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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革命武装。”据和仁介绍，为紧跟革命斗

争形势，开南研习所编排了一批激励人民的

革命歌曲，如《反三征》《劳喂歌》《我们

是解放军》等，在开南及周边村庄广为传唱，

在以歌舞见长的纳西族群众中起到了理想的宣

传效果。

掀起革命星火燎原之势

组建开南研习所后，中共丽江县委广泛发

展各类革命群众组织。大家高唱《劳喂歌》，

上演“反三征”（征粮、征税、征兵，简称“三

征”）的歌剧，群众斗争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源源不断的革命宣传下，丽江的“云南农民

抗争会”（简称“农抗会”）、“妇联会”和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规模不断壮大，国民党政府

在丽江农村已落入“征不到粮、征不到税、征

不到兵”的境地。

随着党组织规模扩大，中共丽江县委也有

计划、有步骤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争取全面解

放的斗争中来。1949 年 5 月 1 日，中共丽江县

委组织城乡各界群众 1.5 万余人在丽江中学操

场隆重集会并举行大游行。至同年 6 月底，中

共丽江县委下属已建立了文瑞、拉市、开南、

大研、九河区委会，石鼓、红岩、巨甸临时区

委会，丽江全县发展党员 599 人，组建的“农

抗会”拥有会员 1 万余人。同时，抓紧时间做

时任国民党丽江县县长习自诚的思想工作，向

他宣传全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和党的政策，

促使其弃暗投明。此外，中共丽江县委还积极

组建革命武装，建立以杨尚志为大队长、400

余名佩枪士兵组成的丽江县人民自卫大队。

经过中共丽江县委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对敌

工作，国民党政权名存实亡，革命的高潮已经到

来。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以开南研习所为

中心播撒的红色星火，最终酝酿成荡涤国民党统

治势力的燎原之火，打乱了国民党在西南边陲的

战略部署，促成丽江在1949年 7月 1 日解放。

为革命输送大批骨干

在开南研习所成立期间，中共丽江县委紧

跟党中央战略部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

足广大农村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党员、干部、

群众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

等著作。

“当时，开南研习所的干部认真学习革命

理论和各级党委的政策文件，学习态度可以

从县委的一则通知里看出，其中写道：‘要

求全县干部认真学习发下去的材料，要求每

人写出学习心得，哪一个不认真学，不交学

习心得的，一定以党纪论处。’”和仁说。

开南研习所依托开办农民识字班、青年读书会，

教授革命歌曲等形式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主张。在其影响下，一

大批开南群众踏上革命道路，成为丽江解放和

建设丽江的骨干。

“开南研习所的存在只是历史的一瞬，但

它对丽江当代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丽江

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认为，开南研习所

创造了共产主义思想与纳西民族文化相结合的

成功经验，为滇西北地区的解放培养输送了

一批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开南研习所对

身处知识经济时代的后来者也有诸多启示：

先行者们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丽江完成伟大

转折；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后来者们，

只有承袭开南研习所的革命精神，才能经受

住时代的考验，实现丽江各民族共同发展。

如今，开南研习所已成为“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其所

处的贵峰社区，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

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特点，努力打造“红色文

化 + 生态产业”的乡村振兴范本，以红色精神

引领当地各族群众共同迈向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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