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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提出
“做个好党员”十条标准以后，各级
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好党员”十
条标准，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高
党 员 理 论 素 质 ， 发 挥 战 斗 保 垒 作
用，巩固革命根据地。

一、“做个好党员”十条标
准的执行情况

一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组织
党员和干部通过谈党报、办读书班
和夜校等方式，学习马列主义和毛
泽 东 的 文 章 以 及 各 级 领 导 的 讲 话 、
党 的 决 议 ， 了 解 党 的 方 针 、 政 策 ，
引 导 党 员 克 服 各 种 非 无 产 阶 级 思
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二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加强
政治训练，将经常性教育和特殊教
育 相 结 合 ， 推 进 党 员 干 部 “ 职 业
化”，克服地方主义、盲动主义、雇
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

三是严格党组织生活。各级党
组织把加强党的支部建设、健全支
部生活，作为经常性的工作。规定

“一切工作归支部”“一切同志归支
部”，将县、区负责人编入支部，参
加 支 部 生 活 。 各 党 支 部 均 有 干 事
会，由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3
人组成。支部会讨论上级机关的决
议和通告等，并把当地实际工作与
党 的 政 策 策 略 联 系 起 来 开 展 工 作 。
各个支部利用会议和个别谈话，对
党员的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四是加强党员干部培训。1930
年前后，各级党组织利用办培训班
的方式培训干部。4 月，鄂西特委在
石首举办一期政治训练班，培养各
县党的基层干部 200 余人，学习政治
任务及党的组织原则等政策。1931
年 3 月，巴归兴三县委员会将党员十
条标准印在“入党须知”，用其对入
党 积 极 分 子 举 行 培 训 。 1931 年 5
月，湘鄂西中央分局第一期培训 50
余人。1931 年 5 月，湘鄂边特委翻
印党员课本 《怎样做个好党员》，在
鹤 峰 五 里 坪 举 办 军 政 干 部 训 练 班 ，
特委书记周小康授课。桑植县委分
别在县城、洪家关举办学习班 9 次，
平均每次学习 10 天左右；还在桑植
县城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军事政治训
练班，并创办了一所工农子弟学校。

五是注重发展党员质量。湘鄂
西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在斗争和实际
工作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严格履
行手续，注重党员质量。每吸收一
名党员，均作严格考察。认为合格
并报支部或区委批准后，举行入党
仪式。

六是强化纪律和廉政建设。湘
鄂西党组织规定：凡官僚主义、浪
费严重者处以有期徒刑；凡贪污 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浪费公款严重
者处以 3 年监禁等。建立党的监察委
员会，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
的监督。

七是建立巡视和监督制度。湘
鄂西中央分局、省委、特委、县委
设立巡视员，经常派巡视员检查工
作 ， 整 顿 各 地 党 部 ， 总 结 经 验 教
训 ， 发 现 错 误 ， 及 时 纠 正 。 由 青
年、贫民以团支部为单位组成监督
检查小组，每组队 10 多人，进驻各
个单位开展调查，将发现的问题上
报党团支部，再由党团支部逐级报
区委、县委直至省委。

二、“做个好党员”十条标
准发挥的历史作用

实施“做个好党员”十条标准
以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
织得到加强，为根据地建设提供组
织保障。《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
西组织报告提纲》 记载：“到 1931 年
底 ， 湘 鄂 西 的 党 出 现 了 明 显 好 转 ，
党 员 的 政 治 水 平 有 了 较 高 的 增 长 ，
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增强了，党的领
导方式相当地改变了过去那种形式
主义的官僚式通知式的不切实际的
领导；改善了党内生活和政治教育
工 作 ， 发 展 了 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 。”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组织
任务决议案》 也载：“党员的政治水
平线，一般的比较增高，各级党部
已开始注意到教育训练工作；苏区
内普遍组织了工会、贫农团、互济
会等革命组织，苏维埃逐渐建立起
单 独 的 工 作 ； 白 色 区 域 内 ， 工 会 、
农民委员会，有了局部的发展；在
苏区内领导平分了土地，党的政治
影 响 ， 在 群 众 中 更 加 深 入 和 扩 大
了；红军部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
发 展 ， 各 地 游 击 队 和 地 方 武 装 组
织，也相应的增加。”

一 是 提 高 了 党 员 思 想 政 治 水

平 。 通 过 学 习 政 治 理 论 和 培 训 教
育，对党员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影
响，对引导党员明确党的任务，抵
制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坚定无产
阶级立场产生重要作用。党员对党
的理论政策和纲领有了清晰的认识。

二 是 改 进 了 党 员 的 纪 律 和 作
风。通过强化党的纪律，增强党员
纪律意识。通过党员职业化，抑制
追求生活奢侈的腐化危险。支部建
设和组织生活开展成为经常，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发扬。党员
工作更加深入，联系群众更加紧密。

三是壮大了共产党员队伍。按
照共产党员标准，大批在斗争中积
极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加入党的
行列，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
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升。据不
完全统计，1929 年 12 月，湘鄂西苏
区仅 4000 余名共产党员。1930 年 11
月，党员发展至 1.5 万余人。1931 年
2 月，党员发展至 2 万多人。水灾以
后，党员数量下降到 1.4 万。1932 年
2 月，党员又发展至 2.274 万人。共
产党员人数的增加，使党组织在工
农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

四是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在以
贺龙、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党的领
导下，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
命 斗 争 ， 在 斗 争 中 培 育 党 的 干 部 ，
各 级 党 组 织 不 断 健 全 。 1929 年 5
月 ， 鄂 西 地 区 之 宜 昌 、 江 陵 、 石
首、监利、荆门、华容等 16 个县成
立 了 县 委 ， 松 、 枝 、 宜 和 巴 、 兴 、
归成立了联合县委。湘鄂边苏区健
全鹤峰、五峰、长阳、桑植、石门
等县县委。1930 年，各地党组织得
到 发 展 ， 建 立 鹤 峰 、 宜 昌 中 心 县
委。1931 年 3 月，中共湘鄂西中央
分 局 贯 彻 王 明 “ 左 ” 倾 错 误 政 策 。
但 是 湘 鄂 西 基 层 干 部 抵 制 王 明

“左”倾错误，遭受敌人摧残的各级
党组织得以恢复。湘鄂西省委直辖
的 监 利 、 石 首 、 沔 阳 、 潜 江 、 江
陵、川阳、荆门等县党组织迅速发
展 ； 湘 鄂 边 特 委 所 辖 桑 植 、 鹤 峰 、
五峰、长阳等县基层党组织进一步
健全。除此以外，湘鄂西还在苏维
埃 政 府 及 群 众 团 体 中 建 立 党 团 组
织，在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这期
间，党组织机构更为健全，相继成
立 湘 鄂 西 省 委 和 鄂 豫 边 临 时 省 委 ，
省委之下分设许多特委。在张家界
市境内，桑植先后组建中共桑植县
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
委员会，桑植县党组织存在时间较
长 的 先 后 有 洪 家 关 、 岩 垭 、 何 家
坪、利福塔、白竹坪、苦竹坪、瑞
塔铺、双溪桥、梅市、普子塔、桥
自弯、上河溪、蒋家垭、廖家村共
14 个区党支部、64 个乡党支部。慈
利县广福桥先后建立谭刘家山、老
棚谢家嘴、三王峪 3 个党支部，国太
桥成立党支部。1930 年 10 月，中共
湘鄂西特委曾在慈利县、鹤峰县边
界筹划组建中共慈利县委。中共汉
口党组织派人到大庸县城西北郊区
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建立中共地下
党联络点。

五是扩大了党组织的影响。党
的各级领导干部实施“好党员”十
条 标 准 ， 发 挥 共 产 党 员 模 范 作 用 ，
执 行 党 的 纪 律 ， 发 扬 党 的 优 良 作
风，湘鄂西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感召
力 不 断 扩 大 。 贺 龙 军 长 常 穿 粗 布
衣，脚踏水草鞋，背棕叶斗篷；在
行军路上，他常给战士们扛枪，把
马让给伤员骑，有时高烧到 39 度仍
然 坚 持 在 前 线 指 挥 战 斗 。 1931 年
春，7 天全靠野菜充饥的周逸群，行
至石首县季家咀时，将刚筹集到的
几斤大米连同身上的棉袄一起送给
生活困苦的烈属。段德昌军长跟战
士一起吃住，在战斗之余给房东挑
水，用自己的行动教育部下：“老百
姓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不然，兵是
兵，民是民，算什么一家人？”1931
年 3 月，数万群众被迫渡长江北撤
时，一些敌人逼近渡口，形势非常
危急。正在指挥渡船的石首县委书
记张际阶为了先让群众渡江，不顾
群众挡阻，忍痛将亲生儿子从船上
抱下来。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使群
众“认识到共产党是阶级斗争的先
锋 前 导 。” 根 据 地 党 员 干 部 艰 苦 朴
素，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 深 受 群 众 拥
护 。 因 而 “ 许 多 群 众 都 来 找 共 产
党”，即使在敌人残酷“围剿”的情
况下，也和共产党员同心同德。根
据 地 党 员 与 群 众 在 政 治 上 紧 密 联
系，是土地革命时期武装斗争得以
发展的条件。

湘鄂西根据地党组织“做个好党员”
十条标准的执行和发挥的历史作用

中共张家界市委组织部
中共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

我想画岁月，画一幅时光那头的
画。不，一幅画画不尽小村庄上空的
流云和炊烟，还有田埂上的青草稞及
旁边的虫鸣和风声。我最想画的，是
岁月那头农民父亲不息的耕作和没完
没了的言教声。

一握笔才知道，我这书写文字的
手是拿不动画笔的。只是，言不进则
写，写不尽则画吧，尽管我没上过作
画这门课。

我的第一幅画作诞生了，画的是
一 排 排 简 易 交 错 的 屋 舍 、 牛 栏 和 土
堆 ， 空 隙 处 杂 生 着 一 丛 丛 小 草 和 野
花。公鸡飞上了柴垛，牛车默立在矮
墙根，小孩子在村子里来回跑。抹不
掉 的 记 忆 里 ， 早 就 应 该 作 这 样 一 幅
画。不知从啥时起，这幅画就深埋在
了我的思想里。一弯腰，一转身，都
是它的影子。它给我勇气和自信，让
我在生命中去搏击风浪，不停歇地往
前走。它还给我亲情和快乐，给我无
尽的动力和追求。因为这幅画，深藏
着 我 遥 远 的 根 脉 和 故 土 。 那 每 一 片
瓦，每一个辘轳和每一棵树，都是浓

稠岁月里跳出来的一枝花。擦一下眼
睛静静瞧，这幅岁月的画，抖动着父
老乡亲的脊背和身影。每一个升起太
阳的早晨和日落，他们都在那个遥远
的小村落里一天紧过一天地度年月。
一步步往前走的日子里，父老乡亲从
田间劳作归来，阳光下、瓦片上、柴
垛上、梢头上，薄薄的炊烟像如绵的
云，腾空而起，冲向天际。一片片晚
秋的落叶，像一只只起舞的黄蝶。又
过了一些日子，屋顶上又挂满了清亮
的绿叶。从这幅画里走进去，我看到
寒 冬 的 晨 光 里 ， 母 亲 皲 裂 的 手 在 淘
米。看到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在腌冬
菜。还看到春荒里的母亲，望着天空
摘树叶。母亲立在屋檐下曾对我说：

“儿啊，直起腰来往前走。”这第一幅
画，我画得歪歪斜斜，又像田埂一样
弯弯曲曲，但我执意还要画。

我 的 第 二 幅 画 作 画 成 了 ， 画 面
上，烈日高悬，田地里长满了青苗。
父亲从河沟里挑来一担担水浇过去，
像是浇在了心尖上。头顶上蜻蜓在热
浪里翻舞，田埂上滚落一串串热泪和

汗珠。旁边的枝头上，小鸟扯着嗓门
卖力地在歌唱。这幅画，线条一点也
不流畅，但我喜爱它。瞧上一眼，就
会 一 头 扎 进 岁 月 中 ， 总 也 不 想 走 出
来。那块簇生青苗的庄稼地，父亲的
青年、中年和老年，都把心思留在了
那里。父亲猛吸一口气，把榔头举过
头顶，用力砸下去，硬实的泥块就碎
了 一 地 。 父 亲 还 把 结 实 的 腰 板 弯 下
去，瞪大眼睛把疯长的草稞剔出去，
然后挑来水。等到青苗一昂头，父亲
才会长喘一口气。那年逢天灾，父亲
种 下 去 的 一 棵 棵 青 苗 没 长 成 就 死 掉
了，土地荒芜了，父亲三天三夜想哭
都没哭出声来。这幅岁月的画，好沉
重 啊 ， 掂 在 手 里 都 会 脱 手 ， 一 走 进
去，就能看到没完没了的好多事。那
年父亲锄地，年幼的我跟在后面一小
步一小步往前走。父亲一回头，双手
摸着我的小腮帮，高着嗓门说：“孩
子，将来好好学本事，让土地也能飞
起来。”这句话父亲今天说，明天还
说，后天还是这样教育我。地头上，
父亲的话最中听！

我 又 画 了 一 幅 画 ， 虽 然 不 规 整 ，
但我觉得好美哦！这幅画，是时光那
头小村庄西边的一条河。河道窄斜，
却把整个碧空抱在怀里。白云钻进水
里，几只水鸟在上空盘旋飞翔，划了
一个大圆圈。河面上油绿的水草像柳
叶 ， 清 澈 的 河 水 里 ， 有 小 船 打 桨 划
过，每打一桨都会捧起一把闪烁的日
光。最可人的，鹅鸭来这里戏水，一
群小孩童在清凉的水里嬉闹。当摇曳
季节的风吹来的时候，绿波你追我，
我追你，好舒心！我很喜爱她，爱她
的 每 一 个 眼 神 和 河 堤 上 每 一 片 小 草
尖 ， 我 打 小 就 看 到 了 她 的 美 丽 和 质
朴。家乡的河啊，我画得近乎粗狂，
却很认真。我会一直保存下来，让她
在迎面走过来的每一个日子和时光里
扎下根来。

我 想 画 岁 月 ， 画 不 尽 的 岁 月 里 ，
一幅又一幅画捧在了我的眼前，让我
一遍又一遍看到了时光那头的凝重和
美好！

画岁月
□董国宾

翻阅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 《余
光中经典作品集》，其中一篇名为 《茱
萸之谜》 的随笔着实吸人眼球：一是
没有想到这位满腹乡愁情怀的著名诗
人，居然将茱萸的来龙去脉考证得如
此有理有据；二是自己一直心存疑问
的茱萸，其实在乡下随处可见，只是
我们对其缺乏更多的认知而已。所以
作 家 雪 小 禅 说 ： 很 多 事 物 因 为 不 自
知，便有一种大美。

茱萸之所以能够成为千百年来人
们津津乐道的美谈，唐代大诗人王维
的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当功不可
没，并且从诗中“遍插”二字不难发
现，这个习俗至少在唐代非常盛行。
比王维年龄稍小一点的杜甫，其诗作
也是很好的佐证，《杜甫全集》 咏重九
的十四首诗中，有三次提到了茱萸，
其 中 较 为 经 典 的 是 “ 明 年 此 会 知 谁
健？醉把茱萸仔细看”。还有“诗仙”
李白，也留下了“九日茱萸熟，插鬓
伤 早 白 ” 的 诗 句 。 这 里 便 有 “ 不 自
知”的第一个问题了：这三位诗人所

生 活 的 时 代 非 常 接 近 ， 为 何 在 吟 咏
“茱萸”这一特定意象时，王维的“遥
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更
能 触 动 人 的 心 弦 ？ 更 能 引 发 人 的 共
鸣？显而易见，思乡怀亲永远都是在
外游子难以割舍的情怀，一句“独在
异乡为异客”，曾让多少人颇感无奈；
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又曾让多少
人潸然泪下。所以，是“亲情”铭记
了彼此的牵挂，是“乡愁”成就了茱
萸的美名。

其实早在此之前，战国时代的屈
原在 《离骚》 里也写到过茱萸：“椒专
佞 以 慢 韬 兮 ， 榝 又 欲 充 夫 佩 帏 。”

“榝”，就是茱萸，只不过在这位爱国
主义诗人的眼里，茱萸是一种不配盛
于香囊、佩于君子之身的恶草。“不自
知”的第二个问题于是又来了：如此
强烈的意象反差，仅仅只是个人好恶
的原因，还是与彼时彼地的风俗习惯
有所关联？余光中先生也没有正面回
答，但他为此感叹道：“屈原厌憎的恶
草，变成了唐人亲近的美饰，其间的

过程，是值得追究一下的。”当然，还
有令人蹊跷的事情：元代之后，重阳
节佩戴茱萸的习俗少见记载，时至今
日则几成绝迹。这从文化现象看，茱
萸似乎是专属于唐宋的；而从习俗演
变的过程去解释，也许更具合理性一
些，因为重阳在早期民众的生活中，
强调的是避邪消灾，随着人们生活状
态的逐步改善，人们不仅关注目前的
现实生活，而且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
憧憬与期盼，祈求长生不老与延年益
寿，故而“延寿客”（菊花） 的地位最
终盖过了“避邪翁”（茱萸）。

说到“避邪翁”，这里就不得不面
对“不自知”的第三个问题：茱萸怎
么避邪祛瘟疫？其功效与端午的香艾
和春节的屠苏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 实 上 ， 我 们 统 称 为 “ 茱 萸 ” 的 植
物，共分为三类：山茱萸、吴茱萸和
食茱萸。山茱萸属山茱萸科，含有丰
富 的 矿 物 质 、 氨 基 酸 、 维 生 素 等 成
分 ， 具 有 很 高 的 营 养 价 值 和 药 用 价
值，《本草纲目》 将其列为滋补之上

品。吴茱萸和食茱萸同属芸香科，果
实成小粒裂状，味极辛香，可食用，
其花、茎、叶、实均可入药，功能暖
胃燥湿，为“十全大补丸”“六味地黄
丸”等中成药的重要成分之一。看来
古 人 所 谓 的 “ 杀 虫 消 毒 ”“ 逐 寒 去
风”，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至于 《淮
南毕万术》 所云“悬茱萸于屋内，鬼
畏不入”，以及民间流传的“悬其子于
屋，辟鬼魅”等，自然是虚妄的迷信
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
细细品味作家雪小禅的一段话：“‘茱
萸’这两个字真美，像一个女孩子的
名字。这个女孩子美得很有古意，可
她不自知。但这就更美⋯⋯”——原
来茱萸之美，美在牵肠挂肚的故土情
怀，美在回味无穷的风俗习惯，美在
食药兼备的实用价值；同时更美在魂
牵梦绕的“唯少一人”——那一人，
在 我 心 里 ； 我 的 心 里 ， 处 处 是 茱 萸
⋯⋯

茱萸之美
□钱续坤

上班路上，有一户人家，院子里
生长着一棵葳蕤茂叠的梨树，整个枝
丫盖过了老旧的屋檐。每到春来，梨
花轻柔若雪，朵朵若云，在青苔细碎
萌生的光阴里，把白墙灰瓦映衬得格
外深幽清雅。等到了秋天，梨黄的叶
子 在 枝 头 飘 舞 ， 一 颗 颗 梨 子 缀 在 枝
头 ， 散 着 淡 淡 的 幽 香 ， 让 人 每 次 路
过，都忍不住看两眼。

屋檐下的老人，总是骑着电动三
轮车，去山上或者路边，捡拾被风或
者雷电劈倒的枯枝，甚至有一回拖回
来好大的一个树根，树根旁逸斜出，
根须十分发达。我路过时，见老人正
用刀斧卖力地为树根修整根须，除去
不要的枯枝，只余粗壮的根部。

一日，我又下班，刚好路过他家
的 院 子 ， 就 看 到 在 满 院 梨 黄 的 梨 树
下 ， 竟 然 多 了 一 方 矮 粗 粗 的 树 根 茶
凳 。 老 人 一 边 摆 弄 他 手 里 的 木 刻 活
儿，一边喝着茶，时不时眯起眼睛，

望望那棵随风摇曳的梨树，满含风霜
的眼里尽是温柔。

后来我知道，老人姓林，有一双
儿女，妻子在儿子四五岁大的时候就
病逝了，人们都说为了两个孩子，他
一辈子没有再婚。如今儿女早已结婚
嫁人，只他一个人留在这老院子里，
寒来暑往，仿佛只有这棵树陪着他，
也只有这棵树开花结果时，院子才热
闹些。

终于忍不住，去拜访老人，实则
也是为了欣赏那棵梨树。老人眉眼带
笑，一边拿出梨子给我品尝，一边和
我讲这树的年龄，夸赞花朵的芬芳，
梨子的甘甜。“春天的时候，早上起来
满院都是花香，像你和我家香能识文
断字的人，一定都喜欢。”说完，老人
略微沉默了一下仿佛陷进回忆。我知
道这梨树肯定对老人来说很重要，但
如若老人不讲，我也不会问。

老人端来茶碗，在梨树下煮了一

壶普洱茶，茶色浓郁如鹅黄的梨叶，
顿时，小院就茶香四溢，风吹得梨叶
簌簌作响，仿佛也在与我们低语。“香
是我爱人！会写毛笔字，会打算盘，
还写得好楹联！都怪我，我没有照顾
好她！”老人的语气很和缓，陷入片刻
沉思后，老人又说：“这棵树是香和我
一起栽的，栽的那年还是小树苗，你
说这多少时光如流水啊！”老人这话说
出，我分明看到老人眼里的泪花。

我抬头看着那棵树，应该有六七
十年了，老人的头发也已花白，但人
精神抖擞，背虽微驼但整个人显得儒
雅可亲，能够看出老人年轻的时候，
也是清逸俊朗的人。离开时，老人送
给我一块木雕，是一个毛笔架，虽粗
拙但被打磨得格外精细。他说：“送给
你吧，香和你一样，也是爱花爱树的
人！”

出了门，不知怎么，我的鼻子有
些酸楚。回眸看向整个院落，庭院深

深深几许，光阴已在这棵树与老人身
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院子内，当
时令人羡慕的一对璧人，曾经举案齐
眉，成双成对在院子里朝看初阳，暮
赏日落，可是，转眼间，就只余一个
人守着两个幼儿，守着孤独又寂寞的
流年。五十多年，老人一个人默默把
孩子们拉扯大，并为他们操办婚事，
成家立业，可自己却再也没有结婚。
人 们 都 说 ， 老 人 是 为 了 孩 子 没 有 结
婚，一想也不全对。

“人生漫长转瞬即逝，有人见尘
埃，有人见星辰，我只希望爱意东升
西落，浪漫至死不渝。”在别人看来人
生太过短暂，而对老人看来，人生却
如此的漫长与孤寂，可即便如此，老
人却付出了一辈子只为一人的深情。
一院子的梨花香，像一场分外盛大的
飞雪，斯人已去，但梨花还在，香气
亦在，爱意与日月，同升同起，永不
止息。

人间不过一棵树
□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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