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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

“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

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方针，党中

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很赞同的。党中央制定的

“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

是总结了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

争经验而提出来的。

在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团结

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加强边区的民主

建政，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在边区政府诞

生五周年的日子，召开了边区参议会。边区参

议员早在一九四〇年边区民主大选时，就已经

选出，但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和各种条件

的限制，一直未能举行。

……

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

进 入 了 一 个 新 的 阶 段 。 我 欣 喜 地 为 大 会 题

了 词 ：

“我们屹立在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燕

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

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写 这 样 两 句 话 ， 并 不 单 纯 是 为 了 鼓 舞 士

气，振奋代表们的情绪，它确确实实是五年多

来，我们终日在枪林弹雨之中，出生入死坚持

抗战的写照。

……

到边区参议会召开的时候，晋察冀根据地

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边区政府

已经辖有十三个专区、九十八个县、六百五十

个区、一万五千三百多个行政村，共约二千万

人口。边区普遍实行了抗日的民主政治制度，

保障了各阶层人民的权益；进行了各项经济和

文化建设，发展了生产，不断战胜敌祸天灾，

改善了人民生活。五年来，边区军民从战争中

学习战争，经受住了严酷的战火考验，不管

敌人施展多少阴谋，依然不能摧毁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而且我们愈战愈强，不断壮大。到

一九四二年底，边区部队已达八万三千多人，

民兵有四十多万人。从边区创建之日算起，五

年间，我们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和

“蚕食”进攻，作战一万四千多次，毙伤日伪

军十七万四千多人，连同俘虏和投诚反正的，

总计歼敌达二十一万三千多人。

胜利是辉煌的，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

（其中有许多老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都把

满腔热血洒在了晋察冀土地上。人民群众为抗

日而牺牲的人数就更多些。仅北岳区部队，在

一九四一年秋季和一九四二年的几次反“扫

荡”中，就牺牲了一千六百多位烈士，英勇负

伤的达两千五百多人。尤其令人怀念的是，我

军优秀的指挥员、红军时期就当过军长的四分

区司令员周建屏同志，一九三八年六月，因劳

累过度，牺牲在战斗岗位上。……这些先烈，

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节选自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
（标题为编者所加）

周建屏（1892—1938）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生于云南宣威倘塘村。1926年进入黄埔

军校学习，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与方志敏、邵世平一同

创建了赣东北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担任军长。他先后参加过护国运动、抗日战争等，南征

北战，战功卓著，于1938年病逝。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在山西省盂县成立，周建屏被正式任命为
司令员，刘道生担任政委。在这里，周建屏和刘道生等依靠地方组织，改造乡村政
权，收编地方武装，动员青年参军，根据地实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晋察冀边区模
范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聂荣臻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不仅对晋
察冀根据地对抗日作出的贡献表示了肯定，还缅怀了周建屏等抗日先烈。

缅怀抗日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