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32023年第8期·　　　　 ·新西部

Party's  History & Party  Building丨党史·党建 Ｐ

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举措与启示
 李滨宇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结合抗战形势及党内实际状况所开展的增强党性的举措，卓有成

效。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召开增强党性的专题政治局会议、制定颁布《关于增强

党性的决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等措施，对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强党性以

及新时代党的建设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在建党之

初就明确要求对党员进行增强党性的教育，

但 在 那 时 只 是 作 为 一 般 问 题 提 出 来 ， 并 非 当 作 特 殊 问

题，外加战事紧张，党性教育一直没有被纳入党的议事

日程。而延安时期，党中央结合抗战形势的需要以及党

内实际状况，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这一项工作，并卓有成

效。本文将简述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举措及启示，以此

文同大家交流。

关 于 党 性 ， 中 央 领 导 人 有 过 许 多 论 述 。 刘 少 奇 在

《人的阶级性》中谈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

者阶级性最高而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

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最集中的表现。共产党

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 [1]简而言

之，党性是指能正确地站在本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把

握住了马列主义的精髓和方法，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

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党员要真正做到服

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这就

是每个党员应有的党性。

增强党性的背景

众所周知，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辉煌

的时期之一。从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

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工作

取得了卓越成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全国性大党。

但是，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残余势

力，在党内还未来得及肃清，极大阻碍着党在思想上、

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以及党的正确路线的贯

彻与执行。结合党内当时存在的其他问题，必须在全党

广泛实行增强党性的教育。

1、抗战时期艰苦卓绝的环境

抗 战 时 期 我 们 党 处 在 与 民 族 大 敌 的 残 酷 斗 争 中 ，

又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

中 。 这 种 新 的 环 境 使 我 们 党 发 展 壮 大 ， 当 时 有 8 0 多 万

党 员 ， 5 0 多 万 军 队 ， 在 几 千 万 人 口 的 区 域 内 ， 建 立 了

“三三制”政权，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

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正因为我们党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

的力量，日本法西斯、国民党顽固派、汉奸和其他反动

势力，就要采取比以往更加残酷激烈的手段来瓦解分裂

我们的党。党处在这样的复杂环境和艰巨任务面前，就

比以往更加需要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更加需要思想一致

与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自身，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漏

洞趁机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团结。

2、党员组成人员的多元化

抗战以来，大量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分

子入党，他们迫切需要增强党性。据统计，80万党员里

面有75万都是新党员，并且他们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形成过程中入党的，人员成分相当复杂。新党员里面

很多已经成为中流砥柱，但是大部分新党员仍需要接受

党更深层次的教育。同时，当时又处在比较分散且长期

的游击战中，我们的同志是身处在被分成若干块的小地

方坚持长期斗争并建立了根据地，在这样的环境中彼此

接触甚少，就容易出现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

的负面力量，更有甚者，各自为政，跟党中央搞独立，

严重地破坏了党的路线的贯彻和执行。

3、遵守党纪国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抗战时期就已经产生过一

些严重的事件和现象，这向全党发出了红色警告。某些

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有的甚至采取对

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工作；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