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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任弼时当选

为中央委员。会后，任弼时在武汉主持召开

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团中央

书记。此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汪精卫蠢

蠢欲动。任弼时领导团中央通过了两项政治

意见书，抵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张对蒋介

石和汪精卫给予坚决反击。陈独秀对此置之

不理。6 月 23 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扩

大会议上，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再次宣

读这份意见书，要求反对国民党的反

动倾向，陈独秀暴跳如雷，当场从

任弼时手中夺过意见书，撕得粉

碎，并踩在脚下。面对这种家长

式作风，任弼时始终以党的利

益为重，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毫不退让。

1931年4月，任弼时作为

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

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

长。此时，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教条主义已经盛行。

任弼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

抵制，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最大限度地减少党的损失，保护

了一批革命骨干。一次，在万（安）泰（和）边

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

团”分子供认为“AB 团”总部负责人。如属

实，张爱萍性命难保。面对这一重大案件，任

弼时没有轻信口供，而是派人作了详细调查，

结果证明张爱萍是无辜的。

1936年6月，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经

过长征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这时，张国焘

分裂主义劲头正足，对红二方面军的将领又

是送枪送马，又是封官许愿，极尽拉拢之能

事。任弼时看到这些小动作，了解了背后的

阴谋，他坚定表示：“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

套。”事后，他和朱德等人一道，同张国焘的错

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统一。

1940 年 8 月，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

秘书长。这期间，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到中

央办公机关的整顿、规章制度的建立，小到开

荒种地、开灶吃饭，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

精。1947 年 3 月，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

北，任弼时不但要同毛泽东、周恩来一道研究

部署军事行动，还要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

居住、物资供应、安全警卫、敌情侦察等工

作。长期高负荷的工作严重损害了他原本就

虚弱的身体。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曾专门派

一名医生到延安给中央领导人体检，结果任

弼时是唯一一位“病情严重”的。1948年4月

到西柏坡后，任弼时身体更差了。医生多次

建议他立即休息，但他依然忘我工作，根本看

不出是一个患有严重高血压、糖尿病的人。

一天深夜 3 点，身边工作人员看到他还在埋

头研究文件，就强行让他躺到床上，但他慢慢

从床上坐起来，说：“我们不但要迅速夺取全

国胜利，还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

需办啊！你们想想，我能躺得住吗？”

1950年10月24日晚，任弼时像往常一样

工作到深夜。之后，他翻过人生最后一页日

历，突然晕倒，再也没有醒来。

11 月 1 日，叶剑英在《人民日报》撰文哀

悼，文章深情地说：三十年来，弼时同志经历

了各种艰苦的斗争，对我党的青年工作、组织

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

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弼时同志却终身都是

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

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

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

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

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

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

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

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凡是同他一起工作或生

活过的人都知道，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

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任弼时曾两次被捕入狱，受过国民党反

动派的酷刑，加之长期劳累，身体一直不好，

但他总是忘我地工作。1947 年，蒋介石调集

重兵进犯陕甘宁边区，任弼时的工作千头万

绪，他的血压不断窜升，常常头晕，尽管如此，

他还是交代医生不要向毛主席反映自己的病

情，以免主席担心他的身体，减少他的工作。

1949 年 4 月 12 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青

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讲

罢头一部分，他开始头晕、心悸、气喘，剩下的

报告只能请别的同志代为宣读。他被迫休

息，接受治疗，但当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给毛

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请求工作。医生建议他

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 4 小时，而他常常要

工作8小时以上。

任弼时为别人想得多，为革命事业想得

多，为自己想得少，总怕麻烦人。在革命战

争年代，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任弼时经常

头晕，有时发高烧，但他总是咬紧牙关硬挺

过来，从不声张，以免大家为他操心。革命

胜利后，党中央进驻北京城，任弼时家住在

景山东街，房子狭小，还紧挨着马路，他的办

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马路上车辆行人川

流不息，声音嘈杂。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工

作和休息，要给他搬家。当了解到搬家得把

另一个机关迁走腾地时，他坚决不答应。他

说：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后

来，组织上准备把他住的房子修缮一下，他

又说，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免得给组织

上和同志们增加麻烦。就这样，任弼时坚持

住在景山东街那套紧挨马路的旧房子里，一

直到他逝世。

任弼时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生

怕多用公家的钱。平时，他身边的同志领东

西，他总要问，是公家按制度配发的，还是特

别要求的？如果是按制度发的，他就不说什

么；如果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他就加以批

评。他时常告诫同志们，凡事不能超过制度，

我们一丝一毫不能特殊！有一段时期，任弼

时住在北京市郊养病，为了减少用车次数，节

省汽油，他嘱咐工作人员，把要进城去办的事

集中起来一起办。任弼时生活十分简朴，他

那床直到逝世前还盖着的被子，是 1935 年长

征时的战利品，一条毯子也是 1934 年红六军

团突围时缴获的。任弼时还经常教育子女爱

护国家资财，节省开支，勤俭持家。进城后的

一天，孩子们翻出一些破衣服准备做鞋底，任

弼时看到后，从装破衣服的包袱里一件一件

地翻看，最后挑出两件破得还不太厉害的说，

这几件衣服还可以补一补再穿。进城了，我

们永远不能忘记节俭啊！

何长工原名何坤，1900 年出生于华容县

大乘乡大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6

年，他考入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学

习，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何长工

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总支部中最早的党

员之一。1923 年，何长工进入比利时劳动大

学学习。这年底，何长工返回祖国参加轰轰

烈烈的革命运动。

1925 年冬，何长工在华容秘密组织农民

团。次年 7 月，何长工带领农民团配合农民

协会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仅在华容就

公开处决土豪劣绅300多人。年底，他接收并

改造华容团防局，在部队中加入党团骨干力

量。他率部与反动派作战，肃清洞庭湖匪、打

击土豪劣绅，建立各种革命群众团体。在这

一过程中，何长工的领导能力得到锻炼。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何长工转移到武

汉，结识了毛泽东，后来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

收起义，上井冈山，成为毛泽东十分信赖和器

重的人。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派何长工去打听朱

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何长工一路

曲折，好不容易才到达长沙，但是南昌起义部

队已经辗转到了粤北。何长工又马不停蹄，

坐轮船经武汉、上海，再转海路，于12月中旬

赶到广州，随即由广州坐火车北上韶关。

本一片茫然。说来也巧，就在澡堂洗澡

时，何长工偶然听到有人说：“玉阶的队伍到

犁铺头了。玉阶是范军长的老同学。”何长工

眼前一亮，玉阶不正是朱德的字号吗？真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顾不

上天黑路远，一夜急行20公里，天亮之前终于

到达犁铺头，顺利见到了朱德。

1928 年 1 月，何长工接到毛泽东交给他

的另一项任务：担任王佐部队党代表，团结和

改造王佐部队。何长工靠自己的智慧和耐

心，最终将王佐部队改造成一支红军劲旅。

巍巍井冈山记录着何长工一段富有传奇

色彩的人生经历，促成朱毛会师、争取王佐部

队只是其中两个动人的章节。在这里，他参

与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的设计；他把国

民党营垒中毕占云、张威的部队由“白”变

“红”；他把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迎上

山。何长工作为红军指挥员，与战士们一起

浴血罗霄、英勇奋战。

何长工的家人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

牺牲。1930 年 5 月，担任红八军军长的何长

工，率部攻打长沙。何长工家乡华容县的土

豪、反动民团团长劝何长工放弃攻打长沙，并

威胁他，如果一意孤行，就把何长工全家杀

掉。何长工不为所动。长沙被攻克后，反动

派恼羞成怒，将他的妻子孟淑亚和两个孩子、

哥嫂、堂兄弟等一大家全部杀害。

1987 年 12 月 29 日，何长工因病逝世。

中共中央给予他很高评价：何长工同志功勋

卓著，德高望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以自己

的模范行动，实践了为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

“扛一辈子长工”的夙愿。他的功绩将永垂

青史！

何长工：忠于革命的“长工”

井冈山的同志们，图中前排左九为何长工。

任弼时：党和人民的骆驼

“三 怕”

任弼时（1904-1950）

1919 年春季开学时，任弼时考入长

沙长郡中学。在这里，任弼时不但发奋

读书，而且关

心时局，经常阅读书刊。五四运动爆发后，任

弼时积极投入这场斗争，他走出学校，走向社

会，组织各校学生下乡开展爱国宣传，发表演

讲，散发传单，演出活报剧等。这一年，任弼

时只有15岁。

然而，由于家境日益艰难，父亲任裕道无

力继续为他提供学费。为了找一条既不要家

里资助，又能读书学习的路子，1920 年暑假，

任弼时没有回家。他首先想找点门路去法国

勤工俭学，但没有成功。不久，经船山中学校

长贺明范的介绍，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

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当时，俄罗斯研究会

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任弼时立即报名，成

为第一批留俄预备生。

这年 8 月，任弼时和同班同学肖劲光等

人一同来到上海，进入上海共产党组织开办

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学习期间，任弼时

还参加了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

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上海社会主义青

年团成立后，任弼时等被批准入团，成为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1921 年 5 月，任弼时准备启程赴俄。这

时，他接到父亲任裕道从长沙写来的一封

信。在信中，父亲劝任弼时“谋事上海”，从长

计议。任弼时“捧读之余，泪随之下”。尽管

他非常体贴父母，理解父亲想把儿子留在身

边的心情，但决心既下，又岂能因儿女情长而

改变行动计划呢？任弼时“连夜不安”，终于

在临行前给父母深情地写了一封家书，表述

了自己的抱负和决心。他写道：

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

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

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唤奈何！……儿常

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

治世之才，前途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

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

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

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

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任

弼时在探索和比较中，已经找到改造社会的

理论和方向。他要造成“大福家世界”，就像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样，建立一个美好的共

产主义社会。

5月中旬，17岁的任弼时投寄了这封家书

之后，与刘少奇、肖劲光等6人，带着陈望道、

李汉俊、维经斯基写的介绍信和一张做生意

的护照，从上海吴淞港码头登船出发，先到日

本长崎，然后北上海参崴、伯力，穿越西伯利

亚，行程7000余里，用时近两个月，历经艰险

到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寻求真理的伟大征程。

一封家书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远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是中

国共产党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根本保证。任弼时、何长工、钟伟、文年生等一大批从岳阳走出去的党的优秀儿

女，他们精准地阐释了共产党人的人民观。

相关链接

何长工（1900-1987）

立党为公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执政为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