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9年12月，鄂西特委在石首县根
据地袁家铺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西特区第
二次代表大会。中共湖北省委派代表与会
指导。大会由周逸群、万涛和段德昌等组
成的主席团主持。党代会上，代表们就党
的任务、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
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关于鄂西
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
12个文件。《关于鄂西党目前政治任务与
工作方针决议案》分析了鄂西政治经济状

况与革命形势,这个决议案的通过，为鄂西
地区的工作制定了正确的行动纲领。

大会通过的《关于鄂西党的组织决议
案》，回顾了鄂西党的组织发展历程，检讨
了鄂西党的组织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纠正途径。决议案确定了工作的中心
区域“党应集中力量去谋发展”。决议案
还规定要“建立支部生活”“健全地方党部
及其工作”等。

大会全面部署了鄂西地区的各项工

作，组成新的鄂西特委领导机关。接着举
行二届一次特委会议，选举周逸群、众鸣、
文化3人组成常委会,周逸群为书记。特
委机关设在沙市。

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体现了党
的“六大”的基本路线，其主要精神是符合
鄂西地区革命斗争实际的，对鄂西地区后
来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但某些错误和缺点，对鄂西日后革命
斗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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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群，湘鄂西红军和苏区创
建人。

1896 年生，贵州铜仁县人。1924
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同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
展武装斗争，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区
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先后任中共湘
西北特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1930
年2月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
兼政治委员。7月率第6军与第4军在
公安县会师组成第 2 军团，任军团政
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
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9月，
调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
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在第2军团
主力南征、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极
端困难情况下，领导组建江左、江右军
两个指挥部和独立团，实行全民皆兵，
相继取得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的胜利，保卫了洪湖苏区，壮大了红军
和地方武装力量。1931 年 5 月，在湖
南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
击，英勇牺牲，时年35岁。

1930 年 ，红 六
军建立，壮大了革命
力量；4 月中旬，鄂
西苏维埃五县政府
的成立，开启了洪湖
革命根据地的崭新
阶段。随着红六军、
红四军胜利会师，红
二军团成立，洪湖革
命根据地得到巩固
和发展，革命形势一
片大好。1930 年 10
月上旬，湘鄂西特委
正式成立，湘鄂西根
据地有了统一的领
导核心，12 月，湘鄂
西第二次工农兵贫
民代表大会召开和
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标志着以洪湖为中
心的湘鄂西革命根
据正式形成。在党
的领导下，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广大军民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
下，取得了三次反围
剿和抗击水灾的胜
利，用无畏的精神和
献血捍卫了胜利果
实，谱写了一曲气贯
长虹的革命战歌。

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
正是蒋桂军阀混战和鄂西各派国民党军阀
争斗日益剧烈之时。会后，鄂西特委趁国
民党军阀混战及阶级矛盾尖锐之机，积极
贯彻鄂西“二大”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力争
扩大红军和发展游击战争，完成建立“数县
联合政权”等任务。1929年12月中旬，特
委遵照中央指示，在峰口将鄂西游击总队
升编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亦称中央
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下辖3个纵队。

1930年2月5日，中国红军独立第一
师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监利汪家桥会
师。鄂西特委及时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中
央计划，并举行全体官兵大会，宣布中国
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
军第六军，军长孙德清（不久因病离职，由
邝继勋接任），政治委员周逸群。下辖3
个纵队。此外，鄂西特委为加强党对红六
军的领导，改进红六军的政治工作，以特

委和中央巡视员的名义，组成红六军党的
前敌委员会。

红六军的成立，完成了洪湖地区革命
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集中
的重大飞跃，适应了洪湖地区由游击战转
变为一定规模的游击性运动战的需要，开
创了鄂西地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1930年 1月，江陵县苏维埃政府成
立。2月，石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于袁家
铺。同月，潜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于拖船
埠。3月，调弦口市苏维埃政府成立，鄂西
特委迁至此地办公。在监利三区（分盐）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进一步推动了各县革
命斗争的发展。

鄂西特委认为，尽快建立县级以上的
联县苏维埃政府，以统一根据地的各项政
策、法令，加强对各县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指导，既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已经
具备了必要的条件，遂决定于4月10日召

开苏维埃代表建立联县政府。4月中旬，
在调弦口皇陵庙召开包括江陵、石首、监
利、沔阳、潜江在内的5县工农兵贫民代
表大会。大会宣告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
联县政府，选举周逸群、万涛、彭之玉、屈
阳春、戴补天等组成苏维埃政府主席团，
周逸群为主席。鄂西五县联具政府的建
立，是红六军和鄂西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
结果。它使洪湖地区的根据地有了统一
的行政领导机构，从而开始了革命根据地
建设的新阶段。

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所辖范围，
实际上包括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
以及华容等县的大部分农村，拥有石首、
潜江两座县城和藕池、调弦口、郝穴、沙岗
峰口、府场、小河口、戴家场、汊河口、朱
河、文塔等大小集镇数十座。石首的调弦
口，驻着鄂西区党、政、军机关以及鄂西农
民银行，是洪湖根据地这一时期的首府。

红六军和鄂西五县联县政府成立

红二军团建立及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洪湖根据地及湘鄂边根据地的形成，
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湘鄂西地区革命斗争
的迅速发展。

1930年5月间，红六军执行省委关于
东进的指示，前锋直抵汉阳县蔡甸镇。这
时，中央和鄂西特委一再指示红六军西
返，与贺龙在湘鄂边组建的红四军会师。
兴军西移至沔阳县的沙湖休整，将第一、
第二纵队改为十六、十七两师，十六师由
王一鸣任师长，王鹤任政委；十七师由许
光达任师长，李剑如任政委。

贺龙率领的红四军，遵照中央指示，
按鄂西特委的要求，自3月初开始由鹤峰
东出，两次被沿途堵截的敌人挡回。6月
2日第三次东出。6月14日，开抵松滋县
刘家场，与松滋县委取得了联系，托其与
红六军及公安县委联络。7月2日,红四
军获悉红六军已占公安县城，于4日从西
斋出发，下午两军会师。

7月7日，两军前委在公安县城南平
镇文庙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
红四军改为红二军，与红六军合并为红二
军团并组成以周逸群为书记的红二军团
党的前敌委员会。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
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二军军长由贺龙

兼任，政委朱勉之。六军军长邝继勋，政
委由柳克明兼任。

贺龙后来回忆到这一段经历时，对红
二军团成立的意义作了深刻阐述。他在
《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中写道：
“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
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党的、人民革
命事业的巨大胜利，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
革命武装的巨大胜利。是党在大革命失
败之后,开始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人农村
并在那里依靠广大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
设农村根据地的巨大胜利。”

红二军团在荆江两岸、襄河南北的
军事行动，扫除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内大
部分白色据点，发展了苏维埃运动。石
首、潜江县苏维埃政府迁进了县城，区、
乡苏维埃政府也普遍建立。石首、江陵、
监利等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相继展
开。各地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
织迅速增长。各地赤卫队成为配合红
军、游击队作战及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力
量。经济、教育、文化和卫生工作也有了
一定发展。至此,洪湖革命根据地得到
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为新的斗争奠
定了基础。洪湖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千
秋
碧
血
洒
湘
鄂

艰
苦
卓
绝
战
荆
襄

湘
鄂
西
红
色
革
命
历
史
简
述
（
上
）

英烈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