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5 年 8 月，青岛。病榻上的青

年，面貌英挺、身材清癯，却已是病入

膏肓。他想说话却不时被剧烈的咳嗽

打断，咳出来的是一口口鲜血。前来

探视的同道友好，见到这一幕不禁潸

然泪下。

青年并不讨论自己的病情。在弥

留之际，他向身边的同志留下遗嘱：

“希望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

及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

现而奋斗到底。”

他就是王尽美，原名王瑞俊，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

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今年是王尽美诞辰120周年，但他

生命的刻度永远停在了 27 岁。他是

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辞世的。

“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

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

桑。”这是王尽美写于1918年的一首小

诗。那一年他刚满20岁，在家乡考取

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青年人的笔下，没有“春风得意

马蹄疾”的欢畅，唯有对时代的冷眼

相观，在胸中郁结起一股热血豪气。

彼时中华，国虽泱泱，萎靡倾颓，列强

斜睨。

王尽美在泉城求学期间，积极投

身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

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 年 3 月，北

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

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11月，他与

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

《励新》半月刊。这份半月刊积极宣

传新思想、新文化，刊载了诸多有关

社会改造的文章，抨击时弊，启发青

年觉悟。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

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

看沧桑。”这是王尽美最为著名的

《肇在造化——赠友人》。1921年写

下这首短诗后，他便将“尽美”变作

自己的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志向与

主义。那就是为全人类实现尽善尽

美的社会理想。

也是在这一年，他与邓恩铭作

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

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多年以后，中国走出历

史阴霾的道路探索，都会追溯到这次

非凡的会议。对王尽美来说，在这里

他遇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彼

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沪上归来的王尽美，转身投入了

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在中共中央代

表的指导下，他在山东建立中国共产

党山东区支部，担任书记。1922 年 1

月，他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

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

年 7 月，他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

他所参与起草的《劳动法大纲》，成为

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

长期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活，让

他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即便如此，

他依然抱病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全线、

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等，直至在工作

的最前线溘然而逝。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

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

松。”1961 年，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

必武挥笔写下了这首《忆王尽美同

志》，追忆英年早逝的革命战友。

斯人已逝，英魂长存。在王尽美

的家乡，今天的山东省诸城市，一座王

尽美烈士纪念馆承载着当地百姓对他

的思念。王尽美的红色基因被一代代

后人所继承，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

先后紧随他的足迹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在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上继续不

息地奋斗向前。 □ 据新华社

王尽美：
三首小诗与二十七年人生

一提到粟裕将军，大

概人们立刻会想到苏中七

战七捷，想到淮海战役，还

可能会想到他领导新四军

对日伪作战取得的胜利。

但是提到这位战功赫赫的

将军，曾在抗战期间两次

担任报社社长的往事，却

少有提及。

1943 年 11 月 12 日，中

共苏中区委通过《关于出

版〈苏中报〉的决定》，并

同时成立以粟裕为党委书

记的党报委员会。当年12

月 2 日，由粟裕担任社长

的《苏中报》正式创刊。

创刊号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粟裕撰写的发刊词，在这篇发刊

词中，他就党的新闻事业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党报应有的立场和

态度问题、干部党员对党报应有的责任问题、党报与党外人士的

关系等问题，逐个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为了增强这份报纸的“养眼度”，粟裕邀请素有“书法家”美称

的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题写“苏中报”报头三字。

《苏中报》初创时为四开四版，铅印三日刊，后逐步改为日刊，

每期发行量达到比较可观的6000份。作为抗战期间的一份军区小

报，粟裕关注有加的《苏中报》远远超出了所谓“纸质黑板报”的水

平，第一版为地方版，第二、三版为国内国际版，第四版为副刊版。

《苏中报》不仅及时报道了各地军民在反“扫荡”、反“清乡”、反

“清剿”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消息，全面反映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情况和成就，还不时配合中心工作发

表具有较强思想性、指导性且文字通俗的社论；副刊则经常刊登战斗

通讯，报道部队战斗英雄和地方民兵英雄的英勇事迹，并通过微型小

说、微型木刻画等形式，声情并茂地宣扬战斗典型，传授胜利经验；还

经常配合重要电讯刊登油印或是木刻的战局地图，帮助读者了解国

内外战争形势发展情况，开阔读者眼界。

因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发展需要，《苏中报》于1945年10月11日停

刊，共出版270期。这份始终处于粟裕关心和关注之下的红色小报，在

苏中军区统一思想、团结军民和打击敌人等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除了《苏中报》，粟裕还曾经在抗战期间兼任《苏浙日报》社

长。《苏浙日报》的前身是《苏南报》，《苏南报》则是新四军建立浙西

根据地后，于1944年10月10日在新四军第十六旅政治部《火线报》

的基础上创办的。

《苏南报》为三日刊，四开四版，读者主要为乡（镇）以上干部、

小学老师和党内外知识分子，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及时报道国内外

时局动向和敌后斗争形势，宣传和解释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方

针、政策，教育干部群众提高政治觉悟，报道根据地内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与实际工作经验，反映广大人民

群众的抗日民主要求。

1945年1月，粟裕率新四军一师南下，看到《苏南报》后很高兴，

给予了不少指导意见。

当年8月，《苏南报》改为《苏浙日报》，此时身为新四军苏浙军

区司令员的粟裕兼任了报社社长，直至该报随部队转战山东后并

入山东分局的《大众日报》。 □ 据《人民政协报》

粟裕两任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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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儿童团，爱国好少年，努力学习为抗战!机动

灵活撒传单，快速行动把情报传，救护伤员勇敢上前

线。抗日儿童团，为打日寇作贡献，抗战胜利把国建、

把国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流传于陕甘宁边区的儿童

团团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每到“四

四”儿童节（民国时期的儿童节是4月4日），孩子们都

会唱着这样的歌曲，举行各种活动，展示自己的力量。

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我党十分重视儿

童工作，从团中央到地方各级团组织，都设立儿童局，

领导儿童团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和一些抗日根据地，

每到儿童节这一天，儿童团都要举行大检阅，进行如检

阅学习成绩、体育表演、野外演习等生动有趣又富有教

育意义的活动。在1940年陕甘宁边区儿童节纪念大

会上，儿童团团员们举行健身操、棍棒操和队形交换、

刺枪、劈刀、投手榴弹、拳术等军事项目表演，还进行

文艺表演、体育比赛、文化测验、政治测验、奖励模范

儿童和劳动小英雄活动等。

当时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还流传着一首《抗日儿

童团歌》：“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

岗放哨，又当侦探，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了，我们

就跑，跑到八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拿着枪刀，杀退鬼

子，家乡保。”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全部

动员起来，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抗战活动——查路条、

送情报、演文艺节目……曾经到延安采访的华侨女记

者黄薇在战地通讯中写道：“途中遇到不少站岗放哨的

‘小哨兵’，他们有的站在道路的叉口，有的站在不令

人注意的地方……看见远处来了生疏的人，他们便停

止游戏，注意来人的一举一动。”

毛泽东非常关心边区儿童的培养和教育工作。

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一份石印的4开小

报《边区儿童》，目的是为了教育引导孩子们在战争环

境中茁壮成长。毛泽东得知后，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和关注，亲笔为这份儿童小报的创刊题词：“儿童们起

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

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

的主人翁。”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柳林

村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即延安保育院，

目的是为了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孩子们健康成长。毛泽

东专门题字两幅：“好好的保育儿童”；“为教育后代而

努力”。毛泽东的这些题词，既体现了他对儿童工作的

重视，又体现了对儿童工作者的严格要求。值得一提

的是，毛泽东特别关心儿童节纪念活动，他曾三次专门

为“四四”儿童节题词：1940年4月4日，毛泽东为儿童

节题词：“天天向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

报》于4月12日以醒目大字发表了这个题词；1941年4

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儿童节庆祝活动，毛泽东

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并发表在4月13日的《新中华

报》上；1942年4月，延安纪念儿童节时，毛泽东特地为

《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

新主人。”这三次题词，体现出毛泽东对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的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 □据《人民政协报》

抗战期间，毛泽东三次为儿童节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