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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陈云同志加强党
对青年工作领导的方式、特点及启示

□ 刘 芹 冯婧怡

摘 要：抗战时期陈云同志在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方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及措施，这为新时代青

年工作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抗战时期，陈云同志通过领导组织青年工作、在学校讲党课并作演讲报

告、撰写理论文章等途径，在党对青年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建设、引导青年思想发展方向、创新问题导

向的工作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好的经验，他在关心爱护青年成长、注重自我革命的彻底性、不断学习总

结创新工作方法方面，具有实效性高、时代性和现实意义强的特点，为新时代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

导、提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及青年工作质量提供较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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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青年工作中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政治引领和指导，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工作的时代主题。抗

战时期，陈云同志曾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

他以关心、关注、关怀青年发展成长为己任并为此作

出贡献。本文以抗战时期陈云同志加强党对青年及

青年工作的领导为切入点，探求其开展青年工作的

主要方式及特点，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青年工作提供借鉴。

一、抗战时期陈云开展青年工作的主要方式

抗战时期，陈云同志非常重视青年工作，提出

“加强青年工作是全党的责任”[1]（P332），要求“各地党

部应该把青年工作做自己主要工作之一，实行经常

的检查与推动”[2]（P292），在青年工作实际中加强党对

青年工作的领导。

1. 亲自领导青年组织工作并把握方向。陈云

同志一直主张引导革命进步青年加入党团组织和工

会组织，动员青年积极投身革命运动。1938年 5月，

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的青年工作，统一规划全国的

青年工作及干部培养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中

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青委”），以便加强

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此时，陈云同志担任中青委

主任，他主要从宏观上指导青年工作的政策制定、经

验总结、干部调动及各地的青年运动等。1938年，

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陈云同志作了题为

《关于青年问题的结论》的报告，就当时青年工作的

重要任务、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干部思想作风作出

指导。 [3]（P84-87）如对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问题、李昌关

于青年运动问题、蒋南翔关于学生运动与全国学联

工作等予以指导，加强对全国各地青年工作的领导。

2. 发挥学校主渠道的理论宣传教育功能。从

中央苏区，到苏联、新疆，再到延安，陈云同志通过到

各学校讲授党课、作演讲或报告等形式，指导青年思

想政治教育及青年工作。1936年，陈云同志在莫斯

科东方大学八分校讲过党的建设及工会建设等课

程，一批中国东北抗联干部曾在此校听过他的讲

课。 [4]（P194）1937年，陈云同志给部分西路军入疆部队

的干部上过党课，讲解《联共（布）党史》、列宁的《共

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 [5]（P209-210）后来，陈云同志曾

到延安马列学院、延安中央党校、延安新兵营、泽东

青年干部学校等多次讲授党课、作演讲或报告，他还

负责过延安马列学院党的建设课程的部分教学工

作，讲授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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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史及党的自身建设等。

3. 撰写文章进行理论上的答疑释惑。陈云同

志以理论文章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工作的方针

政策及具体工作方法，利用说理的方式对青年及青

年工作进行思想引导、工作指导。抗战期间，陈云同

志共发表 90多篇文章，其中涉及青年及青年工作的

文章就有 20多篇，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其内容主要

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工作、青年党员干部

队伍建设、青年工作体制机制建设、青年工作方法

等，重点在于帮助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青年党员干部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认识党的组

织领导与青年工作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自身发展

与时代任务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文章也积极宣

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

针政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及党的发展

史，体现了陈云同志在抗战时期指导青年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及党领导青年工作的主要思想及贡献。

二、抗战时期陈云加强党对青年工作领导的主

要特点

1. 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建设。抗战时期党加强

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是通过自上而下地组织青年抗日

救国会、自下而上地培养青年党员干部工作队伍来

实现的，形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青年工作团体组织体制与运

行机制。一是重视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组织领导

权。陈云同志注重加强与健全各级青委领导机关建

设，要求在县委以上到中央各部门成立青年工作委

员会，配备专职青年工作干部，县级以下配备青年委

员和青年干事，建立起全国党内系统的青年工作领

导机构，以保证各级青委都接受党的领导，从经费和

人才上重视青年工作。二是加强青年干部队伍建设

以保障领导力的实现。通过基层的政治机制、组织

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机制等，善于选用、积极培养、

合理任用青年党员干部，有效实现党的领导力。

1940年，陈云同志担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他

注重均衡中青委的中青年干部比例，强调落实青年

工作经费，提高青年干部地位，以培养青年干部快速

成长。他鼓励青年干部在具体实际工作中多做贡

献，“党的青年工作干部应该认识青年工作是党的重

要工作之一，安心于自己的工作，要使人看重青年工

作的地位基本上要靠自己的努力与工作的成

绩”[6]（P333）。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赞助青年而不是压

制青年，给青年以各种可能去发挥自己的能力的做

法，使华北青年参加抗战取得较好成绩，增强了中国

共产党在华北青年团体中的领导地位。

2.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抗战时期，由于各

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着年轻的学生知识分子党

员干部，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青年工作

的重要环节。一是增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党员干部

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凝聚力量，共赴国难，完成抗战民族大业。陈

云同志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集体中的核

心，这从思想上向青年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

国人民完成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历史和人民终将

选择中国共产党，“不管在学生组织中或其他组织

中，只有当着这些组织中的群众看见谁最能干，谁最

有办法，谁最能做事，谁的主张最正确的时候，他们

才来拥护谁的领导”[7]（P43-44）。他还向青年学生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出

“我们是中华民族，应该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

斗”[8]（P72）的口号，对学生进行统一战线教育。二是对

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党员干部进行革命理想信念教育

和革命传统教育。对青年开展共产主义教育，提出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号召，“这里头有三件事

情：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为共主奋斗到

底”[9]（P77）。为了广泛宣传五四运动的救国精神，1939
年，中青委决定以后每年的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号召全国各地举行拥护中国青年节的运动。 [10]（P274）

通过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地区和中共抗日军队中关

于五四青年节的宣传活动，恢复出版《中国青年》等

刊物，实现了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军扩大抗日

武装力量、夺取抗战胜利的目标。三是指导青年党

员干部加强自身党性修养。针对少数同志不服从工

作调动及工作中出现的党性薄弱现象，陈云同志提

出通过党性教育、下层锻炼、纪律教育三种途径来增

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修养。加强党的纪律教育是

提升个人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他通过与青年干部

谈话了解到，有些青年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还存

在着组织上入党、但思想上还未入党的情况，从而感

到“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十分重要，这

为延安整风运动提供了认识与工作基础。

3. 加强问题导向的方法指导。陈云同志在注

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总结革命时期经验与教训

的基础上，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抗战时期的

青年工作，尤其注重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思想方法

的宏观指导。他曾专门撰写文章《这个巡视员的领

导方式好不好？》和《学会领导方法》，从理论上阐释

领导方法问题，使青年学生党员干部在应对处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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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学会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

研究。问题导向意识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的反思、现

实问题的深入思考、社会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及间接

知识的理论学习。抗战时期，陈云同志围绕青年团

体组织建设、青年学生党员干部的培养教育与选拔

使用工作、敌占区的群众工作与秘密工作等，提出解

决问题的应对之策，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和务实精

神。其出发点是促进党的发展和青年自身发展，问

题的成功解决推进了党的工作和青年工作。“实际工

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

部的过程。”[11]（P317）针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青年工作

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陈云同志用浅显易懂的话语说明

问题，以深入浅出的道理阐释理论、教育青年，促进了

青年的成长发展及青年工作的健康有序进行。

三、抗战时期陈云加强党对青年工作领导的启示

1. 以关心爱护青年生活成长为基点。在中央

苏区，陈云同志在主持修改《劳动法》时，为保障青年

工人和学徒工的权益，专门进行了社会实践调

研。 [12]（P150）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关心爱护青年干部，从

思想上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青年工作的关

系、处理时代任务与青年工作的关系、解决青年与青

年工作的关系以及青年的切身需要及利益问题。陈

云同志在工作中帮助青年学生具体地解决实际生活

问题、关心青年成长的做法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倡导自我革命为工作驱动力。“做一个好党

员，就要与自己作斗争，经常以正确的意识去克服自

己的不正确的意识。这个思想上的斗争和斗争中的

胜利，就是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进步。”[13]（P201）自我斗争

是新共产党员不断进步的表现，加强自身修养的过

程就是共产党员自我革命的过程。自我革命必须具

备“到底”精神，共产主义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远大理

想，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是共产党员的行为准

则与要求。陈云同志提倡为革命奋斗到底，所谓

“底”字，就是不求升官、发财、名利，以党的利益高于

一切，富于牺牲精神，永不叛党。陈云同志提出的一

些标准，如干部四条要求 [14]（P271），共产党员六条标准

等 [15]（P250），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学习及工作至今依然

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3. 带头自我学习，提升工作能力。陈云同志提

倡勤奋学习，并将学习作为衡定共产党员的重要标

准之一。学习和工作是密切联系的，“学习是做好工

作 的 一 个 条 件 ，而 且 是 一 个 必 不 可 少 的 条

件”[16]（P188）。他提倡工作即教育的观点，要求大家在

工作过程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教育。延安时期，陈云

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在中央组织部内部组织学

习小组，该小组曾被中央机关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学习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党员干部提升自身工作能

力不可或缺的经验。

4. 注重总结经验，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抗战时

期，陈云同志在具体指导青年工作时，常常会采用分

类引导工作法。陈云同志针对抗战时期不同地域、

不同类别的青年群体存在的差异，在尊重青年自身

特点的基础上，确定不同层次、不同侧重、不同内容

的引导目标和引导方法，增强思想引导工作的针对

性、普适性和实效性。陈云同志秉持“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交换、比较、反

复的工作方法来指导青年工作。陈云同志的分类引

导工作法对新时代的青年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总之，在抗战时期陈云同志从组织上、理论上、

实践上来指导组织动员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他

在指导青年工作的过程中，以现实工作为起点，善于

总结历史经验，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准确及时地

把握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实事求是地创新党的青

年工作内容及方式方法，深化发展了党的青年工作

思想和方法，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及党

的建设工作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共产党人指导青年工作的思想，具有较强的时代价

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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