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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多才多艺的特工潜质

钱壮飞红色特工的传奇故事留迹
于中国革命史，令人津津乐道，但人们
却较少谈及他的艺术才能和超常智
慧。然而正是他非凡的艺术成就和沉
稳机智的品性，造就了他的特工潜质，
成就了他红色特工的精彩人生。

钱壮飞兴趣广泛，精通医术，开
设过解剖课。他擅长绘画、书法和戏
剧创作，是出色的电影演员和建筑设
计师。但与普通的艺术家不同的是，
他的艺术蕴含着深刻的革命内涵和坚
定信仰。

1926年，钱壮飞和徐光华在北京
护国寺创办光华影片公司，以此为掩
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该公司出品
的影片《燕山隐侠》里，钱壮飞扮演了
男主角马醒非，这部电影已无备份存
世，但影片海报佐证了他从影的事实。

钱壮飞曾一边行医，一边在国立
美术专科学校教书，还在小报馆做过
编辑。“他经常邀请一些同志到家里

‘打牌’，党的秘密会议就经常在牌桌
上进行”。他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里，
时刻暗流涌动，在钱壮飞的机敏应酬
中，党的重要情报在不停地传递。

钱壮飞还是一位无线电爱好者。
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初入上海，与组
织失去联系，生活拮据而陷于困顿。
1928年下半年，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
处招收学员，不经意间，钱壮飞以第一

名成绩被录取，担任画广告画、招揽生
意等行政业务工作。这是国民党建设
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机构，专替外
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然不是
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构，但却是隐蔽
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和
有关情报的很有用的地方。

钱壮飞没有想到，这次因生活所
迫的不经意报考，日后竟演绎了民国
惊天动地的谍战风云。

初入虎穴显身手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决定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民党理
财高手张静江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
长。7月，建设委员会为了发展电讯事
业，成立无线电事业管理处，并由他的
湖州同乡陈立夫负责此项工作，陈立
夫遂将自己的同乡亲信国民党中统特
务组织成员徐恩曾派往上海，担任无
线电管理局局长。这年初夏，钱壮飞通
过考试，被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无线电
训练班录用。由于钱壮飞聪明能干，成
为训练班中的佼佼者。

不久，钱壮飞因参加首届西湖国
际博览会而崭露头角。钱壮飞作为掌
握无线电高技术的工作人员参展。他
在1929年《东方杂志》第3卷《西湖博
览会专号》撰文介绍“特种陈列所概
况”：建设委员会在特种陈列所设三个
陈列室，不仅有建委会所属各省电台
内外景图片，还陈列了无线电管理处

所属无线电机制造厂自制的无线电发
报机数座，自动收报机一座，广播收音
机及附属机件等，展台最吸引人的是
收拍发电报体验，曾致展台“甚为拥
挤”。钱壮飞所在的部门，展示了中
国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技术。无线电
管理处在西博会上出尽风头，受到前
来参观的孔祥熙、宋蔼龄等国民党大
员的赞赏。事后，徐恩曾得到陈立夫
的表扬并被提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调查科主任。钱壮飞不仅办展工作出
色，还为徐恩曾敛了一笔小财，受到了
徐恩曾的信任。会后徐恩曾让他担任
自己的机要秘书，承接组建“特务情报
网”的重大任务。

（未完待续）

（接上期）
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根据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在进行抗
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在新解放区占
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领导农民完成
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到 1953 年春，
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
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3亿
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
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
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
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
租。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世
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通过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在中
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
——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
底消灭了，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农民盼了几辈子的事情，终于实现
了。

【三大改造】

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伴随着
过 渡 时 期 总 路 线 的 提 出 和 宣 传 ，
1953 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系统的社会主
义改造。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中
共中央于 1951 年 9月制定了 《关于

农 业 生 产 互 助 合 作 的 决 议 （草
案）》。针对当时老解放区农村互助
组织涣散、不少中农向往单干和许
多干部、贫农抱有“农业社会主
义”思想，盼着早日实现大家生活

“一拉齐”等情况，决议草案提出：
要重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发扬
起来的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两种生
产积极性；批评了农业互助合作问
题上存在的消极态度和急躁态度这
两种错误倾向，要求根据生产发展
的需要和可能，引导个体农民沿着
互助合作的道路前进。这个决议草
案经过一年多的试行，于 1953 年 2
月由中共中央作为正式决议下发。

由于工业建设的全面铺开，从
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粮食购销开始
呈现出紧张形势。1953年，粮食紧张
情况有增无减，哄抬物价的风潮随时
可能发生。面对这种严峻情况，10
月，中共中央紧急作出一项重大决
策：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
行粮食配给，严格管制粮食私商。这
一政策简称“统购统销”。具体政策
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
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
一管理。

11月，政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
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很快缓解了粮
食供求紧张的矛盾，但不能根本改变

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中
央认为，解决粮食紧张的根本出路在
于依靠农业合作化并在此基础上适当
进行技术改革。此外，实行粮食统购
统销，国家要同上亿户农民直接打交
道，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
工作非常繁难。这也要求“把太多的
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把农民
进一步组织到合作社里来。

为进一步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发展，12月中央又公布了《关于发展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从克服农
业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出发，
把逐步实行农业合作化作为农村工
作中最根本的任务，提出初级社是
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
级社的适当形式，要求把发展初级
社作为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
的重要环节。互助组是建立在农民
小私有基础上，因实行生产互助而
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初级社是
生产资料部分公有，属于半社会主
义性质，其特点是土地入股，实行
按劳动力分配和一定比例的土地分
红，比较适合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
状况，较容易为贫农、中农两部分农
民群众所接受。高级社则是生产资料
完全归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统
一分配。这种高级形式的合作社，当
时仅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工作，尚不
宜推广。 （未完待续）

18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连载

“八一”枪声
背后的密战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
叛革命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对
国民党予以反击。以周恩来为中
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南昌领
导起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
殆。起义前，中央派熟悉南昌情
况的朱德秘密开展起义的情报搜
集准备工作。他根据中央的要
求，精心绘制南昌市区地图，并
详细了解国民党军队兵力部署与
驻地等情况。从起义军后来的作
战情况可看出，叶挺、贺龙部队
根据朱德绘制的地形图，采取了
部队驻地安排与战斗部署相结合
的方式，既有利于防止在南昌城
内频繁调动兵力引发国民党军队
警惕，又有利于对其严密监控，
为发动起义提供有利条件。

能否成功打响第一枪，保密
很重要。起义军主要领导人保密
意识强，在传达作战命令的时
候，采取了布置岗哨、调换干部
等有效的保密措施。1927年 7月
30日下午，叶挺在百花洲畔的第
24师司令部所在地召集营以上军
官秘密开会。为了保密，会场周
围有卫兵站岗警戒，无关人员一
概不许入内。会上，叶挺强调，
行动前要绝对保守秘密，行动时
要勇敢迅速消灭敌人。与此同
时，贺龙在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
中学内也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
议。为防止秘密泄露，会议在宣
布起义计划和作战任务后，决定
加强战前检查工作，并把一些不
可靠的下级军官换成共产党员。
有关起义的命令是逐级下达的，
直到战斗即将打响的前一刻，连
长才将命令传达给排长，排长传
达给班长，班长最后传达给战士。

起义的军事行动联络方式非
常隐蔽。总指挥部下发了起义当
晚的口令“河山统一”，行动信号

“三声枪声”，识别标志“领系红
领带，膀扎白毛巾”，“在马灯和
手电筒上贴红十字”。在当时没有
专用军事电台的情况下，采用这
种隐蔽的联络方式既方便又不易
被敌人察觉。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从
南昌城内传出的清脆枪声，划破
了寂静夜空。周恩来、贺龙、叶
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起义军
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
攻，经过浴血奋战，天亮时，起
义军占领了全城。胜利的消息迅
速传遍南昌城，震惊了海内外。

南昌起义在党的历史上开辟
了一个新的时期。1933年7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 1日
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
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②

钱壮飞钱壮飞（（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