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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中的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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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廉洁政治，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和

任务。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中的廉政建设，在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中内容突出、特色鲜明：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作风上保障廉政建设；建立和完善财经工作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廉政建

设；严惩腐败，为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中央关于建立廉洁政治的目标在华中抗日

根据地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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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政

权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抗日民主政权同国

民党旧政权的根本区别之一。1940年11月中央

给华中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节省人力、物力，

反对贪污浪费，禁止一切破坏人力物力，破坏生产

的动员。不应向老百姓要的东西过多，而应同时

实行许多善政，以使老百姓了解旧政权同新政权

的区别。”⋯4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从创始之初，即把

建立廉洁政治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目标，并在

各根据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各项廉政建设工作，且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本文仅就华中抗日根据地财

经工作中的廉政建设问题作一探讨。

一、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作风上保

障廉政建设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

的一个最鲜明特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既是保

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作风、筑牢反腐防

腐思想堤防的需要，也是当时面对严酷的游击战

争环境，战胜各种困难、特别是财经困难的一种必

然选择。为此，新四军和华中局领导人，将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当作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

待，并努力使之落实到日常生活工作中，使之成为

党政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自觉行动。1942年7

月，刘少奇给华中局和陈毅的一封信中指出：要

“号召干部艰苦生活，实行严格的反对贪污浪费

的斗争⋯⋯颁布严格的法令，来惩罚那些贪污浪

费公款公粮及乱征民间佚马者⋯⋯为了整个革命

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

浪费者。这在全党全军中必须进行深入解释和动

员，为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光明前途和新中国的创

造而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物质资财。对民力、对

物质资财的不爱惜，无异于对党对革命不负责任，

无异于犯罪”【2J。1944年2月，粟裕在《财经工作

问题与肃清贪污浪费——以整顿财经工作来联系

整风》的报告中指出：“厉行节约，大家要想出各

种办法来，尽可能的节约，例如，信封用旧纸做，用

它七八十几次，浆糊自己用面粉明矾打，写字用毛

笔，白报纸两面写，牙膏用食盐代替，牙刷自己用

猪鬃穿，手巾用粗布洗起脸来最干净，晚上集体办

公，节省灯火，洋烛用菜油代替，香烟最好戒绝，不

戒绝也要用烟嘴，免得浪费一大段，招待客人概不

用香烟，客饭一律收费，余粮一概归公⋯⋯大家不

要以为这是小事，一处小，十处大，我们就可以省

出许多钱，这些必须靠大家想法大家做”。“大家

都认为：浪费比贪污好听些，所以，以为只要不贪

污，浪费一点不要紧，这是不对的，其实，贪污是少

数的，浪费却是我们最普遍的现象，浪费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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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贪污，是变相的贪污，是公开的贪污，所以，

我们一方面要严惩贪污，另一方面要严厉节约，反

对浪费。”L3 J621944年3月1日，张云逸副军长在

二师供给会议上作《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

中，动员军队全体指战员做厉行节约的模范H J108。

在新四军和华中局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他们通

过指示、规定、决定等形式，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

1942年12月30日，淮南津浦路西第二税检

局发布《关于招待客饭的规定》的训令，针对各分

局、所客饭违反上级节约之原则，“今特规定招待

客饭如下：一、总局派人到各分局、所工作时，须有

局长或主任之介绍信。二、分局派人，须有分局主

任或会计之介绍信。三、分所到分局报销，只留一

餐。解款时，距十五里以下者不留客饭，十五里以

上者，可留一餐。四、干部之家属、朋友，除在敌、

友区者，一概不招待。反对招待赶集之亲友。如

有违背以上各点擅自招待者，概不准报销，仰各知

照。”H J105叫061944年1月9日，淮北区党委作出了

“关于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的决定”。这

个决定要求于年关季节，在全区范围内党政军民

各部门及广大群众中，开展提倡勤俭节约，反对贪

污浪费的运动。区党委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检举揭

发贪污腐化分子，在机关部队和群众中开展节约

运动，要求干部群众“有如自己生命”一样地爱惜

公物、公粮和公款，制订本单位有关节约粮食、用

品、经费等具体办法¨J114—15。1944年2月，苏中

区党委发出《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组

织有效地开展最大的全面节约运动，与贪污浪费

展开无情的、普遍的、深人的斗争∞J。3月15日，

苏中二地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全分区节约运动的

决定》，要求“办公用品多用代用品及廉价而经用

的物品，以灯油代洋烛，毛笔代钢笔，印刷品可以

缩减纸张，尽量缩小，不求美观，所有一切支用，要

竭尽一切可能的办法进行节约，各级党委各单位

还应作详尽的讨论，订出更完备的办法来。”∞j384

为了表扬先进鼓励节约，各根据地还制订了

奖励节约的各种具体办法。淮北区党委颁布的

“关于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的决定”规定：

节余的粮食柴草，按市价二八分成，即二成归炊事

员、司务长等均分，八成归小公家；一切服装均照

规定数额发给，能节省者，按供给机关规定的代价

全部归私人自得；其他用具装备，凡使用超过规定

期限者，均有奖励，或二八分成或三七分成不等。

但对于不注意爱护而破坏公物者，应照价赔偿或

受相当处分∞Jl”。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机关生产

节约公私兼顾的实施计划规定：办公用具，在规定

数内节约者，公私八二分；节省所得粮食、烧草，由

厨房全组同志与公家三七分；马干费在规定数内

节约者，由饲养班与公家二八分；津贴物品，节省

者公私对半分。一切公物，凡属不注意保管爱护

而破坏者，应照价赔偿或受相当处分一J363。3“。

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当时，担任淮南行

署主任的方毅同志，身体不好，有关节炎，冬天需

要一条卫生裤，他要我通过商人到敌占区购买，他

说明只积累了6元抗币如价格超过6元就不用买

了，不能用公家的钱，我向商人一打听，卫生裤要

8元一条，所以就没有买成。”L4 J105党政军机关从

领导到一般干部，都自觉注意节约。一张白纸两

面用，一只信封用二至四次，自制墨水，“白天多

做事，晚上少点灯”。个人日用品和津贴也都尽

量节省使用，节约交公∽J。粮食不够，就以菜代。

油灯捻子，一般只用一根，夜间作文字工作的才能

用两三根，仅几十人的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截至

1943年10月止，共节约开支23600余元一J51。

1944年5月间，边区机关部队五个部门的统计，

就节约了2385356元，平均每天节省20万

元⋯541。苏中区党委直属机关节约45000余元，

各分区机关干部节约一个月或半年的津贴费¨0|。

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所辖八个县政府的每月

支出只等于过去的一个县政府的支出H J105。皖江

地区机关部队无论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都尽量

节约，服装的发放也改变了，原来是军衣每年2

套，改为1套¨IJl54。新四军某师，自1942年4月

至年底，全师生产节约获益，约近500万元。过去

一支洋烛点一夜，现在则点四、五夜。纸张普遍每

人都用两面，一个信封可用四次。战士们想出节

约特殊办法，不买肥皂，都用草灰洗衣服。一年

来，全师节约结果，就省了20余万元¨2”76。378。

在普遍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运动的同时，

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廉政建

设的一个最明显标志，就是取消薪金制，实行低额

津贴制。实行低额津贴制，既是当时财政短缺解

决供需矛盾的唯一现实选择，又是保持和发扬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环节；既

最大限度减少了财政支出，又保证了党政军民学

工作人员最低生活的需要。最低生活需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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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满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防止人们利用工作之

便贪污舞弊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所以，各根据

地在强调厉行节约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最低生活

需要的保障问题。1942年3月22日鄂豫边区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鄂豫边区施政纲领》

中，在强调“厉行廉洁政治”的同时，又强调“保障

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最低限度必需之物质生

活”⋯302。1944年1月9日淮北区党委颁布的《关

于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的决定》中明确指

出：“要适当解决干部及干部家属的生活困难，确

定其待遇，这也是引导干部走上廉洁奉公的必要

步骤。”【3J251945年1月浙东区党委颁布的《浙东

地区施政纲领》亦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

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同时改善公务人员之待

遇，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

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之物质生

活‘13㈣。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前，由于没有固定的供

给来源，新四军部队在作战中供给发生困难，指战

员生活艰苦。平时靠打胜仗，群众慰劳，才能吃到

较多一些猪肉及其他荦食品。党、政、军人员，没

有工资、军饷，每人每月发津贴费，先是5角钱，以

后是1元钱，官、兵、佚一律平等u4l。抗日民主政

权建立后，供给有了基本来源。但由于各根据地和

抗战各阶段的经济等情况不同，给养标准不但有地

区性差异，而且同一地区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在

1942年以后，全部采用发实物的制度。就是发钱

的也按实物市价折合。部队待遇，一般标准每人日

3钱盐，4钱油，蔬菜1斤，公粮1斤10两(夏秋冬

食米、麦，春季吃杂粮包谷、大麦之类)。每月每

人零用费5～10元左右，有发至每月每人30元者

(一师)。每年每人2套单衣，1套棉衣，1件背

心，1套衬衣，每年发鞋4双¨5|。地方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亦实行低额津贴制。如中原局机关所在

地津浦路东办事处，明确规定以津贴制度代替薪

金制度，每个公务人员，除了伙食、制服、被毯由公

家平均供给外，每月按等级高低发津贴费。县长

每月6元，区长每月5元，乡长每月4元川憎2。苏

北军区、盐阜区地方党政民工作人员每天菜金抗

币4毛，每月每人津贴费2元∞J14n149。

由于供给标准低，各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与

需要，对伤病员、技术人员、年长者等人员给予一

定的关照。苏中地区，轻伤员按普通伙食增加1

倍，重伤员按普通伙食增加2倍¨6J。苏北盐阜地

区，地方党政民工作人员每天菜金抗币4毛，伤病

员每人每天抗币8毛，重伤病员除伙食费外，另按

军部规定保健标准酌量情形实行保健，学校及训

练班学员伙食费抗币6毛∞J148。1944年淮南地

区二师，重伤病员，每人每天油盐蔬菜，按照普通

伙食，增加两倍；轻伤病员等比例每天油盐蔬菜，

按照普通伙食，增加一倍¨J392。浙东地区，凡医院

伤病员每人每天轻者以二个人的菜金，重者以三

个人的菜金为标准ⅢJ。皖江地区，年满45岁以

上的每天另发一个鸡蛋，不吃鸡蛋的则吃小灶或

另外发钱。技术人员另有技术津贴，有的按参加

革命前的原工资或更高的工资发给，如动员来的

医生、护士、军工厂技术工人、印刷厂技术工人
篁【11]150
叶 O

二、建立和完善财经工作制度，从制度

上保证廉政建设

建立和完善财经工作制度，从制度、机制环节

堵塞腐败漏洞，是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廉政建设

的一项重要举措。1942年2月，华中局颁发《华

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草案》，对华中抗日

根据地财经制度作出明确要求和规定。预决算制

度规定：各机关部队在每月上半月应编造预算送

到上级机关核准钱钞，反对藉口游击环境不遵守

预算制度的现象；各机关部队在每月终了后半个

月内应造决算送上级审核，反对用了就算的马虎

现象；严格的执行不造预算不发钞、不送决算的纪

律；反对不合实际敷衍了事的外交预算；反对不切

实际执行预算与随便先用后报的作风。会计制度

规定：各区应建立统一的简明的科学的会计制

度；一切收支都要作有系统的登记，必须是来去分

明毫厘不差，反对含混一团的马虎现象；征收机关

除了有一定的账簿外，还应实行经常的一定的报

表制度；各区的总会计必须做到能适时的反映其

财政状况与随时可以查对与公开。审计制度规

定：区、分区、县均应由各地区最高军政委员会决

定，组织各地的审计委员会建立严整审核军政党

各方面预决制度；预算最后的批准权属于区审计

委员会；各审委会对其同级军政党机关以及以下

机关不合实际的预算均有批驳之权，但被驳之部

分仍可申诉再审；未经审委会批准的预算，任何金

库或财政机关不得付款；审委会可随时派员至各

军政党机关查账及查点现金；审委会如发现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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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事实得通知其上级机关按照情节之轻重分别

予以处分；各机关管理经济人员调动工作时应由

审委会派员会同其上级机关监督其交代；审委会

的工作人员必须调选对革命忠诚的有能力的同志

担任。金库制度规定：各区应成立总金库，各县成

立分金库；各区的一切收入缴金库，一切支出通过

金库；金库负保管现金的责任，不奉支付命令，其

自身无权支出款项；金库负责监督各机关缴款事

宜，如其查悉某机关或部队有款项收入未缴解的，

也可直接前往提取，并可随时检查其现金账及现

金；各机关各部队非经批准或委托，除其本身经费

外，不得保管现金；坚决反对收入或缴获不报告、

埋伏现金的不良倾向¨8J48。49。根据《政策草案》

要求与规定，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预决算制度、会

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等财经工作制度。

淮北苏皖边区自1939年6月建立，到1941

年11月边区第一次财经会议召开，“已经建立了

应有的组织，虽然还有些不普遍、不健全、不充实，

但是一般的说，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建立了组

织，而且这些组织已能相当的执行任务，完成使

命。”“我们不仅建立组织，而且还依照工作的性

质分工建立了各个独立系统和专门的领导机关。

我们在收入方面，建立了税务系统和检查系统，在

支出方面建立了从上而下的会计科与财政科，在

保管方面建立了总金库与分金库，在审计方面我

们建立了审计委员会，并且建立了经建局与贸易

局，特别是我们建立了财经的总领导机关——边

区财政处。”¨9J舭‘在统筹统支的原则下，严格的

划分财务行政、财务会议、财务保管及财务审核四

系统，使其互相牵制、互相监督，收钱者不用钱，用

钱者不收钱。用之前及用过后又须经过一定的审

核。’’㈣58

1940年4月，津浦路东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

办事处成立后，“开始就建立了金库制度，在财经

委下设立总金库，各县设立分金库，一切收款，都

由收入系统解交金库；一切领款，要经过支付系统

具预算书送财经委审核批准，发给支付命令，才能

到金库领款。”L7
J191

1941年9月，苏北盐阜区行政公署建立后，

逐步将各种制度建立起来，统筹统支制度，预决算

制度，金库制度，供给制度，粮食制度，所有必需建

立而可能建立的制度差不多都建立起来了¨2]2盯。

制度的功能在于规范人们的行动，使人们难

以利用工作之便以权谋私。好的财经制度能起到

防止贪污浪费及舞弊现象发生的实效，贵在落实。

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建立、完善财经工

作制度的同时，特别强调要依制度办事。1942年

8月鄂豫边区《党员生活》刊发的《粮食制度问

题》一文提出：“从现在开始，各地应毫不迟疑的

着手建立粮食制度，收入和支付要绝对按照手续

执行，任何人均不得违反或破坏粮食制度，否则，

经政机关呈报之后，将要通过其直属机关予以制

裁。”¨J3361943年5月4日，谭震林在《淮南新铺

上干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各级军

事机关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干部，我们要求他不是

那样空喊反对贪污浪费，或者以为揭发了过去的

贪污浪费就满足，我们要求他在实际上去保证财

经会议所规定的制度全部实现，而且我们指出任

何对财政经济工作，财政经济制度漠不关心的现

象，是等于犯罪⋯⋯以后不管哪一个党的委员会，

或者哪一个负责干部，如果对财政政策、财政制度

有明知故犯的行为，党就应以严格的纪律制

裁。”【7J2351944年2月，粟裕在《财经工作问题与

肃清贪污浪费——以整顿财经工作来联系整风》

报告中号召：“大家负起责任来，保证财政经济在

党的领导与群众的监督之下改进，严格执行制度，

反对贪污浪费。”∞J621945年4月19日，刘瑞龙在

淮北区《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严格执行

制度，只有如此才能维持财经工作的秩序。我们

要建立廉洁奉公的、量人为出的新秩序，要使干部

视制度如生命，要严格预决算制，要严格开会，特

别费等制度，要解决每个干部的生活必需品问

题。”“要严格建立审计制度，上下级、平级及群众

要予以严格监督。乡以上账目要公布，要养成严

格遵守手续及交代的习惯。”¨9J200

除了领导人通过报刊、会议强调依制度办事

外，各根据地还通过颁布政府决定的方式，来强化

对制度的执行和落实。1943年7月7日，苏中四

专署发布《关于加强财经工作克服财政危机的决

定》，要求各级政府严格执行下列财政制度：(A)

预决算制度依照本分区支出预决算编造与送审程

序，自七月份起严格执行。(B)收支解缴制度依

照本分区收支暂行程序之规定，各级政府所有征

收款项应克服一切困难遵期向上级解缴，所有支

出款项必须依照规定手续，不得借口环境严重故

意截留公款或延不解缴，将公款任意支出借出挪

用，影响财政上的统一调度。(C)审计制度。各

县审委会应根据分区审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迅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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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成立，加强事先审计，多多注意经费之筹捐与合

理支配‘坨]2”。1944年3月15日，苏南行政第二

分区颁布的《专员公署训令》中，明确要求各区公

所绝对没有支付权，所有收入必须完全缴解县政

府财经科，该区所需经费应造预算向县政府领取。

各县政府应将各项收入必须完全缴解专署财经

局，该县所需经费应造预算送呈专署转行政公署

批准后领取支票。各县政府各税务处各财经局如

无行政公署财经处之支票，或旅长政委之支款命

令不论任何部门任何人员，绝对不准付款，否则以

破坏制度论日]3帅‘381。同日，苏中二地委作出的

《关于开展全分区节约运动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严格遵守与执行各种经济制度”的要求。《决

定》强调指出：“预决算制度及会计制度不仅是会

计人员的事，各单位负责同志必须密切的关注，并

保证制度的执行，这首先要负责同志尊重会计人

员的职权，有什么新措施要用钱粮，事前嘱会计依

照手续编造预算，每季每月各项用途要多少，都能

做到与会计人员商讨拟订，不是盖章了事。”“严

格遵守收支制度，一切公款收入，部队缴获款除军

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团以上政治机关之批准

可以留用外，所有现金其他物品的变价，必须解交

金库，并依照政府规定的收支程序手续，

⋯⋯。”[3”舭3851944年，盐阜区制订的《公粮公草

保管支付办法》规定：各机关部队领取粮草，一律

须编造预算花名册，呈请行政公署核准，签发三联

单提取证，方得向指定地点提拨粮草∞J345。

财经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华中抗日根

据地财经廉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明

显成效。如淮北苏皖边区，由于审计工作的加强，

仅1943年的上半年中，就节省经费开支达5万

元㈣304。

三、严惩腐败。为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法制保障

华中抗日根据地分布在淮北、淮南、皖江、苏

北、苏中、苏南、浙东、鄂豫边等八个战略区，由于

严酷的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的影响、财经制度的建立、完善及其严格执行都是

一个不问断的过程等原因，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

根据地各级党政军机关及工作人员中，还不能完

全铲除和杜绝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而财经领域

正是腐败易发区。因此，惩治腐败，是华中抗日根

据地财经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领域发生的腐败案例，

大都与贪污公共财物有关。为此，各根据地通过

颁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形式，明确规定对贪

污犯的惩治办法。如1941年11月淮海区颁布的

《修正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3月淮北苏皖

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7

月盐阜区颁布的《各县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

例》，1944年苏中区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1945年1月浙东行政公署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

条例》等。当时，对贪污腐败分子的惩处极为严

格，在淮海区，贪污财物在抗币1000元以上者处

死刑或7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财物在抗币

1000元以下500元以上者处10年以下5年以上

之有期徒刑；贪污财物在抗币500元以下300元

以上者处5年以下1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财物

在抗币3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下之有期徒

刑¨9]104。在皖江地区，1941年无为县政府成立，

曾颁布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300元以上者，应

处死刑。后因300元以上之贪污案较多，没法执

行，乃为贪污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1000元以

下之贪污案，按情节轻重，予以警告、斗争、撤职或

一年以内之拘役心0|。在淮北地区，满500元以上

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300元以上

500元未满者，处5年以下、3年以上有期徒刑；

100元以上300元未满者，处3年以下、1年以上

有期徒刑；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

刑[21|。在苏中地区，贪污财物在价值抗币1000

元以上或抗币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日J305。在鄂

豫边区，对于一次舞弊500元以上，或数次舞弊累

计达800元以上，或挪用公款2000元以上者，除

追还赃款外，并处以极刑∽J35。在浙东地区，贪污

满1000斤食米之总值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

徒刑‘冽。

各根据地依据“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贪污

腐败分子依法予以严惩。1942年5月，魏文伯在

津浦路西联防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

的报告中说：“有个别不明大义贪污腐化、动摇分

子，背叛民主政权的无耻行为，遭受政府法律上的

制裁，如林X X被判处极刑”。津浦路东六合县

移居乡乡长钟X贪污受贿淮南币120元，经查实，

报淮南行政公署批准，于1943年9月召开公审大

会，执行枪决[4”07。苏中税务第四分局主任邢爱

身贪污4000千余元，结果依法执行枪决，师特务

营长李桂成贪污1000元执行枪决，三分区四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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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因贪污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8J548。皖江有

位管理员因为贪污了10块银元被送上军事法庭

判处死刑。1943年5月无为县榆村合作社有3

个干部合伙贪污20余万元(比1942年币值缩小

100倍)，除令其全部退赔外，为首的判5年徒刑，

其余两个一个判6个月徒刑，一个判3个月徒

刑⋯157。

为了使贪污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各根据地

通过多种方式，鼓励群众检举贪污犯。1941年2

月淮南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公布的《抗战时

期施政纲领》中规定：建立便利人民之司法制度，

并保障人民检举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罪行之自

由旧J112。1942年3月颁布的《淮北苏皖边区惩治

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凡人民或团体，对于贪污之

公务人员，均有检举权；各机关所属公务人员，对

于贪污者，知情不举，或发觉后为之隐饰者，得按

其情节轻重，以渎职论罪¨9J83。1944年苏中区颁

布的《施政纲要》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贪污

腐化，借公济私之行为，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

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3J343。1944年盐阜

区颁布的《公粮公草保管支付办法》规定：保管户

对所保管之粮食，必须适当翻晒与防止鼠耗鸡耗，

以免除不必要之损失，如确因人力所不能防之外

力而遭受损失，则须经乡长或群众团体之证明方

得报销，如保管户谎报折耗及损失一经查明属实，

或被检举出来，则应受谎报数字1—5倍之罚粮。

如因检举而发觉谎报，则检举人可得罚粮之半数

提奖‘3】347。

与严惩腐败分子相得益彰，各根据地对廉洁

奉公财经人员则实行奖励的政策。1943年4月，

鄂豫边区对关税人员颁布的《奖惩办法》规定：拒

绝贿赂，认真贯彻税则、税率，廉洁奉公无舞弊行

为，揭发贪污帮助他人进步者，均给予记功或物资

鼓励一J35。1944年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

的《三十三年公粮田赋合并征收办法》规定：征收

公粮田赋之工作人员，能各照规定办法，认真积极

廉洁忠诚，依期完成任务者，得提取征起额5％充

奖㈣110。

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廉政建设，是在新四军

和华中局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

的有力督促下开展起来的。根据地各级党政军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励精图治、勤俭节约、整肃财经纪

律、严厉惩治腐败，财经廉政建设卓有成效，廉洁

政治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蔚然成风。正如邓子恢

1941年1月14日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的报告中

所指出：“我们的民主政府可算已实现了廉洁政

治，这与过去顽固派政权之公然舞弊，贿赂横行，

以贪污为能事，以清廉为傻子的龌龊现象不啻有

天壤之别。”“所谓无官不贪无吏不污，这是中国

几千年来所澄而不清的吏治。而现在我们却于几

个月间，杜绝了贪污现象，澄清了污浊的吏治，当

然还不免有个别的贪污分子，但经过我们严办，已

在日趋消灭。现在可以说，民主政府里已建立了

公正廉洁的作风，贪污现象一般的已经没有

了。”[23】72'髓1942年lO月刘瑞龙在《淮北苏皖边

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中也指出：“我们这里：取

消了薪给制，建立了生活津贴制，上司不要巴结，

同事不要应酬，职业有保障，生活不腐化有饭吃，

有事做，找钱的地方没有，贪污的门基本是封锁

了，制度改变了，贪污分子也还有，只是个别的了。

旧政权下要做一个好人很困难，新政权下要做个

坏人是不成功的”[18]303。中央关于建立廉洁政治

的目标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实现。

廉政建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实践，为

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党领导的民主政权赢得了

军心、民心、人心．为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

在敌后的坚持和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思想、政治

和群众基础。从更广大的意义上说，则是奠定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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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0f a FinanciaUy and EconolllicaUy Honest

GoVernmental Policy in Central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HUANG Ai-jun

(History aTl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ion，Anhui Universit)r of Financial蚰d Economic，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ne implement of honest p0Iitics is锄importaIlt target of tIle democratic re百me c0Tlstmction锄d also is the core of tlle

constmcdon of明honest粕d inco删pt govemment．ne coIlstmction of a financially蛐d economically honest govemment in cen-

tral Chi眦Ami—J印锄ese b嬲e is e如ctive and outst卸ding in m锄y ways including adV0cating a fngal workjng attitude蚰d

buiIding，impm、ring tlle fisical and economical policy and strong puIlishment against cormption．The goal of implementing honest

politics of the cemral 90vemment is basically achieved．

Keywords：central Cllina Anti—JapaIlese base；fin锄cial and economical work；honest govemmental poH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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