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地区位于广西东北部，扼中原入桂之要道。解放前，桂系军阀统治广西

的二十余年中，推行“三自”“三寓”政策，提出“桂人治桂”的口号，实行“五

户联保”，把广西置于他们的严密统治之下。桂林地区作为桂系军阀统治重地，

反动根基深厚，封建势力强大，人民生活困苦不堪。1949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

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桂林地区各县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但是，国民党反动

派并不甘心失败，卷土重来。敌人利用解放初期基层工作刚建立尚未稳定之机，

大肆造谣惑众，勾结地方反动势力，纠集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和惯匪等，组织起

一股股土匪武装，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企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桂林剿匪斗争历时一年半取得最终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桂林地区的剿匪斗争

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杨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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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桂林  
地区剿匪斗争的策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桂林地区

的匪患问题成为巩固新生政权亟

待解决的重大挑战。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桂林地委制定和实

施正确的策略，仅历时一年半就

根除了匪患。

（一）军事进剿与                     

政治攻势相结合

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

运用政策攻心瓦解敌人，是桂林

地区剿匪工作中行之有效的重要

方法。桂林、平乐两个专区都很

强调运用这一方法，桂林分区从

机关抽出 500 余人组成工作队，

深入各地发动群众，配合军事剿

匪开展政治攻势。[1] 地方各级也

很重视做好政治工作，各县通过

召开士绅会议、吸收各界开明人

士或能起到较大影响的投诚起义

人员参加，组织招抚委员会，通

过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向

土匪宣传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有关

的政策，以争取、瓦解土匪。召

开土匪亲属会议，动员他们劝其

子弟、亲人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各地还采取普遍召开群众大会、

出布告等方式，广泛宣传当前形势，揭破匪特谣言，宣传党的政策，并

表明政府一定要剿灭土匪的决心，以制造声势，安定民心。另外对降匪

和自首的匪徒开办短期集训班，向他们进行教育，反复讲解“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赏”[2] 等政策原则，促其坦

白交代，交出隐瞒枪支和帮助追查藏匪，对一些罪大恶极分子坚决镇压。

如第 439 团 2 连 2 排在争取一名土匪投诚后，给他家一部分粮食以解决

生活困难，使其深受感动，结果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争取了 38 名土

匪投诚。[3] 荔浦县在镇反运动中，枪决了该县通匪、济匪，作恶多端的

大地主匪霸满文锦以后，人心大快，群众反映：“如果政府早这样办，

土匪也不会这样多的。”[4] 此外，桂林分区还在两江李宗仁故居开办了

近千人的“土匪管训班”，先后管训了 1296 名土匪。义宁办了 10 期“土

匪管训班”，管训了土匪 272 人。经管训后，土匪表示要重新做人，并

自动交出武器装备。[5] 由此可见，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策略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桂林地区取得剿匪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1]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25 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著：《剿匪斗争·中南地区（上）》，解放军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01~603 页。

[3]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30 页。

[4]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34 页。

[5]  中共临桂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临桂剿匪纪实》，桂林日报印刷厂，1991 年版，第 15 页。

向登记自新的土匪宣传政策

21

军 史 长 廊



（二）军事进剿与                     

土地改革相结合

解放前，除桂林市和一些县

有较为落后的工业和手工业外，

广大农村农业生产也十分落后。

在桂系军阀统治下，剥削阶级占

有大部分土地和生产资料，残酷

剥削农民，使反动势力拥有较为

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要肃清

匪患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剿匪伊

始，广西省委、军区十分重视在

剿匪工作中结合土地改革工作，

在 1950 年 8 月 14 日的省军区整

风会议上，副政委莫文骅提出了

“认真学习土地改革法，训练干

部，准备参加土改”[1] 的要求，

副司令李天佑指出将“桂林地区

的 6 个县作为今冬土地改革的重

点 区。”[2]1950 年 11 月 14 日，

毛泽东在给叶剑英（并转广西主

要负责人）的电文中，作出指示：

“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

发动土改，端正政策。”[3] 同年

11 月 22 日，毛泽东在关于限期

剿灭股匪加速土改致中共中央中

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等电

文中再次强调：“在时局紧张的

情况下，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

速进行土改。”[4] 到 1951 年 7 月

初，桂林地区共有九个县（全州、

兴安、灌阳、资源、灵川、阳朔、

义宁、永福、平乐）先后结束了土

改，临桂 8 月结束。各土改县在土

地改革运动中，在发动群众的基础

上，同时进行剿匪反霸工作。据桂

林地区 9 个土改县统计，土改中枪

毙地主恶霸 3048 人，7 个县统计

共斗争了 4609 名。[5] 全地区群众

性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和土地改革

的开展，不仅打垮了反动势力的威

风，而且摧毁了土匪赖以生存的反

动社会基础，挖掉了匪根，使土匪

更加孤立，难以潜伏藏身。

（三）军事进剿与                      

群众工作相结合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地主

豪绅的残酷压榨，桂林地区广大人

民群众生活极端贫困。解放后，人

民群众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

是经济上仍有许多困难。1950 年

春夏荒期间，为了帮助农民战胜春

夏荒，调动群众剿匪积极性。4 月

9 日，广西省委作出《关于开展减

租退租运动的指示》指出：“这个

工作是目前解决群众困难与发动群

众进行各种必须建设工作的主要关

键，在可能进行的地区，如不加紧

进行，必将脱离群众与造成严重

的错误。”同时省委还颁发了《广

西省减租退租暂行办法》，对减

租退租作了具体的规定。[6] 根据

各级党委指示，桂林地区各工作

队和部队在此期间，从当地实际

出发，及时领导农民群众结合剿

匪工作开展了减租退押运动。据

桂林分区第 147 师师直和第 439
团两个单位的统计，发动群众减

租退租获得稻谷 4455724 斤，清

仓得稻谷 164054 斤，查黑田得稻

谷 281295 斤，这些粮食全部分给

了 52 个区 38204 户贫苦农民。[7]

减租退押运动既解决了农民春耕

种籽的困难，又解决了口粮不足

的问题，很受群众拥护。减租退

押运动还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

减租前，地主公开煽动群众抗粮

抢粮；减租后，农民把斗争的锋

芒转向了地主阶级，农民逐渐认

清了共产党、解放军是为他们谋

利益的，积极配合开展剿匪工作，

不再被匪特的虚假宣传所欺骗。

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地组织

农会、民兵等组织，对剿匪起了

很大作用。他们放哨守卡，盘查

来往可疑行人，侦察匪情，为部

队带路、联络通信，有时还配合

部队剿匪。如平乐长滩区民兵配

[1]  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78 页。

[2]  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81 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59 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09 页。

[5]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35 页。

[6]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著：《广西剿匪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版，第 44 页。

[7]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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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部队剿匪 11 次，争取土匪 155 人缴获枪支 112 支 [1]，有力支援了剿匪

工作。

上旬，桂林地区绝大部分县相继

解放。12 月中下旬，中国人民

解放军抓住有利时机，很快争取

了桂北军政区周祖晃、桂林警备

司令莫敌等部投诚，消灭了国民

党灌阳县长白浪涛部等股匪，基

本消灭了桂北地区的大股敌人。

1950 年 1 月 10 日，广西省委、军

区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

要求“全党全军必须迅速动员起

来，明确认识剿匪是一切工作的

中心环节”。[2] 桂林地区根据指

示精神，开始了对残匪的清剿。

1950 年元月下旬，第 435 团在荔

浦进剿盘踞桂山岩之覃延芳匪部，

后将覃匪击毙，俘匪 40 余人，缴

获机枪四挺，长短枪 50 余支。[3]

活动在义宁地区的石世佑股匪亦

被第 439 团及民兵击溃。同年 2
月 11 日，匪“37 师”副师长李庆

邦、团长袁非等被活捉。其他股

匪如兴安的唐继颐、赵壁，全州、

资源一带的唐介圭、赵武，义宁、

临桂的陈钧亮等均被击溃，匪首

各率少数残匪逃亡山区匿藏。在

1949 年 12 月下旬至 1950 年元月

中旬之间，公开的大股土匪已被

基本荡平，桂林地区的剿匪形势

出现了表面上的平静。但是，当

时各地封建势力基本未触动，小

股土匪武装依然公开存在，大批

匪特分散潜伏于各地，并积极地

秘密活动着。因此，在短暂的风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                                 
广西桂林地区剿匪斗争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桂林地区的剿匪斗争，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步清剿、镇压暴乱时期（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下旬）；

第二阶段是分散驻剿、肃清匪患时期（1950 年 2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

第三阶段是重点清剿、根除匪患时期（1950年 10月中旬至 1951年 6月末）。

（一）初步清剿、镇压暴乱：剿匪前期斗争过程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下旬）

1949 年 11 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桂北游击队的配合协同下，

沿湘桂铁路挺进广西，进入桂林地区，敌人望风披靡，纷纷逃窜。12 月

瑶族妇女为剿匪解放军带路

[1]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27 页。

[2]  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0 页。

[3]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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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浪静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土匪

大暴乱。1950 年 1 月 25 日，国民

党桂系军阀第七军前中将副军长

钟祖培领导的“恭城人民反共救

国军”煽动 4000 名匪徒及不明真

相的群众占领了县城附近多个乡

公所，围攻县城三天三夜，后在

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击退了敌人

的进攻。此次暴乱危害极大，“全

县共有解放军 81 人、县大队及政

府工作队员 57 人、农会及民兵干

部 26 人牺牲，公粮 22200 公斤和

县城 59 家被劫，全县人民财产损

失达 10 万元。”[1] 恭城暴乱后，

部队和地方领导总结了前段工作

的经验教训，整顿了队伍，发动

群众开展剿匪、减租退押等运动。

同时组织地方士绅成立招抚委员

会动员土匪下山投诚。恭城县人

民政府曾几次派人送信给钟祖培，

劝其投案自首。因此，在强大的

政治攻势和军事搜剿下，各地匪

徒或投降，或星散。钟匪眼看自

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遂被

迫于 1950 年 2 月 20 日带领林绩

勋等匪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恭

城土匪暴乱即告结束。

（二）分散驻剿、肃清匪患：  

剿匪中期斗争过程（1950 年    

2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

虽然公开的大股敌人已被消

灭，但广大农村反动封建势力的

思想还相当严重，加之解放军在

兵力部署上较为分散，土匪利用

一些地区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

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够了解，

到处煽动、造谣，胁迫农民参匪，

甚至围攻区、乡人民政府，公然

捕杀下乡工作人员、伏击解放军

分散小股部队。短时间内，反革

命气焰十分嚣张。据统计 1950 年

2 月间桂林地区（含平乐、恭城、

荔浦）就有土匪 8400 余人，是

土匪最为猖狂的时期。[2] 针对 2
月份以来匪情突趋严重的情况，

1950 年 2 月 10 日，中共桂林地

委召开了县、团级第一次剿匪会

议，对剿匪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

究和安排。中共平乐地委在坚决

镇压平息土匪暴乱并分兵进剿流

散股匪以后，在 3 月下旬，开会

总结了前段剿匪工作和对今后工

作进行了部署。从 1950 年 2 月下

旬至 6 月之间，全地区以剿匪为

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围绕这一

中心，同时紧急调整兵力部署，

做好主力部队彻底地方化、开展

政治攻势、领导群众减租退押、

清匪反霸等工作。在以上几个工

作的开展下，剿匪工作有较大进

展，1950 年 3 月至 6 月取得了很

大成绩。桂林分区至 6 月底止，

总计歼匪 5090 名（其中毙伤 398
名，俘获 2589 名，投降 2103 名），

缴获各种步枪 4755 支，轻重机枪

124 挺，炮 25 门，各种子弹 11 万

多发。[3] 资源、灌阳、阳朔、义

宁、灵川等县将近肃清了股匪，

过去匪情严重的兴安、全州、临桂、

平乐、恭城、荔浦等县，土匪也

不能在中心地区活动，边缘区所

剩股匪寥寥无几，除百寿县外，

全地区匪特活动又显得稍微平静。

1950 年 6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部

队进行夏休、三评及干部整风，

部队稍有集中。由于对前段剿匪

成绩和当时形势估计不足，部队

曾经出现了盲目乐观的麻痹思想，

认为大股土匪已经消灭，所余残

匪不堪一击。此时，国际上美帝

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后，一

些不死心的匪特认为时机又到，

大肆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

起”“国民党开始反攻大陆”等等，

匪势突又蔓延。而且匪与匪之间

沟通关系、行动渐趋慎密与统一，

组织也逐渐一致。他们到处抢劫

农民财务，破坏政府粮仓，还有

计划地袭击、伏击人民军队，威胁、

逮捕、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农会

干部和积极群众，甚至还提出什

么“十大杀”。7 月，各分区召开

剿匪会议，研究、布置积极进剿。

桂林分区除重点区临桂县两江集

中 1 个营 2 个连兵力进剿外，其

余部队三分之一兵力轮流进行整

顿，三分之二兵力继续执行剿匪

[1]  恭城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恭城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68 页。

[2]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21 页。

[3]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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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清剿中，大部分地区均以班、

排为单位，积极分散驻剿，结合

发动群众。在匪情严重的百寿、

龙胜，部队则不夏休，全力剿匪。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进剿和政治

攻势的有力配合，土匪的气焰又

被打了下去，9 月底桂林分区土

匪已不足 2000 人。[1]

（三）重点清剿、根除匪患：  

剿匪后期斗争过程（1950 年  

10 月中旬至 1951 年 6 月末）

桂林地区当时与全区其他地

方相比，虽然匪患不算严重，但

是西北部靠三江、融县一带百寿、

龙胜，西南方靠金秀大瑶山区的

荔浦、永福，东南部与湖南江永，

广西富川钟山一带，以及永福、

阳朔间的驾桥岭区，都有股匪活

动。临桂两江、四塘和义宁一带

陈钧亮、刘国英等匪部活动也较

频繁。根据中共广西省委 1950 年

9 月 18 日《关于冬季剿匪指示》，

“全省与各分区必须坚决贯彻重

点剿匪的方针”“首先搞好重点区，

使成为可靠地区，然后有计划的

向外顺利扩及”“对某些边缘县份，

需要暂时放弃的，经过省委批注

后，应有计划、有布置的暂撤出

以便集中力量、集中干部，先搞

好基本区，再向外发展”等指示

精神 [2]，广西军区司令部 10 月

10 日《广西全省重点剿匪兵力

部署》规定，桂林分区以土改

的六个县为剿匪的重点区。平

乐分区以平乐至八步公路以北，

钟山、恭城、富川三角地区为

剿匪重点。[3]1950 年 12 月中旬，

省高干会议以后，桂林地区各

地召开了县、团级干部会议，

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限期消灭广

西股匪的重要指示，提出了党、

政、军、民、财五管齐下的总

动员，以剿匪为压倒一切工作

的中心任务，要求在 5 月 1 日

前完成肃清股匪及大部分地区

实行土地改革的任务，还明确

具体地规定了宽大与镇压相结

合的政策，纠正“宽大无边”

的偏向。因此，部队和地方的

情绪空前高涨，纷纷提出保证、

挑战书和剿匪工作计划，决心

按期完成肃清土匪的光荣任务。

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进剿的情

况下，干部下山，机关下连，

重点区结合边缘区抓、管、押、

清匪反霸，进一步发动群众，

肃清残存股匪和散匪。到 1951
年 6 月底止，桂林地区除仅有

极少数残存暗匪、散匪，匪患

趋于平息。于是，一场历时一

年多的轰轰烈烈而又艰苦复杂

的剿匪斗争，在消灭了股匪，

基本肃清了散匪、暗匪和特务，

打倒了恶霸地主和反动封建势

力的情况下胜利地结束了。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桂林   

地区剿匪斗争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桂林

地区的剿匪斗争意义非凡且成果

卓越。在这场复杂而艰难的斗争

中，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桂

林地区剿匪斗争胜利的基础，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桂林地区剿

匪斗争胜利的关键，群众路线是

桂林地区剿匪斗争胜利的法宝。

这三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共

同铸就了桂林地区剿匪斗争的辉

煌胜利。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桂林

地区剿匪斗争胜利的基础

在桂林地区的剿匪斗争中，

党的领导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

用。首先，党组织从宏观层面进

行战略规划，构建起剿匪的整体

架构与行动纲领。尽管剿匪前期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剿

匪过程中存在“宽大无边”的错

误偏向，还无法达到党中央剿匪

工作的要求。对此，毛泽东曾多

次电文督促广西剿匪工作问题，

1950 年 11 月 14 日指出：“广西

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工作中成绩

[1]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29 页。

[2]  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11 页。

[3]  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27~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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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1]11 月

16 日，毛泽东再次来电批评：“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

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

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2] 为贯彻落实这些重要指示，

中共广西省委在 1950 年 11 月下旬到 12 月初召开了第

三次高干会议，明确“剿匪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桂林地区积极转变策略，不仅增强了剿匪兵力，而且大

大鼓舞了全军剿灭土匪的信心和决心，12 月全地区土

匪比 11 月少 4011 人，减少了 18.3%[3]，成效显著。在

剿匪过程中，各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深入剿匪一线，

既承担指挥作战的重任，又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地方党、政密切配合，全体人民有

力支援，形成强大剿匪合力，这是桂林地区取得剿匪斗

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注重在政治上

瓦解土匪势力，通过进行政策宣传教育等手段争取了部

分受蒙蔽群众的支持，比如临桂县召开了各界人士会、

群众大会、土匪亲属会，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形势，

揭露土匪的谣言，指出当土匪只有死路一条。因而许多

匪属写信劝亲人弃暗投明，有的上山父骂子、妻劝夫，

争取了许多土匪来归。[4]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宣传教

育从根本上动摇了土匪的根基，为最终胜利筑牢了稳固

的基础，彰显出党的领导在特殊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剿

匪行动中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与决定性意义。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                                         

桂林地区剿匪斗争胜利的关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桂林地区开展的剿匪斗争中，匪

情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时期根据土匪的实际

情况采取不同的剿匪战略方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剿匪

前期，由于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迂回大包围，于 1949 年

12 月底解放桂林全县。但是大批匪徒分散于各地，并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59 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63 页。

[3]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33 页。

[4]  中共临桂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临桂剿匪纪实》，桂林日报印刷厂，1991 年版，第 14~15 页。

积极秘密活动，酝酿更大的暴乱，这一阶段匪特

活动的特点具有隐蔽性，并未引起桂林地委的足

够重视，这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恭城暴乱后，各

地匪特大肆活动，相继组织暴乱。部队和地方领

导总结了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积极调整战略，迅

速集中兵力清剿，同时整顿队伍，发动群众，组

织地方士绅成立招抚委员会动员土匪下山投诚。

剿匪中期，面对匪势的突然蔓延，桂林地委在

1950 年 2 月第一次剿匪会议后，决定将部队以连

或排为单位铺开，配合党、政、民大力清剿，在

这一阶段的清匪工作中，在军事上，总结了前一

段剿匪的经验，分析了土匪的特点和活动规律，

毛泽东关于广西剿匪工作的 2 份电报手稿（上为 1950 年

11 月 22 日写，下为 1951 年 1 月 2 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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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况不断变化对策，比较灵

活机动。如土匪分散部队亦适当

分散，结合清剿发动群众；如匪

集中则部队也集中，以优势兵力

展开大合围，紧密包围不使漏网。

在股匪被击溃分散时，则以大部

分兵力抓住匪之主力跟踪追击，

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展开清剿，搜

山查洞，结合政治宣传，瓦解争

取土匪自新。在政治上，大力开

展政治攻势。各地在 1950 年 8、
9 月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动员群众投入剿匪斗争。成立土

匪自新委员会，通过写信及利用

匪亲属亲戚等关系向土匪劝降，

开展群众性劝降运动。剿匪后期

的主要任务是重点剿匪，镇反，

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总体战。

1950 年 12 月以前，在执行宽大与

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上，曾发生过

“宽大无边”和“单纯镇压”的

偏向，尤其是“宽大无边”给匪

特钻了空子，有的土匪被“三擒

三放”依然为匪。对此，省人民

政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颁布

了《十项剿匪法规》，明确规定

了政策界限。对那些罪恶大、屡

教不改的顽固土匪、恶霸，坚决

进行镇压。据原桂林分区 9 个县

及平、恭、荔三个县不完全统计，

在 1950 年 12 月中旬、1951 年 4
月和 5 月三次大逮捕中，共捕各

种反革命分子 14849 人，枪决了

其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6603
人。[1] 此举有力打击了土匪的嚣

张气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

赞扬。

（三）群众路线是桂林地区剿匪

斗争胜利的法宝

1950 年 1 月广西省委和军区

发布的《关于剿匪工作指示》就

明确提出“剿匪斗争不只是军事

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和群众运

动”，并指出“我们必须采取军

事清剿配合政治瓦解和开动群众

的武装自卫相结合方针，正确执

行这三者相结合方针，就是胜利

的保证”，[2] 从一开始就把发动

群众、依靠群众进行剿匪的思想

提高到了战略高度，明确认识到

军事清剿和政治攻势都必须建立

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

桂林地委坚决贯彻执行广西省委

和军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指

示，将群众路线贯穿剿匪斗争的

始终。开展剿匪前，土匪、特务、

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为非作歹，

无恶不作，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

害，无不对其深恶痛绝。因此，

在激烈的剿匪斗争中，人民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都认

识了这些匪霸的阶级本质，自发

地协助政府和人民解放军肃清匪

特，镇压反革命分子。在剿匪期

间，几乎农村到处可见群众自发

组织起来守卡设哨，盘查可疑行

人，连儿童、老人、妇女也都参

加防匪保家的活动。青年民兵更

是积极协助解放军搜捕散匪、围

歼股匪的战斗。剿匪胜利，广大

群众扬眉吐气，兴高采烈。据统

计，全地区（不包括平乐、恭城、

荔浦三个县）共组织有农会 1411
个，妇女会 484 个，儿童团 382 个，

参加民兵达 68000 多人。仅永福、

百寿两个县（现合并为永福县）

至 1951 年 6 月止，就组织了农会

204 个，会员 18942 人，妇女会员

9429 人，儿童团员 9412 人，民

兵 2243人（其中基干民兵 366人）。

以上各项合计参加各种组织的人

数占当时两县总人口 32.1%[3]，真

正做到了“使战斗的人民成为伟

大革命战斗力量”[4]。剿匪斗争

的胜利还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生产

积极性和爱国热情，拥政拥军、

参军劳军蔚然成风。农业生产普

遍增产增收，人民生活获得初步

改善，人们把交售爱国粮和慰劳

解放军当作应尽的光荣任务，无

不踊跃完成。此外，广大青年民

兵除了积极参加剿匪反霸、镇反

肃特运动之外，还积极响应党提

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

[1]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34 页。

[2]  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7~118 页。

[3]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39 页。

[4]  《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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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横扫残云：桂林地区剿匪纪实集萃》，桂林日报印刷厂，1989 年版，第 40 页。

掀起了空前踊跃的参军热潮。1950 年夏，兴安县报名参军的青年达 3000
多人，经批准入伍的有 1800 人；永福县曾村，按计划只招兵 2 名，但报

名的青年竟达 30 多名。[1] 当时，妻送夫、父母送儿子，甚至未婚姑娘送

心上人参军的事屡见不鲜。由此可见，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剿匪斗争取得

胜利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剿匪斗争乃至保卫国家安全的最宝贵力量！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不竭动力！（编辑：

林诗洋）

军民剿匪胜利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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