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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熔炉：泉漳中学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东南处的南园滨江绿

地，上海人俗称南园公园。 这里曾是闽南同乡
泉漳会馆所在地， 建有泉漳中学。 从创办开
始， 泉漳中学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的
重要场所。 1922年至 1927年，学校许多师生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至 1929年，已有
许多共产党员在校任教， 包括建国后曾任中
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政协副主席的靖
任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9 年中共江苏省
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泉漳中学召开。 中共
五大后，中央撤销了中共江浙区委，在上海建
立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所以 1929 年上海既
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也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
地，当年出席大会的 37 名正式代表是代表了
包括上海 1600名党员在内的江苏全省党员。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 李立三作为中央代
表到会指导。 会上，李立三代表中央作《政治

报告》和《政治结论》，周恩来作《中央组织问
题报告》。 11 月 26 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二
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维汉为书记。 江苏省
委二大在泉漳中学召开与学校的红色底色是

分不开的，当时学校建有一个教师党支部，校
内革命活动十分活跃，上海反帝组织、左联、
社联、青年文艺联合会等革命团体，经常在这
里举行集会。

直到 1941 年学校被迫停办，泉漳中学的
革命活动没有中断过， 为党培养造就了一批
革命战士， 也给南园这片土地烙上了深刻的
红色印记。

我是五里桥街道机关离休党支部韩清
泉。泉漳中学的革命活动为党的发展壮大做
出了贡献，让南园有了深厚的革命底色。今
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接续
奋斗！

为庆祝建党 99 周年，也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的到来，五里桥街道党工委精心组织开展“百年百人话初心”初心

党课活动，让身边的党员讲好百年的故事，推动广大党员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从历史中汲取坚守人民立场的定力，永葆共产

党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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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人话初心”初心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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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清泉 五里桥街道机关离休党支部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大革命失败后 ，民主革命运动暂时进入
低潮，当时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
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而有悲观思想

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 ，怀
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同志于 1930 年 1 月 5 日给党内同志
写信，答复“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信中批评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

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 ， 指出只有中国
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 ， 才是
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

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 星星之火 ， 必将燎
原 。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 ， 总结各个革命根
据地的经验 ， 发展 “工农武装割据 ” 的思
想 ， 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 ， 在农村
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 ， 待条件成熟
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

理论 。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

权理论的重大发展。通过形象化的描绘，毛泽

东同志批评了当时党和红军中存在的悲观右

倾的思想，同时也告诫不能患有左倾急躁病，
进而号召党和红军满怀必胜的革命信念和意

志、开展切合中国革命实情的革命武装斗争，
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一年九月，在上
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党内“左”
倾错误，“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得到了一
定的纠正。

我是海粟幼儿园的黄志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对时局进行了客观准确的判断和
定位，安定了党内的同志，让他们看到了革命
的希望。这篇经典著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
深入了解历史，还可以教育我们如何在逆境
中保持正确方向、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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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煜 黄浦区海粟幼儿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 “土地革命

战争”，土地政策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1931 年 2 月，毛泽东依据中共苏区
中央局通告第九号 《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
略》的精神，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
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
确定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11 月，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
形式把土地革命的任务固定下来， 规定没收
地主、富农、反革命及农村公共土地；土地分
配的原则是 “地主不分田， 富农分坏田”；以
“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方法”按人口或
按劳力平均分配； 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允许农
民出租、买卖。 该法的实施扩大了土地革命的
打击面。

这是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制定

的土地法， 贯彻了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剥

削制度的基本原则， 肯定了过去土地法令中
许多正确内容， 对于推动和保障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的开展，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解放
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生产
和革命的积极性，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该法
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之类的“左”倾
政策， 后来得到了纠正， 成为一部适用时间
长、范围广的土地法。

我是五里桥街道桑城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陈仁。解决土地问题是我党不断解放发展农
村生产力的重要方式。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
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实现了土地所
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十
八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进
一步放活了经营权。今天，我们仍需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改革，完善农村经营体制，助力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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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仁 桑城居民区党支部

南园——————泉漳中学遗址所在地
泉漳中学创始人林环岛及其夫人

毛泽东给党内同志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1993300根据地发的土地证书
土地革命时期农民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