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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赣南，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版图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全
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指挥中枢，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
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她是新中国的雏形和基石。
2001年10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
曾指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
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
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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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措施为对象，详细考察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历史背景、廉政教育、检察
制度设计、会计制度设计、审计制度设计以及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作，总结了中央苏区反腐
倡廉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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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有利条件　　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已初步具备一定的条件。
　　其一，1931年9月，国民党对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军事“围剿”刚刚被粉碎，蒋桂战争
烽火再起，蒋介石被迫下令参加“围剿”赣西南、闽西的各路兵力退守赣州、吉安、宁都、广昌、永
丰、抚州等据点，集中兵力应付西南战事，而对红军取守势。
这给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之中的根据地军民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
一个良好的客观条件。
　　其二，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先后发出八份通告，对苏区的政权建设、工会青
年团工作、土地问题和反富农政策、地方武装建设等问题作出部署，经过半年多的建设与发展，10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赣东南苏区设立江西省，在兴国县成立中共江西省临时省委，任弼时任书记
，陈正人任宣传部长。
临时省委领导赣东、赣南和永吉泰三个特委。
10月下旬，成立中共江西省委，陈正人代理省委书记。
同时，原先一直处于分割状态的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经过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已连成一片
，苏维埃区域进一步扩大，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瑞金作为红色首都的条件已经具备。
瑞金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巩固的后方。
瑞金位于赣南、闽西交界处，地势优良，物产丰富，离中心城市较远，且受革命影响较早，群众富有
革命斗争精神。
早在“八一”起义部队途经瑞金时，就已建立起中共瑞金支部。
在红四军的帮助下，1931年5月，瑞金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7月成立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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