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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1年年1111月和月和19341934年年11月月在江西瑞金召开过两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为这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
展进行初始探索和实展进行初始探索和实践。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进行人民
当家作主的伟伟大预演不仅为研究宣传中华苏维埃代表大
会制度提供了丰富史料，也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提供了参考借鉴。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8月初，青年
报记者随市人大常委会机关10名青年一行在赣南沿着总
书记视察的足迹，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源地追根溯源，
共同回顾党领导人民探索建立发展人民代表大会的光辉
历程。红色追寻激励人心，予人启迪，更加凝聚起奋进新
时代的澎湃动能。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江西瑞金是闻名世界的红色故都、共
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发祥地，也是党和国家初心使命
的重要起源地。

叶坪革命旧址群位于瑞金市叶坪乡叶
坪村。1931年11月7日-20日，第一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叶坪谢氏宗祠召开，
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
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叶坪成为全国苏维埃
运动的中心。这里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和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等首脑机关在瑞金的
第一个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
时、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
此工作和生活，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治国
理政的伟大实践。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就在
叶坪革命旧址群中，四周环绕着参天古樟。
会址设在一幢明代的青砖灰瓦建筑——谢氏
宗祠内。当时，项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与村
中谢氏长辈商妥后，请来泥木工匠进行修
整，布置成庄严的会场。如今，这里根据当
时保存的资料，重新布展并对外开放。

步入会场，看到大会主席台正墙上贴
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画像中间挂着镰
刀铁锤红旗。主席台两侧贴着一副对联，
横幅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主席台
前沿放着一块横匾，上书“工农炮垒，民主
专政”八个大字，高度概括了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的政权性质。会场里，红色浸染、氛围
热烈，挂满了写着标语的三角形彩旗。

“这里原来是祠堂里供奉祖先牌位的
地方，看到这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党的

群众基础非常好，村民都自愿让出地方
来。”讲解员杨佩深情地说道。

会场内排放着上百张长条木凳，供开
会时从各地千里迢迢来开会的代表们坐。
宗祠中央原有一口天井，为了能坐下610名
代表，便在上面铺了木板，也摆放了木凳。
通过史料可见，老前辈们的革命热情空前
高涨，大家举手时都举得很高，代表们分成
8个小组，先设分组讨论，再回到会场上来
举手表决。“这种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讨论表
决模式，沿用到了今天呢。”寻访中，人大青
年纷纷想到了如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深刻领悟了“为人民”的真谛。

历史在这里回响，伟业在这里启航。
大会经过610名代表的审议，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第一部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等全国性的
法律条令，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庄严
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
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
第一次以国家政权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了人
们面前，开启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其
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文
献。大会历时14天闭幕。

一边是大会胜利地举行，一边也曾经
历了惊心动魄。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
炸，毛泽东此前就提议在长汀县建造一个
假会场，转移国民党的注意力，从而确保

“一苏大”真会场的安全。就在大会开幕日
阅兵仪式刚刚结束，10多架敌机就从瑞金
上空呼啸而过，径直飞向假会场……

“一苏大”会后，中央临时政府九部一
局（外交、军事、土地、财政、劳动、工农检
察、司法、教育、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
治保卫局）的办公地点大都设在谢氏宗祠
内。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
从叶坪村迁往瑞金沙洲坝。根据苏维埃
《组织法》，每两年要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因此，就开始了第二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老茶亭村，一幢大礼堂样式的建筑
气势恢宏，门首上方嵌有“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红色浮雕大字。礼堂
呈八角形，从上往下俯看就像红军的八角
帽。大礼堂坐北朝南，分上下两层，在楼
上、楼下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主席台。大
礼堂四周共有17道双合扇大门，41扇窗
户，便于人员疏散、通风和采光。在礼堂外
不远处就有防空洞，可以及时躲避敌机的
袭击。

1934年1月22日-2月1日，“二苏大”
在这里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693
名，候补代表83名，旁听代表1500名。大会
期间，除了相关报告，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
修改后的宪法大纲、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
经济建设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
等决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
闻天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会议原定17
天，但进行到第9天时，因得到紧急军情消
息，提前到2月1日闭幕……

“左”倾路线把中央苏区推向绝境，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大礼堂被

国民党毁坏，1956年按原貌修复并对
外开放，并

将那个黑漆漆的炮火印痕一直留在了那
里。

苏区时期，瑞金全县只有24万人，加入
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就有5万人。红军长征
时，瑞金有约3.5万人参加这一壮举，其中
约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新中国成立
后，被录入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烈士花名
册的本县籍烈士仅17166名，许多人成了
无名烈士。

在前往瑞金前，市人大一行还寻访了
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幅
油画再现了90年前于都河畔的“母送子妻
送郎，父子兄弟同上战场”的感人场景。90
年前，于都人民正是从这里告别了他们至
亲至爱的人民子弟兵，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次离别竟成了永别。在叶坪革命旧址
群，也有一座宏伟的“红军烈士塔”，塔身犹
如一颗紧弦待发的炮弹，象征着苏维埃共
和国是靠工农武装在炮火中打出来的。塔
的正前方地面上用煤渣铺砌着“踏着先烈
血迹前进”八个苍劲大字，对先烈们致以最
高崇敬和永恒怀念。

“在血雨腥风的年代，红军战士用最宝
贵的生命换来了革命胜利。这一切，都源
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立起了
当时工农民主专政这一真正属于人民的政
权。”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团委副书记李
净欣深深感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血
与火的革命道路上艰辛探索创造的由人民
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70年来，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
著优越性，根本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
中。“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今天，我们就是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传承者。”李净欣说。

在村落宗祠召开的“一苏大”

炮火硝烟中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❶

◀第一次
全国苏维埃代
表大会会址。

盛夏的瑞金，天高云淡，山明水净。这
里的一山一水都留下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足
迹，一草一木都承载着珍贵而厚重的红色
记忆。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
等苏维埃共和国的创立者，后来都成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2019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强调，“要从瑞
金开始追根溯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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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烽火硝烟中，从苏维埃国家的根本
法，到刑法、民法、行政法规等，有力支持了
苏区革命斗争和经济发展。苏维埃政府同
人民“血肉相连”，也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和信任。

在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只用一根灯芯
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到深夜；朱德的粗布
军装补了又补；陈毅保管着为红军作战经
费而准备的金条，自己腿部受重伤却舍不
得花一分钱买药的故事，都让市人大常委
会机关22级选调生李雪妍感动不已。正

是当年中央苏区领导干部们的率先垂范，
用行动去鞭策全党同志廉洁自律、勤政为
民，才取得中央苏区时期的辉煌成就。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
的创始人之一，在何叔衡故居，讲解员讲起
何老开展苏区检察工作时带头调查贪腐线
索的故事。1932年，何老收到了几位农民
写的控告信，检举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长
陈某有严重问题。何叔衡没有主观臆断，
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他带上干粮袋和斗
笠，亲自下乡调查。在区苏维埃政府的配
合协助下，他走访群众，并设法找到了写检
举信的同志，重新核实了有关情况。

“这让我深切体会到老一辈革命家秉
公办案不徇私情的精神，作为人大青年，我
们也要传承好这种察民情、听民声、解民忧
的为民服务理念，在立法监督工作中深入
群众开展调研，在人大工作中汇集民智凝
聚民心。”李雪妍说道。

和李雪妍同期来到人大的潘政也是一
名选调生，经过此次访学，令他深刻感受
到了“人民代表大会从这里走来”的深厚

历史底蕴，“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的也不仅
是血脉、精神，还有具体的制度和历史的
传承。

潘政说，党在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探
索和实践，从最初对苏联“苏维埃”名词、组
织架构、法律法规的照搬，到因不适应当时
中国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基础而进行的调
整，每一步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
路”的非凡勇气。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
大会”的转变，不仅是对苏联历史经验的扬
弃，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性”的充
分体现，彰显了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作为当代人大青年，我们更应深入探
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史，从中汲
取力量，立足实践、勇于创新，以‘两个结
合’为指引，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在解决问题、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不断
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
新。”潘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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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城西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
度史陈列馆入口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熠熠生辉。在苏
区时期，先后颁布的法律条例就多达130
多部，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
就已经在开展依法治国的实践，瑞金也因
此被称之为共和国的摇篮。

如今每年的 3 月初，来自全国各地
2800多名人大代表都会佩戴神圣的代表
证，在人民大会堂行使代表权力，共商国
是。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陈
列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何长工
同志的代表证。证件长 6.5 厘米、宽 9.5
厘米，在这张泛黄的证件上，记载着代表
的姓名、年龄、性别、成分、籍贯、开会住
所。在证件的下方加盖了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代表委员会印章。证件的右边
和背面还明确地写着代表证效用及大会
规则，对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规
定。

苏区时期，为了做好选举代表工作，
需进行张红榜和黑榜三天的公示期，确定
是否有选举权，有选举权后再进入下一

步。为了选好代表，还专门进行了选举培
训班来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正式代表都在
严谨规范的制度下产生。代表证见证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瑞金走向北京的历
史进程的历史，见证了人民代表行使国家
权力的过程，也见证了从苏维埃代表大会
制度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曲折发展历
程。

在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梁峰眼中，这
张历经峥嵘岁月的证件，是当年苏维埃工
农兵代表参政议政的历史时刻，更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初始发祥的伟大实践。苏
区在选区划分、选民资格认定、代表候选
人公示、代表依法履职、群众“墙报”监督
等探索实践，也揭示了我们党以制度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意志和决心。

“作为人大青年干部，要继续发扬苏
区精神和人大优良传统，坚定人大制度自
信，自觉肩负起全过程人民民主首提地的
使命担当，认真履行职责，深入群众一线，
问计问需于民，为更好发挥人大代表重要
作用出力献策，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上
海焕发更加强大生命力、展现勃勃生机。”
梁峰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
和使命，是党领导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和
艰辛探索建立起来的。90后的程西园是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团委书记，在她
看来，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
周年，按照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的部
署要求，青年工作组、机关团委组织青年
同志们来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源地
瑞金，开展访学调研，瞻仰革命旧址，有
利于推动人大青年同志进一步坚定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自信，为新时代新征程上
海人大工作与时俱进高质量发展贡献青
春力量。

程西园本身在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工作，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
制建设感触也很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制定颁布了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为根本大法的130余部法律、法规和
法令，坚持维护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
益，极大激发了苏区军民的革命热情，为
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比如当时地少人多、土地资源分配严重不
均，苏维埃政府出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土地法》等一系列部门法律法规和法
令，注重解决土地分配问题，解决广大农
民‘要土地’的迫切需求。”这让她感到，新

时代、新形势下的立法工作，更要始终坚
持人民观、体现人民性，“群众期盼什么，
立法就跟进什么”，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立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探寻苏区建设历程，弘扬苏区革命
精神，激励着我们建设上海这座光荣之
城、人民城市。”陈巍来自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研究室调研处。三年前，他参与了“伟
大的创造 光辉的历程——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探索与上海”人大红色资源主题展
的青年义务讲解，此次，在制度源头的寻
访中，总有一些熟悉的细节勾起回忆，实
地实景震撼人心。

“更加坚定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使
命，更加紧紧依靠人民凝聚改革奋进的磅
礴力量，更加坚持为民办实事还要注意工
作方法。”陈巍说，红都瑞金呼唤新时代青
年常回家看看，去喝一口甘甜的红井泉
水，去读一读经典名篇《关心群众生活，注
意工作方法》，去听一听苏区人民义务投
工投劳、捐钱捐粮、参军参战的感人故事。

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红色血脉在这
里赓续，奋斗奉献的青春力量也在这里激
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红都呼唤新青年常回家看看

❶来自上海的青年代表
在瑞金开展红色寻访。

❷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
制度史陈列馆入口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的几个大字熠熠生辉的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法律建设纪念馆。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赓续红色基因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❸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