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得再远、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

记为什么出发。”在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

创建 100 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寻“江西三

杰”创建党组织的红色足迹，感受奋斗历程、

传承革命精神、答好新时代答卷。

在一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江西受

官僚地主和军阀政客的支配，以及帝国主义魔

爪的蹂躏，处处“充满了黑沉沉的、阴惨惨的

色彩”。以“江西三杰”袁玉冰、方志敏、赵

醒侬为主要代表的进步青年奋起求索,“使这

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

西’”。他们持牺牲奋斗之决心，为江西地方

党组织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此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反帝反

封建爱国运动在赣鄱大地风云激荡。

有学者将早期领导创建江西党团组织的中

共 党 员 和 共 青 团 员 分 为 三 类 ： 一 是 “ 盗 火

者”，指在上海、北京等全国中心区域入党入

团的江西籍青年，被上级组织指派回江西，代

表人物如赵醒侬和邓鹤鸣；二是“深耕者”，指

五四以来江西新思潮的本地引领者、支持者，影

响力颇大的有袁玉冰和曾天宇；三是“搭桥

者”，指在“盗火者”和“深耕者”之间搭桥牵

线的先进分子，以方志敏和刘拜农为代表。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赣鄱大地，

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开始认识到，腐败黑暗的

社会必须改变，他们努力探索“中国向何处

去”。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一经打开，各种社团

报刊纷纷涌现。来自泰和县的袁玉冰，此时正

在南昌二中就读，他阅读 《新青年》 杂志后即

为其所吸引，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袁玉冰等

人仿照北京进步青年的做法，决定组织社团、

创 办 刊 物 ， 提 高 民 众 觉 悟 ， 以 期 改 造 社 会 。

1920 年夏，袁玉冰邀集同学黄道、徐先兆等人

组织了江西第一个革命社团——鄱阳湖社 （后

更名为改造社）。1921 年 5 月 1 日，《新江西》

正式创刊，这是江西本土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革命刊物，它“如同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

夜空，给广大青年指明前进的方向。

在改造社的影响下，进步社团在全省各地

纷 纷 建 立 。 例 如 ， 省 立 女 子 师 范 学 校 刘 和

珍、孙师毅等组织“觉社”，张世熙、曾天宇

等组织万安青年学会，张朝燮等组织永修教

育改造团等。社团周围集聚了一批倾向革命

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在组织领导各地革命

运 动 和 传 播 马 克 思 主 义 过 程 中 起 到 中 坚 作

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些骨干相继加

入共产党和青年团。

1922 年 7 月，为寻求改造社会的真理，来

自赣东北的弋阳籍青年方志敏，毅然从九江南

伟烈学校退学去了上海。他先后见到著名共产

党人恽代英、张太雷和赵醒侬，并由赵醒侬介

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8 月下旬，袁玉

冰也来到上海，“江西三杰”在沪首次会晤。

他们深入交流赣沪两地形势、探讨江西革命路

径。其间，他们拜访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施

存统、高君宇等。袁玉冰在李大钊的推荐下考

入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思想进步很快，先后

入 团 入 党 。“ 江 西 三 杰 ” 作 为 “ 光 明 的 渴 求

者”，逐渐完成了从爱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

主义者的转变。

9 月，在南昌东湖边百花洲席公祠附近，

方志敏创办南昌文化书社并任经理。书社主要

销售进步书刊，并成为联络革命青年、开展革

命活动的据点。11 月，受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

派遣，赵醒侬回到江西，筹建地方团组织。学

校放寒假期间，赵醒侬依托南昌文化书社开展

革命活动，通过青年刘拜农，联络一些与团的

宗旨相合的青年进行座谈，讲解革命理论、开

展思想教育，从思想上解决入团的问题。这样

的谈话会和讨论会接连开了几次，建团的时机

逐渐成熟。

1923 年 1 月 20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

西地方团组织在南昌成立，有团员 7 人，即赵

醒侬、方志敏、刘拜农、刘五郎、刘修竹、陈

之琦、赵履和，指定刘拜农为临时书记。对近

代江西而言，革命的星火已被点燃，这是一个

全新的开端。

冒 着 被 北 洋 军 阀 迫 害 的 危 险 ，“ 江 西 三

杰”等进步青年领导开展了组织游行示威、发

展革命骨干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之后“以团

建党”奠定坚实基础。

“就社会的现象，下切实的批评，并谋新

青年的思想、生活、环境的改造”，这是 《青

年声》 周刊的主旨。1923 年 1 月，《青年声》

在北京大学出刊后，社会影响很大。2 月，“肩

负特殊使命”的袁玉冰，化名王亚岑回到南

昌，与赵醒侬、方志敏等携手大力发展团组

织，在南昌二中成立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在

心远中学成立南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充分展

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极强的人格魅力。

江西地方团领导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反

动军阀的不满。3 月，袁玉冰在南昌牛行车站

被抓捕，南昌文化书社等遭封闭，《新江西》

停办，赵醒侬、方志敏被迫离开南昌。他们在

给团中央的汇报信上说，“可以告慰的，就是

这件事唤醒了好多的青年”“介绍了千万人们

连做梦也料不到的名辞——过激党”“千百万

的传单还没有这样的效果呢”。

10 月，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 （简称

团南昌地委） 成立，在南昌设立 3 个支部，九

江设立 1 个支部。年底，团机关刊 《红灯》 附

《正义报》 出版发行，团南昌地委的影响力不

断扩大，团员积极参与工人的罢工斗争，被关

押 8个月的袁玉冰也被营救保释出狱。

1924 年 3 月 ， 参 加 中 国 国 民 党 一 大 会 议

后，赵醒侬秘密返回江西，筹建共产党的组

织。到南昌后，方志敏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月 ， 中 共 秘 密 联 络 点 在 南 昌 一 平 印 刷 所 建

立。在他们的持续奔走活动下，江西党组织的

创建基础不断构筑起来。

广大工人和青年群体被发动起来，并走向广

泛深入的联合。5月7日，南昌40多所学校1.3万

名学生集合游行，举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纪念

“五七”国耻日。在九江，许多团员到南浔铁路

和城内各工厂、各行业开展调查联络工作，先后

帮助成立南浔铁路、码头运输、邮电、瓷业、裁

缝工人联合会等行业工会组织，积极在女工、轮

船、茶房等工人中开展活动，同时掌握了原有的

“九江工业协会”的领导权。

随着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团组织迅速发

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江西建党的条件已经

成熟。1924 年 5 月，中共南昌支部 （也称中共

南昌特支） 成立，赵醒侬任书记兼组织干事，

邓鹤鸣任宣传干事。机关驻南昌解家厂附近。

与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接受湖南党组织领导不

同，中共南昌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是领导

全省革命斗争的地方党组织。之后，根据革命

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的安排，该党组织先后发

展为中共江西地委、区委和省委。

南昌文化书社被反动派封闭后，党的秘密

工作迫切需要公开场所掩护。1924 年 6 月，在

赵醒侬、曾天宇的努力下，明星书店在百花洲

45 号开办，犹如黑夜的火炬照亮青年前进的方

向。9 月，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私立黎明中学

开学，校址在南昌解家厂 12 号，曾天宇、方

志敏、张朝燮、邓鹤鸣等党团员和进步人士担

任教师，为革命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4 年 12 月初，赵醒侬、王秋心被孙中

山委任为江西国民会议宣传员，领导全省人

民 开 展 废 除 不 平 等 条 约 和 召 集 国 民 会 议 运

动。12 月 31 日，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正式成

立，江西省总工会等 80 多个团体参加。1925

年 3 月至 5 月，为悼念孙中山先生，中共南昌

支部和国民党江西省临时党部在各地掀起了

盛况空前的活动，最大的一次是 5 月 4 日在南

昌大校场有 5 万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方志敏

这样评价：“‘拥护中山北上’与‘追悼中山

逝 世 ’ 的 两 次 运 动 ， 是 做 得 比 较 广 泛 而 深

入，唤起了江西广大群众对国民革命的认识

和同情。”

五卅惨案爆发后，江西学联迅速响应声

援，成立了帝国主义者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

会 （后改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赵醒

侬、方志敏等为主要领导者。6 月开始，各界

群众开展了游行示威、学生罢课、上街演讲、

仇货检查、募捐、公祭等声势浩大的反帝运

动，持续了整个夏季，蔓延到全省各地，“取

得很大成绩”。

7 月，受党团组织派遣，方志敏和堂弟方

志纯回到弋阳开展革命。他们建立了弋阳县的

第一个团支部、第一个党组织，建立国民党县党

部，组织弋阳革命青年社，建立漆工农协，开展

清算劣绅掌管的“冬寒赈济费”、打击土豪减租

减息的斗争。弋阳的农民运动走在全省前列。

1926 年 9 月 初 ， 国 民 革 命 军 北 伐 江 西 战

场开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积极

为 北 伐 军 筹 集 粮 草 、 运 输 给 养 、 侦 察 敌 情 、

担 任 向 导 、 传 递 情 报 、 站 岗 放 哨 、 抢 救 伤

员，甚至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正当大革命取

得巨大成功时，9 月 16 日，革命先驱赵醒侬

被反动军阀残忍杀害，年仅 27 岁。11 月，袁

玉冰奉派回到离别三年的南昌。他先后担任

中共江西区委宣传部主任、青年团江西区委

书 记 、 中 共 九 江 地 委 书 记 ， 以 卓 越 的 才 干 、

高超的领导能力，开辟江西革命斗争的新局

面。1927 年 2 月，《红灯》 周刊复刊，袁玉冰

任 主 编 ， 刊 载 的 文 章 笔 触 犀 利 、 观 点 鲜 明 、

针砭时弊，深受广大青年喜爱。

江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起来。4 月 2 日，

在 中 共 江 西 区 委 领 导 下 ， 袁 玉 冰 任 总 指 挥 ，

南昌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郊

区农民自卫军也手持长矛大刀，群集百花洲

一 带 ， 一 举 占 领 国 民 党 右 派 控 制 的 省 党 部 ，

捕获“AB 团”分子。这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

南昌四二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反共的真面目暴

露出来。12 月 27 日，袁玉冰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中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人 民 并 没 有 被 吓 倒 、 被 征 服 、

被 杀 绝 ”， 江 西 党 团 组 织 和 革 命 力 量 仍 然 努

力 抗 争 ， 为 中 国 革 命 在 江 西 的 复 兴 以 及 湘

赣、湘鄂赣、闽浙赣和中央苏区的创建提供

了有利条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江西逐渐成为掀起红色风暴

的 政 治 主 舞 台 、 推 进 武 装 斗 争 的 军 事 主 战

场、汇聚领袖先驱的革命大本营、预演文韬

武略的治国试验田、凝聚红色基因的精神孕

育地。

追 寻 江 西 党 组 织 创 建 发 展 的 艰 辛 历 程 ，

以“江西三杰”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为

创造“新江西”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生动

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跨越历史时空，伟大

建党精神熠熠生辉，值得我们永世传承弘扬。

一 是 要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 坚 持 追 求 真 理 。

“ 共 产 党 人 对 理 想 的 追 求 就 是 对 真 理 的 追

求 。” 接 受 马 克 思 主 义 ， 坚 信 它 是 宇 宙 的 真

理，是“江西三杰”等中国共产党人矢志奋

斗的源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传承红色

基 因 ， 最 重 要 的 是 坚 定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我们要切实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

铸魂，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探索真理，始

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

二 是 要 坚 持 党 的 领 导 ， 推 进 民 族 复 兴 。

白色恐怖之下，“江西三杰”等共产党人遵循

党团中央指示，大力组织学生运动、工农运

动，先后完成建团建党的重要使命，中共中

央 加 强 了 对 江 西 革 命 的 领 导 。 新 时 代 新 征

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推动

者、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我们要坚定

拥 护 “ 两 个 确 立 ”， 坚 决 做 到 “ 两 个 维 护 ”，

任何时候都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

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三 是 要 践 行 初 心 使 命 ， 锐 意 改 革 创 新 。

面对百余年前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的危局，“江西三杰”敢为人先，从创办团

刊、异地办刊，到党团共建书店、国共合作

办学，不断创新革命工作方式，保障革命活

动有序开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 速 演 进 ， 我 们 要 从 党 史 中 汲 取 智 慧 和 力

量 ， 以 大 历 史 观 把 握 发 展 规 律 和 时 代 大 潮 ，

以改革创新赋能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四 是 要 发 扬 斗 争 精 神 ， 赢 得 历 史 主 动 。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唯有以狭路相逢勇者胜

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才能赢

得尊严、赢得主动。“江西三杰”不怕苦、不

畏难、不惧死的斗争精神，激励着江西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向前。我们要汲取和弘

扬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的 精 神 力 量 ， 既 要 敢 于 斗

争、勇于碰硬，又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

术和策略，依靠斗争把握历史主动、依靠斗

争走向光明未来。

今年是中共江西地方组织建立 100 周年。

百年风雨，百年沧桑。回望峥嵘岁月，我们

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

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展望美好未来，我们要大力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先锋，在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践行“走

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奋力续

写红土圣地的时代荣光。

（课题组成员：梅仕灿、彭勃、彭月才、梁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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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江西》 封面

19271927 年年 66 月月，，根据党的五大决定根据党的五大决定，，江西区委升为江西省委江西区委升为江西省委，，机关驻原黄家巷机关驻原黄家巷 3131、、3232 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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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动：革命潜流，
苦苦求索江西向何处去

破茧：冒死革命，
挺身创建党组织

洪流：风云激荡，
工农运动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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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 我 国 经 济 结 构 转 型 升 级 步 伐 加

快，科技创新与区域协同发展日益成为驱动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更加重视科技创新

和 产 业 创 新 的 深 度 融 合 ， 加 强 重 大 科 技 攻

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建

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协同

发展水平”。这一重要指示为深化区域协同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科创飞地”是深入区域协同发展的生

动实践。通过跨区域创新合作向资源富集的

地 方 “ 借 力 ” 发 展 ， 已 成 为 各 地 发 展 共 识 。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江西要“积极对

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推动鄱阳湖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与 G60 科创走廊、粤港澳大湾区

科技创新中心对接，支持企业设立‘科创飞

地’”。顺应我省创新发展需求、打通跨区域

资源通道，支持引导江西“科创飞地”健康

发展，既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的有力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塑

造江西发展新优势的迫切要求。

完善顶层设计，让更多飞地“飞起来”。

当 前 ， 江 西 周 边 的 长 三 角 、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

武汉等已成为我国“科创飞地”相对集中区

域。发挥江西地缘优势，立足发展全局、完

善 顶 层 设 计 ， 相 关 部 门 要 为 我 省 “ 科 创 飞

地”总体建设发展做出方向指引。一是健全

省际合作机制。健全江西与创新资源聚集地

的省际创新合作机制，明确“科创飞地”的

税 收 分 成 、 统 计 归 属 等 合 作 利 益 分 享 方 案 ，

加快推进省际“科创飞地”规范化建设和发

展。二是完善省内支持政策。填补“科创飞

地 ” 支 持 政 策 空 白 点 ， 为 我 省 “ 科 创 飞 地 ”

的建设运行、人才管理、成果转化、产业对

接 等 完 善 指 导 意 见 ， 也 为 各 设 区 市 以 及 县

（市、区） 出台细化政策提供依据。三是做好

双 方 协 商 沟 通 。 飞 地 双 方 建 立 协 商 沟 通 机

制，协调解决飞地建设、运营等过程中出现

的重大问题，设立日常事务办公室，及时协

调处理日常工作事宜。

明确建设目标，让飞地“飞得高”。引导

我省各地结合本地创新现状、明确建设目标，

切忌定位不清、生搬硬套，从长远角度、因地

制宜推进飞地建设，让“科创飞地”真正为江

西产业转型升级蓄势赋能。一是理性选择地

点。建设地点选择可依据创新活跃度、要素聚

集度、本地产业关联度、距离远近等因素综合

考量确定。二是合理确定面积。依据产业发

展、创新需求、资金预算等现实状况，认真评

估、合理确定飞地运营面积，避免贪大求全造

成资金压力过大、物理空间闲置、资源浪费。

三是明确目标定位。聚焦本地主导产业发展方

向，明确飞地对接创新资源要素、支撑产业创

新发展的目标定位，引入高端人力资源、社会

资本和创新技术，有效带动当地的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

专业运营管理，让飞地“飞得远”。完善

“ 政 府 主 导 、 专 业 运 营 ” 模 式 ， 擦 亮 科 技 底

色，开辟飞地招商新赛道、探索创新发展“更

优解”。一是政府主导管理。成立飞地工作领

导小组，科技、工信等相关单位为成员，不定

期召开飞地工作联席会议，研究飞地人才、招

商、运营及考核、监督等事宜。二是企业专业

运营。针对政府市场化运营经验不足的现状，

由地方国有企业设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作为飞

地运营公司，组建专业运营团队、以市场化手

段开展运营。三是擦亮科技底色。注重创新引

领，不仅关心投资规模和强度等传统招商指

标，更关注项目成长性、项目团队的研发实

力、发展潜力、与本地企业嫁接匹配度等内

容，精准识别优质初创项目，在“投早投小、

精筛细培、靠前服务”上加大力度，避免走

“拼税收、拼场地、拼补贴”的老路。

强化配套支持，让飞地“飞得稳”。加强

公共服务保障，打通堵点、完善配套，有力

推动各项举措落地生效，更好提升飞地创新

人才和创新主体的获得感，吸引更多创新要

素。一是明确同等待遇。明确飞地引进人才

与本地引进人才在经济、社会地位、职称评

审、技能考评、项目申报等方面享受同等权

利 待 遇 。 二 是 完 善 公 共 服 务 。 突 破 人 事 关

系、户口、社保等限制，重点解决飞地人才

落户、关系转接、子女入学、住房医疗等生

活 配 套 公 共 服 务 ， 让 飞 地 人 才 更 有 归 属 感 。

三是鼓励成果转化。鼓励支持飞地创新成果

本地转化，纳入本地产业引导基金、本地科

技创新发展基金投资项目库，以市场化方式

对项目予以支持，并享受本地相关奖补政策。

（作者单位：江西省科学院科技战略研

究所）

科学谋划“科创飞地” 深化区域协同发展
■ 王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