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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课先锋讲坛J

党 课
央报告云南变故，派王少猷在昆明与党员杨东明联

系，照应在狱人员，并与王德三直接联系。姜济川、

王少猷叛变，王德三因被王少猷出卖，被捕牺牲，中

共云南地方组织被破坏。

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派李浩然到昆明，重

新建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中共南

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又派李群杰回云南建立了中共昆明支

部，云南党组织得以恢复和重建。

恢复重建的云南党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在工人、

学生、农民等各个领域发展革命力量，并严格遵循党

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

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通过谨慎、稳妥地打入

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党、政、军、宪、警、特等各部

门，发展组织、收集情报、培养基础、储备力量，极

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对云南的政治统治，为后来促成昆

明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打入军队  影响上层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对滇系范石生

第十六军和朱培德第三军开展了工作。1925年春，与

唐继尧作战失利后，滇军范石生部仅剩4000人，后在

北伐中得以壮大。范石生部在广西平马休整中，派其

姐夫老同盟会会员杜韩甫前往广州洽谈改编事宜，李

宗仁为之斡旋，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第十六军。但在改编前，必须组织好军党部。范

石生因此与新滇社王德三联系，通过周恩来及总政治

部副主任孙炳文决定，派韦义光、王振甲、夏崇先、

马季唐、赵薪传（赵贯一）等人，前往该军筹组军党

部。军党部成立后，成立了军政治部，总政治部任命

杜韩甫为主任，调海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余少杰任秘

书，其余职务为原派赴该军组织党部工作人员调任。

不久，杜韩甫到广州做该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工作，余

少杰代理政治部主任。余少杰是我党党员，因此该军

政治部一度为我党掌控。

据赵适然的回忆，“五卅惨案”发生前四天，他

和吴少默、赵济等人被党组织派到广州，不久加入了

第三军政治部。以新滇社为第三军办理政治训练班为

契机，大量人员进入第三军。训练班由新滇社负责人

王德三任班主任兼教务。

抗日战争时期对滇军的活动，一是表现为对张冲

及其部下的争取。二是表现为对龙云的联络。

抗战伊始，云南组建滇军第六十军开赴前线。

云南党组织安排张永和、刘孟田打入一八四师工作。

1941年，南方局从延安调朱家璧回昆明，利用其社

会关系，在云南开展对滇军的工作。1942年，南方

局派张文澄、杨全福（杨才）等到云南，与滇军第二

路军指挥部的方正组成调查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任

务就包含：负责联系滇军第二路军指挥部中的党员，

当然也免不了要做争取滇军军官的工作。而当时滇军

第二路军指挥部的长官正是张冲。据张文澄的回忆，

当时张冲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在他的部队中

活动。如杨才就是利用张冲的滇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的

电台与南方局机要科电台建立了联系。在此形势下，

宁坚任张冲的政治参谋，而张士明是张冲的滇军第二

路军指挥部警卫营（特务营）营长。张冲很信任这两

人。这样，这个指挥部机关和警卫营实际上为我党所

掌握。据杨滨的回忆，滇军第二路军后来整编为第

九十三军，宁坚、张士明、张子斋就留在第九十三军

工作了。

据刘浩的回忆，他曾以进步记者的身份面见龙

云，并给龙云提过建议书。1943年10月底，因董老

（董必武同志）的信中说要把华岗介绍给龙云认识。

后来，由刘浩带信面见华岗，转达了龙云请求派代表

的消息，华岗就要求刘浩带他见罗隆基。不久，经罗

隆基安排，龙云第一次接见华岗，时间是1943年11

月。从这时起直到龙云下台，华岗即以中共秘密代表

的身份与龙云接触，并做民主同盟支部和民主人士工

作。到1944年冬，华岗以党中央和南方局派驻昆明的

中共代表身份，与龙云建立起统战关系。

辛勤耕耘  结出硕果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长期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和滇军

开展工作，从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影响了一大批云南

军政高层和广大民众，建立了坚强的民主堡垒，对解

放战争时期滇军在东北的起义和卢汉起义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云南通电起义时，昆明周边有国民党重兵把守，

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开始密切关注西南各军阀的一举

一动，可谓压力重重。云南党组织长期坚持不懈地宣

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不仅宣传了党的正确主张，还

使云南与延安的文化认同差异缩小、广大基层民众普

遍接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救苦难深重的旧中国

的真知灼见。

由于党注重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宣传工作，云南党

组织及边纵队伍里，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一大批知识

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得力的

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