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着一份90年前毛泽东亲自签发的特殊文件——《关于

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个反腐法令，是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反腐倡

廉运动的根本准绳，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的政治决心和依法反腐的伟大开端。让我们循着历史

的足迹，探寻这一反腐法令出台的始末。

公开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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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他是
赣南早期革命的一面旗
帜，是宁都第一个基层
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遭遇挫折时，他始终信
念 坚 定 ，舍 小 家 为 大
家，把党的革命事业放
在首位；面对敌人的严
刑拷打，他大义凛然，
始终保守党的秘密，彰
显共产党人的崇高风
范。他就是宁都籍革
命烈士彭澎。

1926 年春，受党组
织委派，在北京师范大
学读书的宁都籍党员温
雪堂回到家乡开展革命
活动。早就阅读《新青
年》等进步杂志，接受新
思想洗礼的彭澎，在温
雪堂的启发和教育下，
考取了赣南农工运动干
部训练班。同年 12 月，
经陈赞贤、萧韶介绍，彭
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在陈赞贤的主持
下，中共赣州特别支部
宁都小组在赣州成立，
彭澎当选为组长。

1927 年 1 月，训练
班毕业后，彭澎回到宁
都开展革命活动。他
以国民党宁都县党部
干事的公开身份，在群
众中积极开展工农运
动。他与温雪堂、王俊等人深入农村，广泛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道理，组建了宁都县
工会和农协筹委会。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
农协筹委会与国民党宁都当局进行有理有
节的斗争，有力地保障和维护了群众的利
益。不久，彭澎被调到赣州总工会工作。3
月 6 日，国民党反动派在赣州枪杀了赣州总
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白色恐怖重新笼罩赣州
城。彭澎奉命离开赣州城，返回宁都开展秘
密工作。

土地革命初期，为了革命的需要，宁都党
小组升格为中共宁都县支部干事会，彭澎任
书记。为打击国民党右派反动派势力，1927
年 6 月，彭澎等人策划领导了以宁都莲峰中
学进步师生为先导的全城工农商学群众反蒋
大示威，愤怒控诉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宁
都反动势力一面急电南昌国民党省党部要求
严缉共产党，以除后患；一面立即查封莲峰中
学和抓捕革命人士。为了保存和积蓄革命力
量，彭澎在县城东门外石华仙召开党员秘密
会议，决定全体党员以农村为落脚点暂时分
散开展活动。

8 月下旬初，南昌起义军一部途经宁都南
下广东。彭澎、温雪堂、王俊等人与群众和各
界代表，在县城北门外亭子岭垴夹道欢迎起义
部队，并为部队筹集 3000 块银圆和 2000 斤大
米。彭澎、温雪堂等加入起义部队，随起义军
南下进入广东。10月，南昌起义军在广东三河
坝失利，彭澎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只身返回
宁都，以教书为名，先后在湛田、黄陂、小布等
地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及地方革
命武装。1928 年，彭澎与郭定远（中共赣西特
委派来的代表）、赖奎轩、王俊、江道明等，在宁
都县西北部山区先后组建了中共宁都特别支
部委员会、中共宁都区执行委员会，彭澎任区
执委会军事部长。

1929年2月，红四军进入宁都县城。毛泽东、
朱德、陈毅等红四军领导接见了彭澎等宁都党
组织负责人。毛泽东等把红四军进军赣南的
目的意义告诉彭澎等人，并希望宁都地方党组
织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帮助红军筹
集粮饷。为此，彭澎立即派人在大街小巷广泛
宣传红军是专打土豪、为穷苦人谋利益、保护
商家公平贸易的军队，争取了中小商人对党和
红军的拥护和支持，树立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
形象和威望。在彭澎等人的组织领导下，筹款
任务顺利完成，共筹集到银圆 5500块（比原计
划超过500块），白布300匹，草鞋、袜子各7000
余双。这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第一次得到
这样充裕的军需补充。

同年 5 月初，宁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
会、宁都县赤卫大队宣告成立，彭澎被推举
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主任。红四军离开宁
都后，宁都县城又被国民党占领。彭澎等人
转移到北部山区安福、黄陂、小布、洛口、东
韶等地，继续领导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
国民党守望队、靖卫队的嚣张气焰。当时，
国民党宁都当局以 600 块银圆的重金悬赏
彭澎的人头。

1930 年 7 月，彭澎率游击队在宁都县北
部转战李家坊时，因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行
动不便，不幸被捕。当地农会组织群众将彭
澎救出，藏在村里的庙中。国民党派出重兵
包围村子，扬言不交出彭澎，就要烧毁全部房
屋、枪杀所有百姓。在这危急关头，彭澎为了
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
外，毅然从庙里走了出来，大声说道：“住手，
彭澎在这里！”随即，他对乡亲们说：“乡亲们
别难过，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很长久，革命一定
会胜利！”

诱降不成后，敌人便对彭澎严刑拷打，仍
然一无所获，最终将他杀害，并把他的头颅悬
挂在城门示众七天。彭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
年仅31岁的宝贵生命。

贺龙元帅每每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刻
总是挺身而出，他说：“因为我是个共产党
员，还怕困难吗？”然而，贺龙为了让自己成
为一名正式共产党员，却经历了数十次的苦
苦追求。1951 年贺龙曾对一位同志说过：

“有的材料写着我 70 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
求，我也记不清了，没有 70 次，恐怕也有几
十次吧。”

贺龙出身寒门，一直在不断地追求真理。
15 岁的贺龙就呼吁伙伴们要搞刀枪，干革
命。不久，贺龙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
命纲领，年仅18岁的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追
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可贺龙在参加
革命党之后发现国家依旧危难，人民仍然贫
困，他不禁开始思考依靠旧式武装进行革命的
道路是否正确。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
败，贺龙逐渐认识到，穷人要翻身解放，必须得
抓住枪杆子。于是他酝酿了向反动当局夺枪
的计划并三次成功夺得武器，拉起了自己的队
伍。贺龙在参加党的七大时填写的履历表上
写着：“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
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
司令。”

1921 年 7 月，一位名叫花汉儒的马克思
主义信仰者热情地向贺龙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在贺龙的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自此贺
龙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靠近。1926 年 8 月，共
产党员周逸群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到贺
龙军中开展政治工作。贺龙与周逸群一见如
故，他向周逸群请教了一连串的问题，如革命
政府是怎样领导部队的，国民革命军为什么
要设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为什么要组
织宣传队，宗旨是什么……周逸群听后都十
分认真地作了回答。周逸群对贺龙的思想影
响很大，在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龙对党的认识
也越来越深了。

一天，周逸群在一间房屋里主持新党员入
党宣誓仪式，从门外路过的贺龙正好看到了这
庄严而神圣的一幕。仪式结束后，贺龙拉住周

逸群一语双关地说：“门不要关得那么紧，也让
我进去。”可在当时，中央有规定，不准在友军
内部吸收高级军官入党。所以周逸群没有马
上答应他，而是回答了一句话：“共产党是不关
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来找
你的。”贺龙并没有因为周逸群的婉言回绝而
等待。在这之后，贺龙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入党
申请，但都未获批准。

1927年 4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
命，全国出现反共逆流和白色恐怖。面对敌
人的屠刀，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离开了，甚
至背叛了革命。此时，贺龙已经是国民革命
军第二十军的军长，手里有 7000 多兵力，而
且在北伐战争中打出了名气。贺龙成了香饽
饽，是各方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是欣然接
受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还是继续在质疑中提

着脑袋干革命？贺龙这样说道：“我贺龙找真
理，找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
了。就是把我的脑壳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
走到底！”

此时，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接受了党的
第一个命令，被任命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整个起义队
伍中，贺龙的第二十军约占总兵力的一半。贺
龙喊出“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的口号，并
且要求部队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

8月 25日，以贺龙为军长（兼国民革命军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第二十军，到达瑞金东
北 15公里的壬田镇，在大垄里与堵截起义军
的“讨共第八路军”右路总指挥钱大钧部 5个
团遭遇。贺龙亲率所部一个团与敌接战，第九

军军长朱德也率一个连投入战斗。数小时后，
以叶挺为军长（兼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的一军
一个团也赶到参战。起义军不畏强敌，越战越
勇。下午6时许，敌人开始往瑞金及会昌方向
溃退。起义军兵分三路追敌而去，直至瑞金西
南 30公里的谢坊，逼近会昌城才停下。这一
仗，起义军以少胜多，击破敌人3个团，是南下
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8月 26日，起义军攻占了瑞金县城，中共
前敌委员会等领导机关驻扎在绵江中学。在
瑞金城里，中共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参
谋团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政权、土地、劳动政
策和行军路线等问题，并作出相应决定。前
委因此正式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起义军）
总指挥。部队官兵则分散到瑞金城乡各地，
大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烈火炼真金，患难
见忠贞，贺龙又毅然地向组织再一次提交了
入党申请。

在贺龙的多次要求下，由周恩来向前敌委
员会提议讨论贺龙入党的问题，前委讨论一致
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批准贺龙入党。由谭平
山和周逸群代表组织与贺龙谈话。在这里，贺
龙虔诚地坐在板凳上，听着谭平山和周逸群问
话：“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
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
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贺龙淡然一笑，摊开
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谭平山和周逸群
又问：“你的社会关系呢？”贺龙说：“以前的社
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

9 月初的一天，就在瑞金绵江中学，前委
举行了贺龙的入党宣誓仪式，跟他一起入党的
还有郭沫若和彭泽民。周恩来、李立三、恽代
英、谭平山、周逸群等出席了仪式。在庄严而
简朴的入党宣誓仪式上，贺龙坦诚地说：“是党
的主张好，吸引了我，我喜欢，我信服，愿意为
它去战斗，信仰比黄金更贵重！为了实现自己
的信仰，我可以不要黄金，不要高官，我甚至愿
意去流血，直至奉献我的生命。”贺龙入党后，
编入了中央特别小组。从此，贺龙完成了由一
个旧军人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抗战时期的贺龙。（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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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这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
演。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一些
政府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腐败等现象也逐
渐表现出来，不仅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
影响苏区经济的发展，还严重损害党和苏
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什么样
的态度对待腐败，以什么样的行为打击腐
败，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成败兴
衰。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各种贪污、浪
费、官僚等腐败行为予以批判和打击。中
国共产党以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
刀刃向内，向贪污、浪费、官僚等腐败问题
宣战，在苏区大地掀起了历史上力度空前
的反腐败斗争。

1932年 3月，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题为
《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严厉谴责苏
维埃政权下存在的种种贪污、浪费行为，指
出：“这个时候，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
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
争。”并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把贪污分子驱
逐出苏维埃。1932 年 12 月，中央工农检察
人民委员会发布第 2号训令《关于检查苏维
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阶级异己分子及
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指示要开展
检举运动，将贪污腐化分子从苏维埃政府
机关及地方武装中清除出去。中华苏维埃
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还专设“突击队”

“铁棍”“铁锤”“铁帚”“可耻的黑板”等专
栏，专门刊登文章揭露各种贪污腐化、违法
乱纪的现象。从第 56 期起还专门开辟“检
举运动专号”,以推动反贪污浪费运动。在
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及苏区军民的支持
下，反腐倡廉运动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地
开展起来，并查处了一些贪污浪费案。如

1932年5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干部谢步陞
因贪污、偷窃等罪行被临时最高法庭判处
死刑。这一处决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
的第一枪，引起极大震动，充分展示了党和
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

出台反腐法令，推进依法反腐

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和苏维埃
政府领导人逐渐发现，由于缺少针对惩治贪
污浪费行为的专门法令，此类案件的审判与
量刑没有具体的规定与依据，亟需出台一部
专门针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为了把
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
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在中
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谋
划、部署、推进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
反腐法令正式颁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
泽东、副主席项英征询时任中央工农检察人
民委员部部长高自力、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
叔衡，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主任梁柏台等
司法机关领导人及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经调查论证，1933年12月，正式出台了《关于
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为保证其权威性，还将
此法令以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
关——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的名义，经中央
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张国焘、项英
联合签署后公开发布。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是中国共产
党颁布的第一部关于反对贪污浪费的法令，
对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
员的贪污浪费行为作出了具体的惩治办法
与量刑标准，党的反腐败斗争从此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

依法严惩腐败，建设廉洁政府

此后，苏区各级司法机关充分依据《关
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查处、审判了大批贪
污腐败案件，震慑打击了贪污腐化分子，向
全苏区党政干部敲响了反腐警钟，树立了清
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清风正气，有力地巩固
了苏维埃政权。

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
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等合计大

洋2000余元；“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
祥云贪污公款、携款叛逃、盗窃军事机密；于
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贪污公款、利用职
权经商牟利等先后都被最高法庭判处死
刑。此外，还查处中央财政部会计处长许文
亮贪污浪费；中央财政部管理科长王益哉不
顾需要大量购买办公用品、造成积压浪费，
过分装修防空洞、致使耗费过大；中央总务
厅管理处办事不精打细算，乱出高价购买建
筑材料等，这些贪污浪费案件不论大小都得
到及时严肃公正处理，有关当事人分别被依
法判处撤职、开除甚至监禁。

1934年 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向
全苏区干部群众发出警示：“应该使一切政
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
罪。”3 月 27 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关
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中指出，自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颁布以来，中央
苏区的反对贪污浪费运动取得很大成绩：
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
政、劳动、土地三部，粮食调剂局、贸易总
局。国家企业有中央印刷厂、造币厂、军委
印刷所、中央合作总社、邮政局、钨矿公司、
苏大工程处。群众团体有工农剧社、互济
总会及斗争委员会等。被检举的分子有会
计科长与科员 10 个，管理科科长及科员 8
个，总务处长 3个，司务长 4个，采办科长及
科员 8 个，财政处长 3 人，总务厅长 1 人，局
长 3人，所长 1人，厂长 2人。其查出贪污款
项大洋 2053.66 元，棉花 270 斤、金戒指 4
个。被检举的处罚，经过群众提议贪污分
子送法庭制裁的 29 人，开除的 3 人，包庇贪
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 1人，建议行政机
关撤职改调工作的 7 人，给予严重警告的 2
人，警告的4人。

以《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为代表的
反腐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以铁的纪律建
设了清廉苏区。在中央苏区，凡经发现的贪
污腐败分子和贪污浪费行为，都像过街老鼠
一样，没有藏身之地。1934年 9月 11日，中
央审计委员会在《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
结》，报告中写道：“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
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