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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书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周围围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九三日在江

西誓师出征去。高 举 着 少 共 国 际 光 辉 的

旗 帜 ， 坚 决 地 勇 敢 地 武 装 上 前 线 ， 做 一

个 英 勇 无 敌 的 红 色 战 斗 员 ， 最 后 的 一 滴

血 为 着 新 中 国 ⋯⋯” 近 日 ， 江 西 省 宁 都

县 30 余名共青团员结队来到少共国际师

成 立 旧 址 —— 宁 都 县 城 西 郊 ， 一 齐 高 唱

《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深情演绎 89 年前

这支青年军队上战场前的慷慨激昂。

宁都县是少共苏区中央局诞生地，也

是少共国际师成立的地方。今年 4 月，《中

央苏区青年运动史》修订版出版后，团宁都

县 委 第 一 时 间 组 织 共 青 团 员 来 到 革 命 旧

址，开展重温苏区青年运动系列活动。

生于动荡，苏区青年的坚强组织

在宁都县青塘镇河背村，一座白墙灰

瓦 的 老 房 子 引 人 注 目 ， 门 楣 上 方 的 牌 匾

“少共苏区中央局历史陈列”几个红色大

字滚烫耀眼。这栋位于崇山峻岭间的老房

子，正是中央苏区共青团组织的摇篮，共

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驻地。

编撰 《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 的牵头

人、赣州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胡日旺说：

“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成立，是开展苏区

青年运动的必然要求。该局一经成立，中

央苏区的青年运动就有了核心组织，迎来

了蓬勃发展。”

赣州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也是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91 年前，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

挥 下 ， 粉 碎 了 国 民 党 军 队 的 第 一 次 “ 围

剿”。1931 年 1 月 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

和苏维埃中央军委在宁都县小布镇宣告成

立。同年 4 月中旬，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在

宁都县青塘镇河背村成立。

《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 记载，中共

苏区中央局委员、共青团中央原组织部长

顾作霖抵达宁都青塘后，着手整顿苏区共

青团组织。在宁都县青塘镇河背村，正式

成立共青团苏区中央局 （时称少共苏区中

央局），顾作霖担任书记。

随着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

利，1931 年 9 月底，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

一方面军总部迁驻到了瑞金县叶坪区 （现

为瑞金市叶坪乡）。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也

紧紧跟随迁移，机关驻叶坪乡庙背村。在

这里，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团结带领中央苏

区广大青年，投身革命斗争，参与国家治

理，留下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勇于献身，革命洪流的开路前锋

处于四面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的中央苏

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的中心，就是粉碎

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不断

扩大红军力量，争取苏区反“围剿”战争

胜利。苏区共青团全力响应党和苏维埃政

府号召，把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参加红军

作为第一大中心工作来抓。共青团苏区中

央局 1931 年 7 月 14 日写给共青团中央的

报 告 中 提 到 ：“ 红 军 的 主 要 成 分 是 青 年 ，

青年战士在战争中特别表现勇敢、坚决。

战争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青年都吸引

了。伟大的二次战争的胜利，说明没有青

年，就没有战争、没有胜利。”

“少共国际师”“兴国模范师”“苏区

工人师”就是苏区共青团组织青年支援革

命战争的伟大见证。以少共国际师为例，

1933 年 8 月成立之初，全师 1 万余人，下

辖 3 个团。至 1935 年 1 月，一年多的时间

里 ， 始 终 战 斗 在 反 击 国 民 党 第 五 次 “ 围

剿”一线，参加 了 团 村 战 役 、 建 宁 保 卫

战 、 广 昌 保 卫 战 、 石 城 保 卫 战 等 著 名 战

役 、 战 斗 。 长 征 出 发 时 ， 少 共 国 际 师 担

负 起 掩 护 军 委 机 关 纵 队 突 围 的 重 要 任

务 。 红 军 主 力 顺 利 通 过 湘 江 ， 少 共 国 际

师 数 以 千 计 战 士 的 生 命 ， 却 永 远 留 在 了

湘 江 之 畔 。 遵 义 会 议 后 ， 少 共 国 际 师 编

制被撤销。

“ 《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 比较全面

地记述了中央苏区青年和团组织的热血奋

斗史，苏区青年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生力

军和突击队作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

究室原副主任何友良说。

4 月 24 日，瑞金四中 100 名入团团员

代表，来到瑞金市沙洲坝下肖村少共中央

局旧址，举行庄严的入团仪式，聆听共青

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的故事。91 年

前的少共中央局机关从宁都青塘搬迁至瑞

金 沙 洲 坝 后 ， 共 青 团 组 织 迎 来 了 飞 速 发

展，组织部、宣传部、经济法权部、总训

练部、总参谋部等工作部门先后建立，少

先队中央总队部、儿童局、列宁团校也相

继成立。团组织的逐步健全，为团在中央

苏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 团 组 织 的 带 领 下 ， 苏 区 青 年 为 建

立 、 巩 固 和 捍 卫 中 央 苏 区 作 出 了 突 出 贡

献。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发起“共产青年

团礼拜六”活动，积极拥军优属，践行一

心为民宗旨，在后方的生产建设中奋勇争

先；创办 《青年实话》《少年先锋》 先进

刊物，合作创办列宁小学，为青少年的教

育 事 业 贡 献 力 量 ； 组 建 “ 青 年 轻 骑 队 ”，

监督政府工作人员勤政廉政。

胡日旺介绍，在共青团苏区，培养造

就了顾作霖、胡耀邦、陆定一、萧华、陈

丕显、张爱萍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

推动形成了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

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

私奉献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为百年团

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薪火相传，青年教育的模范读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青年运

动 的 光 辉 历 程 中 ， 共 青 团 发 扬 ‘ 党 有 号

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为党争取青

年人心、汇聚青年力量，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积极贡献、发挥

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中央苏区的青年，自始至终都

在践行紧跟党走的信念信仰。1931 年 2 月

共青团中央局通过的《团在苏区中的任务

决议》中就提到：“苏维埃区域中的青年团，

团结了数十万的工农青年在自己的队伍之

中，在为苏维埃而争斗中，在苏维埃的巩固

和发展之中，团应该有极大的作用的。这作

用便是党和红军的第一个助手和后备军。”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中心任务就是共

青团在苏区的工作方向，从扩大红军、支前

参战、发展生产，到参与民主选举、巩固国

家政权，掩护红军主力撤退，中央苏区青年

无不在用行动证明：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苏区共青团取得的一系列经验，虽

历经近百年，但对我们当代青少年仍有积

极的启发意义。”胡日旺说。

为了尽快完成书籍修订工作，献礼党

的二十大，庆祝建团 100 周年，编辑组中

有成员大年初一还在办公室编书。书籍编

撰好后，编辑组第一时间邀请中央及江西

省的党史专家进行评审。

收到书后，中共党史专家、原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对该书进行了

评审，“这是一本全面反映中央苏区青年

运动的团史书籍，对当代青年了解团史、

感悟苏区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会大有裨

益 。 我 觉 得 青 年 们 都 应 该 好 好 去 读 一

读”。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胡献

忠阅读全书后评价：“本书堪称中国青年

运动分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今年 4 月 8 日以来，“赣南日报”微信公

众号开设的一档“青运史诵读”栏目，刷屏了

赣州干部群众的朋友圈。从《中央苏区青年

运动史》一书中节选的故事，让不少手机屏

幕前的听众唏嘘不已。团村战斗中身负重

伤，头部、腰部鲜血汩汩涌出的少共国际师

师长吴高群，临终前还高喊：“请同志们为我

们‘少共国际师’争光！”被敌人用 4枚大铁钉

将四肢钉在大樟树上，连续三天三夜用小刀

一块块地割去身上的肉，流尽最后一滴鲜血而

死的革命青年邝才诚，临终前仍竭力嘶喊：

“中国革命一定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

2022 年 高 考 在 即 ， 兴 国 县 平 川 中 学

高三 33 班的班主任石平原，让学生们集

体 聆 听 “ 青 运 史 诵 读 ” 吴 高 群 的 故 事 。

“同样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们很有思

想共鸣。吴师长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忘战斗

胜利，无疑极大激励了高考学子的斗昂扬

志。”石平原动情地说。

共和国青年运动的摇篮
——写在《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出版之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通讯员 兰 昕

瑞 金 中 央 革 命 根 据 地 历 史 博 物 馆

内 ， 至 今 陈 列 着 一 张 泛 黄 的 老 照 片 。

1932 年 9 月 4 日 ， 为 了 庆 祝 国 际 青 年

节 ， 中 央 苏 区 的 共 产 儿 童 团 举行了第

一次大检阅。一群年龄约 10 岁的儿童

站上检阅台，接受张爱萍、邓颖超等人

的检阅。检阅仪式后，他们留下了这张

合影。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主义儿童团的

团员年龄还不满 15 岁，却已活跃在革

命斗争前沿。他们臂戴红袖章，手持红

缨枪，担负着站岗放哨、送信、查路条

等任务。

曾任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的谭启龙

回忆，在红色区域里，为了防止逃亡的

豪绅地主和保安队的武装侵犯、刺探军

情、破坏捣乱 ， 少 先 队 员 、 儿 童 团 员 站

岗 放 哨 ， 处 处 布 防 ， 程 程 设 哨 ， 把 红 区

布 置 成 了 一 个 敌 人 钻 进 去 跑 不 了 的 天 罗

地网。

瑞金市 《中央革命根据地共青团史》

陈列馆里，有一幅油画形象反映了这一防

卫工作的严格。画中，时任中华苏维埃政

府主席毛泽东被几个“红小鬼”拦住，要

看路条才肯放行。乡政府工作人员等急了

赶到村口才解了围。

儿童团的站岗放哨工作得到了毛泽东

的称赞。事后，毛泽东还特意向乡政府要

了张路条，夹在笔记本里，形影不离地带

在身边。

苏区各级共青团组织都设有儿童局，

以此加强对苏区共产儿童团工作的领导。

胡耀邦、陈丕显、赖大超等都曾担任过少

共苏区中央儿童局书记。

原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曹春荣说，

儿童局积极组织儿童学习文化知识，教育

儿童拥护苏维埃和红军，发挥了儿童团在

扩大红军、拥军优属、支援革命战争和打

破敌人经济封锁中的特殊作用。中央苏区

时期，共产主义儿童团为中央苏区的“反

围剿”战争作出了贡献。

史 料 记 载 ， 在 1934 年 中 央 根 据 地 开

展 的 节 约 三 升 谷 运 动 和 认 购 战 争 公 债 运

动 中 ， 各 地 儿 童 团 都 超 额 完 成 了 任 务 ，

有 力 支 援 了 前 线 。 扩 红 热 潮 中 ， 苏 区 儿

童 还 采 用 小 戏 剧 、 化 装 演 讲 等 形 式 入 村

动 员 。 捡 拾 弹 片 、 弹 壳 ， 收 集 废 金 属 以

用 于 制 造 新 弹 药 也 是 儿 童 团 的 一 项 重 要

工作。

“ 在 江 西 瑞 金 ， 共 产 儿 童 团 的 故 事

正 被 越 来 越 多 的 少 先 队 员 知 晓 ， 不 少

少 先 队 员 在 感 悟 爱 国 精 神 的 同 时 也 化

身 红 领 巾 讲 解 员 ， 以 义 务 讲 解 的 方 式 ，

把 儿 童 团 员 们 的 红 色 篇 章 讲 给 更 多 的 游

客和参观者听。”瑞金市教育团工委负责

人李婷说。

瞧，这群“娃娃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周围围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 为什么修订
《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请问编委会何时
启动了《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重修编撰
工作？对比 2009 年出的第一版，修订版
主要对哪些内容进行了修订 （增减）？

编委会：《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 原

书于 2009 年出版，受历史条件所限，原

书存在部分史料有所遗漏、部分史实表述

前 后 不 一 等 瑕 疵 。2022 年 ， 恰 逢 庆 祝 建

团 100 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勉励新时代青

年弘扬共青团优良传统，不忘过去、接续

奋斗，创造新时代更大荣光，编委会于年

初 启 动 了 重 修 编 撰 《中 央 苏 区 青 年 运 动

史》 的工作。

本次修订版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对

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

挖掘了中央苏区青年运动的光荣历史，正

文部分的 5 个章节调整及新增的篇幅超过

40%，主要补充了中央苏区按照现行的行

政区域划分的范围、中央苏区建立与发展

的重要事件和节点，按照共青团组织工作

开展逻辑将行文结构进行大幅调整，扩展

了“组织苏区团员青年参与苏维埃政权管

理和国家建设”等相关内容，进一步提炼

了苏区共青团工作的经验和优良传统，丰

富本书的教育意义和时代意义，并将原书

不够准确的地方逐一对比、反复考证，并

进行了更正。

此 外 ， 对 全 书 的 配 图 作 了 很 大 的 调

整 ， 不 仅 重 新 拍 摄 了 80 余 张 史 料 图 片 ，

还组织专业插画团队围绕中央苏区青年运

动史的重要节点和重要事件设计插画，新

增了手绘彩图插画 30 幅，丰富了书籍的

可读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中央苏区青年
运动是一段 90 多年前的历史，本书修订
编撰过程中，如何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和权

威性？
编委会：在修订编撰过程中，编委会

成员先后深入瑞金、宁都、兴国等 10 余

个县 （市、区） 搜集信息，联系当地档案

馆、党史研究室查找史料，访谈党史、团

史研究专家，结合近年来最新的青运史研

究成果和中央苏区时期的史料，梳理和完

善了苏区共青团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时间脉

络，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中央苏区青年运动

的发展历程。在修订书稿完成后，我们第

一时间请市委党史研究室业务骨干对书稿

进行逐字逐句地校对，查阅党史资料佐证

书籍，还邀请了石仲泉、胡献忠、何友良、凌

步机等中央、省、市的权威党史专家对书稿

进行评审，专家们对书籍的权威性非常认

可，且提出了非常宝贵的评审意见。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 近段时间以
来，赣州地区有不少青少年正通过各种形

式诵读、学习 《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
书籍的修订对青少年了解、学习这段历史
有什么意义？

编委会：本书的修订出版，为青少年

深入学习党领导下中央苏区青年运动的光

辉 历 史 提 供 了 范 本 。 在 诵 读 学 习 的 过 程

中，中央苏区青年革命先辈和英烈的光荣

事迹将潜移默化激发青少年爱党爱国的热

情，使他们铭记今日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像

他们一样年轻的苏区青年革命先辈们用热

血和青春换来的，激励他们向榜样看齐，

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把个人

梦想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继承

和发扬苏区共青团的优良传统，在新的长

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中央苏区青年
运动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

历史阶段，书中记载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中央苏区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方法
和青年团干的故事，当时的这些内容对当
代青年和共青团工作有何借鉴意义 （请举
例说明）？

编委会：中央苏区共青团工作开展得

有声有色，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注重加

强共青团自身建设，大力培育共青团骨干

力量，采取了丰富多样的教育形式开展好

团内教育。如，通过团的组织生活、团的

报刊 《青年实话》 以及开设团校、团干部

训练班、读书班等形式，对广大团员和团

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加强思想引领，

统 一 全 团 思 想 ， 增 强 团 的 战 斗 力 和 凝 聚

力。苏区时期共青团工作留下的这些宝贵

经验对于今天的共青团工作仍有很强的可

操作性和指导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重修编撰过程

是否遇到过难点，是如何解决的？
编委会：遇到过难点。一是原书对于

苏区青运史史料的掌握还不够深入，文献

和图片不够丰富。为此，修订过程中，编

委会成员深入赣州市委党史办资料室完整

查 阅 了 350 余 期 《红 色 中 华》《青 年 实

话》 等 苏 区 时 期 的 重 要 刊 物 ， 向 各 县

（市、区） 征集反映苏区青年运动史的图

片 50 余张和文献资料 20 余份，为修订版

的书籍补充了百余条史料。

二 是 原 书 一 些 重 大 史 实 表 述 错 误 。

如，对少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间，原书有

多种表述，经牵头编撰的党史专家胡日旺

对少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前后的相关史料进

行反复比对、认真勘研，编委会成员前往

少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旧址进行实地走访考

察 ， 最 终 明 确 了 少 共 苏 区 中 央 局 于 1931
年 4 月中旬在宁都青塘成立。通过实地走

访，我们还发现由于之前对苏区青运史挖

掘不够，一些青运史相关旧址保护力度还

不大。通过书籍的编撰，进一步提升了当

地政府保护旧址旧馆的意识，4 月 25 日，

宁都县、青塘县少共苏区中央局旧址修缮

工作全部完成。

对话《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修订编委会

□ 石仲泉

2022 年芳草萋萋、春意盎然的 4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收到共青团江西省委、共青团赣
州市委、中共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组织修订出版的《中央
苏区青年运动史》书稿，感到非常高兴。

我对赣州这片红土地有特殊的感情，自 2001 年以来，“走
走党史”考察赣州达 20 多次，走遍了赣州 18 个县市区，深深
地感受到了赣州人民的热情和淳朴。团赣州市委希望我对他们
修订出版的这本书说点儿话，我乐意应允。

赣州俗称赣南，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习近平
总书记说，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理政的重要试验
田，“我们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那里试验过、预演过”。值
此共青团百年华诞之际，修订出版《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一
书，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该书全面回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广大团
员、青年紧密团结在苏区共青团组织 （少共） 周围，积极参军
参战，全力扩红支前，为创建、巩固和保卫中央苏区始终发挥
着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的光荣历史。该书热情颂扬了苏区青年
先辈、先烈坚定不移跟党走，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境
界，以及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优良作
风，是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光辉篇章。

全书史料翔实，行文流畅，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既介
绍了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和物质条件，又说明
了苏区各级共青团组织建立和发展情况；既展现了苏区广大
团员青年参加苏维埃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和苏区青年英烈的
感人故事，又论列了苏区共青团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积累
的丰富经验。此外，该书还收录了部分苏区时期共青团的文
献和苏区青年运动回忆录、编撰了大事记，与正文相互补
充，相得益彰。

该书的修订出版，对激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广
大青年汲取历史的智慧，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弘扬苏
区“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光荣传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献出火热的青春，具有难得的榜样作
用。凡是政治坚定的青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世界形
势怎样复杂，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坚信有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我们青年一代：“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
斗、锤炼高尚品格，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勤学、修德、明辨、笃
实，爱国、励志、求真、力行，同人民一起奋斗，同人民一起前进，同人民一起梦
想，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各级共青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牢记总书
记教导，新一代中国青年就一定能够勇担时代重任，在新的赶考路上书写新的时代
华章。

我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能够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从书中找到人生榜样，汲取智慧
和力量！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青年运动史的灿烂篇章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100 周年，共青团江西省委、共青团赣州市委、中共赣州市
委党史研究室启动了《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重修编撰工作。该书介绍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青年运动的发展
历程，再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团赣州市委书记杨志正介绍：“书籍被列入团中央纪念建团百年的重点宣传项
目，我们将努力把这本书打造为青年干部思想教育、青少年思想引领等方面的模范读本。”

共产儿童团员在接受检阅。

钟小心绘图

共青团（少共）苏区中央局旧址（宁都青塘）。 本版图片由团赣州市委提供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少共中央局）瑞金沙洲坝旧址（1933-1934）。

1932 年 9 月 4 日，为庆祝国际青年节，中央苏区

共产儿童团举行第一次大检阅。

中央苏区的青年团员参加礼拜六活动，帮助红

军家属割稻。

共青团·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