直前、敢打必胜的大无畏气魄，压倒
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压倒的英雄气概，困难面前不退缩、危
急关头不屈服的坚定意志，不怕流血牺牲、视死如归、前仆后
继的精神风貌。

新四军忠实地践行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他们的每一次战斗，都是为了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也是为保卫人民利益而战。

1941年11月下旬，第十六旅旅部和中共江南区党委、江
南行政委员会等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医院、被服厂等后勤机
关，以及旅部教导大队、特务连和第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
个营等部队，共1000 余人，在第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
罗忠毅、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廖海涛的率领下，转移至溧阳县
城西北地区，驻扎在塘马村及周围10 余个村庄里休整，遭日
伪军近4000人袭击。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500余人，粉碎了
敌人一举消灭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对我坚持和发
展苏南抗日斗争没有造成重大危害。塘马战斗，我军遭受了
重大损失，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十六旅政委兼政
治部主任廖海涛和黄兰弟等共272位烈士壮烈殉国，使抗日军
民为之震悼，但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悲壮激烈，也为我军树立
了殊死抗日浴血奋战的光辉范例。

1943年3月18日拂晓，驻在淮阴县刘老庄的新四军第三
师七旅十九团四连，正准备转移，不料发现敌情。他们为了掩
护部队和群众安全转移,毅然决定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打一
场防御战。经过一整天战斗，打退了1000 多名敌人的无数次
冲锋，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的任务，但全连82人全都壮烈牺牲。
刘老庄地区群众深深被他们的英雄事迹所感动，隆重举行了
烈士葬礼，并选送82名子弟参军重组第四连。该连被命名为

“刘老庄连”。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制定了由局部攻势作
战转入战略反攻的对日作战部署，先后进行了车桥战役、高杨
战役、陈家港战斗以及苏南攻势作战，逐步恢复和扩大了抗日
根据地，并以江苏为基地，实施了西进豫皖苏和南下苏浙皖的
战略任务，收复大片国土。1945年8月，新四军又独立自主地
发起全面反攻，赢得了江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 年 12 月 5 日，新成立的华中野战军以 15 个团的兵
力，发起高邮战役。此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动的
最后一战。至26日凌晨，解放了高邮城，生俘日军892人、伪
师长以下3493人，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的日伪军重要据
点。至此，长江以北除南通、扬州等城市为国民党军队抢占
外，其余地区均已为解放区军民所收复。

八年全面抗战，新四军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同日伪军进行
着激烈的浴血奋战。总共作战2.46万余次，击毙日伪军29.37
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还有5.4万余名日伪军官兵投
诚、反正。新四军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共伤亡指战员8.2 万
人，其中团级或相当于团级以上干部328人。在新四军英雄的
画廊里，有着无数的英雄群像，上至叶挺军长，项英、袁国平、
周子昆三烈士，罗炳辉副军长，彭雪枫师长，黄道、刘英、邓振
询、罗忠毅、廖海涛、彭雄、田守尧、朱立文、巫恒通、鲁雨亭等
坚毅顽强、睿智英勇的指挥员，下至以徐佳标、林心平、七女跳
崖、九女投河为代表的英雄将士，以及后勤、军工、隐蔽等战线
上的战斗员；还有许多革命英雄团体，如刘老庄连、老虎团、铁
锤子团、大胡庄连、朱家岗英雄小鬼班、沙家浜连、浙东海防大
队，皖南事变中上饶集中营里的英雄群体等，他们都以铁的意
志为新四军的铁军传统写下英雄的篇章，成为革命战争历史
上不朽的丰碑。

参加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新四军部分干部在南昌的合
影。右起：张云逸、顾玉良、叶飞、沈冠国、陈毅、温仰春、项英、
曾昭铭、黄道、李步新等。

1940年 10月 10日，八
路军第五纵队和新四军苏北
指挥部于东台县白驹镇胜利
会师。图为两军胜利会师纪
念碑。

1939 年 1
月 19 日，新四
军第二支队雪
夜奔袭尧湖近
郊官陡门日军
据点后的合影。

韦岗战斗
缴获的部分战
利品以及先遣
支队司令粟裕
的题记

1939年，周恩来（右三）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和新四
军领导人叶挺（右一）等同志合影。

1938 年 5
月，皖南新四
军部队向苏南
敌后挺进，开
辟以茅山为中
心的抗日根据
地。

1940年春，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十五团在半塔保卫战胜
利后的合影。

1938 年 10 月，第
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
政治部颁布的关于减轻
租息办法的布告。

淮海军分区新四军干部战士在帮助群众抢收麦子

刘少奇

新四军代
理 军 长 陈 毅
（左七）、副军
长张云逸（左
九）和第四师
部分干部在淮
北根据地的合
影。

1941年1月
20日，毛泽东亲
笔起草新四军重
建军部的命令手
迹。

陈毅

廖海涛罗忠毅

“刘老庄连”连旗

1944年4月17日《苏中报》上刊载的
车桥战斗英雄木刻肖像

日军向新四军缴械

日军走出碉堡
向新四军缴械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