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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纪念邓小平1948年4月25日在鲁山作《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报告60周年之际，《
邓小平在鲁山》一书-9我们见面——了。
这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生平和思想，加深学习理解邓小平理论，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
位于河南省西部的鲁山，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等就指挥抗日支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为夺取抗战胜利建立战略基地。
1948年4月，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一起率领中原局、中原野战军机关来到豫西及鲁山。
在半年时间里，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部队整军经武，领导地方发动群众进行土改。
成立了扩大了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邓小平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
在鲁山，邓小平作过四次重要报告，其中，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
今后的政策策略》的著名报告，就是他在鲁山召开的中共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作的。
他的报告总结和分析了战略反攻以来全国和中原的胜利形势，明确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文章通过敌我双方对内线与外线作战这个战略方针的认识和实施，说明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
从而正确地回答了反攻的迟与早问题，指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
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
文章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论述在三五年内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条件。
文章最后指出：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
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
全党同志都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这篇文章突出反映了邓小平在革命斗争中从全局出发的战略思想和勇挑重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
革命精神，显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和党性原则。
3个月后，邓小平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0月15日，在鲁山县城东程村，他在中共豫西区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传达了中央九
月会议精神。
随后，邓小平与陈毅奔赴郑州战役前线，直至他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指挥了淮海战役。
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在豫西及鲁山地区的这一段的活动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我们感谢《邓小平在鲁山》一书的作者们，并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刘金田2008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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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泛收集、整理小平政委在鲁山时散存的重要文献、史料和近年研究的新成果，编纂出版《邓小平在
鲁山》一书，是勤劳、朴实的85万鲁山人民的一个最迫切的心愿！
     以本书的出版，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邓小平鲁山“四二五”报告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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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率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第一
、二、三、六纵队共13个旅)在濮县至东阿之间(东起张秋镇西至临濮集)强渡黄河，歼敌6万余人后，8
月7日开始向大别山挺进。
8月23日，刘邓大军第一、二、三纵队已顺利渡过汝河，24日晨2时至下午4时刘邓中路部队胜利渡过汝
河，至28日上午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直插大别山，胜利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目的地的伟大
任务。
1947年12月，为扩大根据地，刘伯承率一、十、十二纵离开大别山，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实施外
线作战；邓小平率二、三、六纵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
1948年2月20日，中央军委电示刘邓大军主力撤出大别山。
1948年2月24日，刘伯承、邓小平(外线、内线指挥部)于安徽临泉县苇寨会合，部队在此集结整训。
1948年4月3日，中原局机关、中原军区司令部及刘邓大军主力从安徽临泉县出发，向豫西转移。
4月8日抵达上蔡县，4月10日从西平、遂平之间越过平汉线，经舞阳于4月13日进入叶县境。
当日，中原局机关及军区司令部驻叶县谷店、闫庄一带。
刘伯承、邓小平与陈赓、谢富治会面。
4月17日移驻叶县岗马村，5月4日又移驻叶县城。
1948年4月13日晚，邓小平来“到鲁山休息，同时也了解后方部队和当地的情况”，由时任后方司令部
党委书记张之强安排，驻中共豫陕鄂后委——后方司令部(鲁山县城基督教堂——福音堂内)后院的牧
师楼上。
1948年4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于叶县谷店召集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唐亮开会。
1948年4月17日，刘伯承、邓小平于叶县召集三纵、六纵陈锡联、王近山等领导人开会。
主要讲跃进大别山以后的情况，部署开展整党整军运动。
1948年4月20日下午，刘伯承、邓小平于叶县发出《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
194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鲁山了解陈谢兵团后方工作委员会工作情况，在县城福音堂牧师楼听了裴孟
飞的汇报，并就工商业问题在县城作了考察。
1948年4月18日至4月23日间的一天下午，张之强陪同邓小平到鲁山城西赵村考察。
晚间，住赵村张之强嫂嫂的娘家——郝成业家。
1948年4月25日，在鲁山县城召开陈谢兵团前方工作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联席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政策策略的报告》。
1948年4月26日，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政委李耀来鲁山向陈赓、谢富治汇报开辟陕南根据地的情况时，
见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对李耀说：“陕南虽然很艰苦，但那里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1948年4月26日，中共
豫陕鄂前委召开地委书记、专员联席会议。
邓小平和刚到鲁山的宋任穷、张玺共同参加了工作的讨论。
1948年4月27日，邓小平从鲁山出发，经叶县、舞阳县去泌阳县，与十纵领导人王宏坤、刘志坚同住泌
阳城西北苗庄寺村房东姚秀德家。
他调查了桐柏地区开辟新区工作的情况，听了二地委书记王国华、二专署副专员焦景尧、泌阳县委书
记史雷锋等人的汇报。
4月29日，邓小平在苗庄寺召开部分地、县书记(政委)和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汇报、部署执行新
区政策等。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改变中原解放区组织及其辖境与人选的决定致电中原局，称：“除
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
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
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十二同志为委员。
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为分局书记。
”又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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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
”1948年5月9日，邓小平在泌阳致电毛泽东，报告中原地区概况和当时工作的主要任务。
邓小平称：“到平汉路西后，我到后委驻了半个月，他们开了地书、专员会议。
适逢宋任穷、张玺等亦赶到共同参加了工作的讨论。
我们到了豫陕鄂区，算是对中原面貌开始了全面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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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48年4月，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新阶段，威震敌胆的刘邓、陈毅、陈谢在豫西会师。
其间，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同志战斗、工作、生活于豫西的叶县、鲁
山、宝丰地区，运筹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
他带着大别山的疲劳、拖着消瘦的身躯，在与刘伯承、陈毅共同谋划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倾注大量心
血研究处理解放区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
他亲自深入到鲁山县城的大街小巷和乡间民居，深入调查工商业等方面的情况。
在鲁山，他一方面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电告汇报，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偏向；另一方面多次
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安排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适时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工商业，动员群众
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他给鲁山人民留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伟大的光辉形象！
他实事求是、坚毅不拔、举重若轻、一心为民、刚柔相济的政治家风范，永远激励着鲁山人民奋勇前
进！
近年来，鲁山地方党史研究、地方志和政协文史资料等部门多方努力征集到了一批邓小平政委在鲁山
的珍贵史料；特别是2007年春节前夕，中共鲁山县委又专门从县党史研究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播电视局等有关单位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红色记忆采访队”。
并举行了有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主要领导参加的送行仪式，县委书记贺国营亲自为采访队
授队旗。
采访队全体队员肩负着县委、县政府的重托，承载着85万鲁山人民的深情厚意，冒着冰雪严寒，开始
了对曾接近、了解邓小平政委当年在鲁山时情况、现年事较高的革命老战士、老将军、老领导的采访
工作。
获得了一批文字和音像资料，并对他们提供的回忆录、纪念物品等一一登记、收存。
吃水不忘打井人。
广泛收集、整理小平政委在鲁山时散存的重要文献、史料和近年研究的新成果，编纂出版《邓小平在
鲁山》一书，是勤劳、朴实的85万鲁山人民的一个最迫切的心愿！
中共鲁山县委、鲁山县人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给予了全力支持，旨在以此书的出版，纪念我国改革
开放30周年，纪念邓小平鲁山“四二五”报告60周年！
《邓小平在鲁山》一书由张新河同志统一组稿，除署名有作者的章节外，其余章节均由新河同志撰写
、整理。
该书在编纂过程中，采用了中共鲁山县委党史研究室多年来征集的党史资料，参阅了于庆彬、董庆范
、尹崇智、乔永亮、袁占才、程广业等同志分别提供的文献、史料，吸收了“红色记忆采访队”集体
采访的成果，得到了县党史研究室董红侠、康冰涛诸位同志及豫西革命纪念馆全体工作人员和张九顺
、王天顺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几经易稿，多次修订．急促成编。
脱稿之后，又邀请中共平顶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杨建业同志、中共河南省原党史研究室任涛同志进行了
审阅、征得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书稿修改后，报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为此书付出辛勤劳作、做出无私奉献的学者、专家、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
谢意！
另外，该书在编纂过程中，参考、引用了中共湖北省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三军
经略中原》、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河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
室编著的《中原解放区史》及刘洪声、张林南主编的《张玺纪念文集》、任涛编著的《邓小平在中原
》、中共平顶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平顶山革命史概览》等有关文献史料内容，在此书出版之际
，深表谢意！
另外，书中还采用了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或图片，由于缺乏通讯地址，无法联系，谨表歉意和感谢，
并热切欢迎来函联系！
由于时间急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该书在编纂过程中，难免有不少错讹之处，切望读者指正，一便
再版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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