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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第一个政治建军的纲领性文件

“古田会议决议”

是如何产生的
在人民军队

９０

年的发
展历程中，古田会议被认为
是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会议
产生的决议———史称“古田
会议决议”， 被作为政治建
军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而
载入史册。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下旬，在
天寒地冻之中，

１２０

多位红
４

军代表聚集在古田镇，举
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
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
会议”。

两天时间里，会议先听
取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的
报告，并展开热烈讨论。 大
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遵照
中央的指示，选出了以毛泽
东为书记， 朱德、 陈毅、林
彪、罗荣桓、谭震林等

１１

人
为委员，杨岳彬等

3

人为候
补委员的红四军新的前敌
委员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
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
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
议》。 古田会议解决了党和
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问题。

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

红四军的发展曾经走过很
多弯路。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毛泽
东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

向赣南闽西进军。随着形势
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

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
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
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
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

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
训。

“因此，极端民主化、重
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
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
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研究员徐飞说。

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
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没能
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
同志所接受。在红四军第七
次党代会上，毛泽东落选前
委书记，陈毅当选新的红四
军前委书记。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下旬，陈毅
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
报了红四军的工作。中央政
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
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

的详细汇报， 决定由周恩
来、李立三、陈毅

３

人组成
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
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
的讨论， 形成了陈毅起草、

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
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
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
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
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
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
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
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
为前委书记”。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
景下，古田会议召开了。

两万多字的古田会议
决议共分

９

个部分：关于纠
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
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
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
训练问题、青年士兵的特种
教育、废止肉刑问题、优待
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
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其中，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
想》是决议的核心部分。 它
深刻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
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
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
向，并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
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
纠正的办法。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
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
训， 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
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
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
的中国红军， 建设成为党
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
根本问题。 徐飞介绍，古田
会议决议创造性地回答和
解决了“党指挥枪”等军队
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开辟了新型人民军队政治
建军的成功之路， 铸造了
人民军队的军魂， 奠定了
中国特色军事制度的坚实
基础。

８０

多年来，人民军队在
古田会议精神的光芒照耀
下，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
人，军队建设有了长足的发
展。 今天，古田会议决议对
我军在向世界一流军队阔
步迈进的征程中，仍然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

（据新华网）

二战食物武器:

炸药掺面粉吃

土豆助反潜

2018

年新年将近， 家家户户
都要准备美食，大快朵颐了。 不过
您可曾知道，有些美味佳肴，曾在
战场上大显身手， 帮助士兵们取
得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胜利。

面粉危险小心勿食
对家庭主妇来说， 面粉是司

空见惯的食材。 二战期间，为了向
敌后游击队提供武器， 美国战略
情报局（

OSS

）就把主意打到面粉
身上。

1942

年，

OSS

为活跃于缅甸的
克钦族抗日游击队开发出

C

型粉
状炸药，它是将面粉和

TNT

炸药混
合制成的特种炸药，表面看与普通
面粉没什么两样。 之所以要做成这
个样子，是为了方便把炸药送给游
击队使用，如果运送者被日本哨兵
拦住，完全可以声称自己运送的是
面粉，如果对方不信，还可以当场
吃点下去。不要担心，

OSS

的使用说
明显示，

C

型粉状炸药无毒，可像普
通面粉一样制成面包、 饼干等形
状，不得已时可以食用。

炸药做好后，

OSS

用美国最畅
销的面粉品牌———“杰迈玛阿姨”

命名。

OSS

特工弗兰克·格里森回
忆：“

OSS

官员向我展示过‘杰迈玛
阿姨’，它看起来和我老婆用的面
粉没什么区别。 我们把这玩意运
到缅甸敌后根据地， 我教克钦战
士如何用这种炸药， 先把它们烙
成大饼，然后插入雷管，在此过程
中， 无论你怎样蒸烤， 它都不会
炸。 不过，把这样一篮子‘大饼’放
到某个目标附近，定上时间，它保
准能轰！ ”

据统计，总共有
15

吨“杰迈
玛阿姨” 炸药被运到缅甸战场
并得到使用， 其间日军没有任
何察觉。

“土豆手雷” 近战利器
美国海军“ 奥巴农” 号

（

O'Bannon

）驱逐舰是最早下水服
役的弗莱彻级驱逐舰， 也是少数
参加完整个太平洋战争的驱逐

舰， 美国第
3

舰队司令哈尔西上
将评价它：“如果不提‘奥巴农’的
作战经历， 整个太平洋战场的历
史将无法书写。 ”

整个战争中，“奥巴农” 号最
传奇的一幕出现在

1943

年
4

月
5

日。 那天，正在巡逻的“奥巴农”

号突遇浮出水面的日本
RO-34

号潜艇。在驱逐舰面前，浮在水面
上的潜艇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奥
巴农”号迅速冲过去，打算直接撞
沉它。不过就在双方相撞前一刻，

“奥巴农”号舰长发现自己将撞击
的是一艘布雷潜艇， 艇上可能载
着尚未布撒的水雷， 撞击的结果
可能是大家同归于尽。

于是，“奥巴农” 号赶紧转舵，

改用舰炮射击，日本潜艇几乎被打
成筛子。 可奇怪的是，这只“筛子”

居然没有沉没。 此时，“奥巴农”号
与日本潜艇平行，双方几乎贴在一
起，由于距离太近，驱逐舰上的大
炮无法调低射角， 因此难以射击，

倒是日本潜艇上的水兵开始嚣张
起来，纷纷跑上甲板，用机枪向“奥
巴农”号扫射。

美国水兵见状慌了手脚，他们
刚才只顾着开炮，谁也没想到海战
居然还能用上枪支。眼看着日本人
的子弹打到自家军舰上，美国水兵
们瞥见甲板角落里堆着一堆土豆，

于是纷纷抓起土豆扔向潜艇。 正
在瞄准的日本兵看到黑乎乎的东
西如雨点般砸来， 误以为那是手
雷，赶紧扔下枪往海里跳。 日本潜
艇上的短暂慌乱给了“奥巴农”号
机会，它立刻拉开与潜艇的距离，

继续用舰炮猛轰， 终于将日本潜
艇送入海底。

第二天，哈尔西将军听说“奥
巴农” 号击沉日本潜艇的经历后，

特地发来贺电，称赞该舰官兵“创
意非凡，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打
击敌人”。此战后，“奥巴农”号又得
了一个绰号———“幸运的大

O

”。

（据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