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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伟大尝试和预演，始于
中央苏区，始于红都瑞金。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近三年之久。
在这三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中央苏区取得“局部执政”的？
怎样实施“局部执政”的？
苏区执政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苏区执政的重大作用、深远影响及其历史启示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和深层解读的课题使命。
这些问题的科学研究与解读，旨在为当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实施科学执政、民主
执政、依法执政，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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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伯流，1942年出生，江西上饶人。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主讲“井冈山斗争史”），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从事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史研究40余年。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论著共计500余万字。
个人专著有：《中央苏区经济史》、《红土地史话》、《苏区英风录》、《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
小平》、《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合著（两人）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
中央苏区史》、《毛泽东与井冈山》、《毛泽东与瑞金》等。
　　凌步机，1948年出生，江西于都人。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赣州市红土地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
长期从事中央苏区史研究。
已出版党史著作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中央苏区史》（与余伯流合著）、《血铸赤国》、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红色赣州》、《邓小平在赣南》、《毛泽东与瑞金》（与余伯流合著）、
《中央苏区军事史》等。
主编、主撰党史研究著作41部，发表党史研究宣传文章100余篇。
其中《中央苏区史》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1996年获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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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治国安邦的预演局部执政的初探一、党在苏区执政的历史条件二、党在苏区执政的实践概况三
、党在苏区执政的基本经验四、党在苏区执政的重要特征五、党在苏区执政的历史作用第一章　坚持
正确的思想路线与党的领导是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首要前提一、红四军七大前后毛泽东“思想路线”
概念的最早提出二、《反对本本主义》与党的“思想路线”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三、苏区时期党的组
织系统与党员队伍状况四、注重思想建设是党保持先进性的关键五、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党在苏区
局部执政的根本保证第二章　妥善处理党政关系是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重要枢纽一、确立基本适合中
国国情的国体政体二、苏区的政权设计及其组织系统三、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体制与运行机
制四、党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原则与方式五、党与苏维埃国家政权关系存在的弊端与调整改善第三章　
注重经济建设是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物质基础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始于苏区二、正确处理革
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三、苏维埃中央政府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及其各项经济政策四、苏区经济建设
的全面开展及其成就五、苏区经济建设的重大历史作用六、苏区经济建设中若干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变
化七、党领导苏区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第四章　实施民主新政是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重大举措一、苏
区几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及各项立法三、苏区的社会治理
与社会新风四、党在苏区实行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第五章　关注民生是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根本
途径一、“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是党在苏区执政的宗旨二、土地革命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解决三
、切实关注民众的生产生活四、苏区民众的利益驱动和革命热情的进发五、“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苏
维埃模范县乡六、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真谛与影响七、血浓于水的党群关系是党在苏区执政的坚实基础
第六章　反贪倡廉是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切实保障一、苏区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二、苏区反贪倡廉的
重大举措三、苏区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四、苏区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模范带头作用五、苏区
反贪倡廉的重大成效第七章　总揽全局是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领导方略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和
组织革命战争的体制机制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与国家行为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
文化工作及其重大成就四、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成效五、党在苏区的兵运策略及其成
功运作六、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统领全局的领导艺术第八章　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指导的功过与党内
“左”倾错误的危害一、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功绩与失误二、毛泽东等中共
领导人同共产国际和“左”倾错误的较量与斗争三、党内“左”倾错误在苏区的全面推行四、“左”
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五、“左”倾错误在苏区全面推行的历史教训第九章　苏区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苏区精神的科学定位二、苏区精神的本质内涵三、苏区
精神的价值取向结语　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历史启示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
发，走自己的路二、切实关注民生，构筑密切的党群关系，防止执政资源的流失三、实行民主政治，
让人民监督政府，超越“历史周期率”四、坚持反贪倡廉，厉行铁腕治吏，维护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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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委员会委员的有：方维夏、徐特立、杨尚昆、沙可夫、魏挺群、曾镜冰、张欣、阿丕（陈丕
显）、潘汉年、谢然之等。
　　中央教育部的下设工作机构、职责为：　　初等教育局：管理初等普通教育。
　　高等教育局：管理高等普通教育。
　　社会教育局：管理扫盲识字、文化娱乐、地方报纸、图书阅览及革命博物馆、巡回演讲等。
　　艺术局：专负领导红军和地方文化艺术（主要是戏剧、歌舞、美术等）之责。
　　编审局：编辑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审查下级编辑的材料，并予以出版；凡中央苏区
及与中央苏区发生了直接联系的苏区，重要材料的审查权均在中央教育部。
巡视委员会：领导、计划巡视工作。
省、县教育部工作机构设置大致相同，均设普通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以及指导员若干人；但省教育
部设编审出版委员会和总务科，县教育部不设这两个机构，仅设文书1人，统计工作由普通、社会教
育两科兼管。
　　区教育部和市教育科，只设普通教育干事兼文书1人、社会驾驭干事兼统计员1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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