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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三千年
未有之变局”，在“救亡图存”思潮推动下，
建立“新中国”成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们
思考的主题。

从“中华联邦共和国”到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处在军阀割

据混战的乱世。为此，党的二大指出：“统一
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
国。”“真正民主共和国”性质的“中华联邦共
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历史起点。
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准确判断、分
析中国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一构想在
国民党右派分裂下很快夭折。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提出要“打
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
命联盟”，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10月
23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反对军阀战争宣言》明确提出：“统一中
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
会议（苏维埃）的中国。”这是“新中国”一
词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囿于当
时的情境，中共对“新中国”的构想还停留
在移植苏联模式层面上，提出了“苏维埃
共和国”口号。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
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

“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
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表明“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性质是工农民主共和国，即“苏
维埃工农共和国”。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
建国思想的第一次独立尝试，但由于它是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来
不及对中国国情作深入分析的背景下，不
顾中国国情地移植模仿，其最终流产。

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到
“民主共和国”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
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该决议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
央政府宣告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扩大了国家政权的
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苏维埃人
民共和国”这种称谓没有从根本上放弃

“苏维埃”的主张，所以很快就被搁置。
1936 年 8 月 25 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

书》中，中共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
国”。

“民主共和国”的提出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民族抗战
背景的形势，但是，“民主共和国”没有清晰地表明中国
共产党所追求的民主目标：到底是新民主，还是旧民
主？另外，“民主共和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即在抗
战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受到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的破坏。同时，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建政实
践也推动着新的口号的提出。

从“民主共和国”到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民主共和国”受到多方挑战的背景下，1939年
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报告中指出

“民主共和国”的国体：“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
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
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
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
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
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这就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形成的“民主共和国”与
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的区别。“新民主主义共和
国”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提出的基本建国方略。

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6年6月，蒋介石最终撕毁停战协定，挑起了内
战。客观形势迫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以战争为
手段来解决“新中国”的问题。1947年7月，人民解放
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成为中国革命的一
个转折点。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
口号，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
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
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一
个“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新中国”。

为了确定“新中国”的名称，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
士在政协筹备会上进行了比较和选择，大多数代表倾
向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最终提交了政
协会议并获得通过。至此，中国共产党“新中国”话语
体系经过不断演变和扬弃，最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名，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为目标得以
确立。 （摘自《北京日报》）

建党之后，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
十分重视军事工作，曾积极尝试独立建军。但
当建军时机成熟的转折关头，他却一反常态，反
对建军，酿造了中国革命的悲剧。

首倡创建“真正的国民军”
“真正的国民军”是陈独秀提出的最早的建

军目标。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十分关注军队与

军事工作，明确提出了必须组织革命军队开展
阶级斗争。1922年9 月22日，陈独秀依据党的

“二大”精神发表《造国论》，指出：“用什么方法
来造国？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所
谓“真正的国民军”，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军队。这就在党内最早提出了建军的奋斗目
标。

当时，中共对于建军处于“三无”状态：无专
门人才，无专业经验，无经费及物资保障。在共
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无
疑，在国共合作中学习、积累建军经验，对日后
我们党独立建军是非常有益的。中共中央经过
反复研究，决定与国民党重点在军事领域进行
合作，帮助国民党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而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第一个硕果。中共把自
己最优秀的党员及团员，派到国民党创办的各
类军事院校及部队工作或学习。1927 年初，在
黄埔军校、国民党创办的其他军校以及军队中
的共产党员，达到1500多人。

中共直接领导第一支革命武装
陈独秀始终对拥有军队的国民党持有戒

心，认为中共必须亲自掌握武装，才能有备无
患。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除了
在国民革命军中成立中共秘密组织外，还积极
尝试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1924年11月，经孙
中山同意，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
元帅府铁甲车队，约 150 人。表面上铁甲车队
属国民政府大元帅府管辖，但所属成员的配备
与调动，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它实际上是中

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25年
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
以黄埔军校部分学员为骨干，在广东肇庆组建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

经过努力，到 1927 年，我们党掌握了多支
武装力量。此外，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等也都掌握在我党手中。陈
独秀还委派得力人员，打入军阀部队内部，设法

将军阀部队改造为我党
领导的革命军队。1926
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
指示，刘伯承、朱德等人
赴重庆，领导和策动部
分四川军阀部队举行泸
顺起义。虽然这次起义
失败了，但开了中国共
产党独立领导军队开展
武装斗争的先河。同
时，陈独秀和中共中央
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
的各级军事领导机构。
这些努力，为此后的建
军作了政治、思想军事
组织、人才等方面的重
要准备。

建军尝试受到
共产国际压制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
建军的尝试，一直受到
共产国际与苏共中央的
反对、压制。共产国际
与苏共中央不希望出现
一个与苏联对立的中国
政府，极力压制中国共
产党，强迫中国共产党
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维

持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
希望以此稳住国民党，不使

其倒向英美反对苏联。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苏

联军事顾问季山嘉都主张，对蒋介石展开反
击。陈独秀要求苏联，从供给蒋介石、李济深军
队的枪械中，匀出 5000 支武装广东农民，遭到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断然拒绝。苏共中央和
共产国际为了苏联的一已私利，迫使陈独秀及
中共中央不得不对步步进逼的蒋介石步步退

让，坐视蒋介石的崛起。
陈独秀担心在北伐中坐大的蒋介石背叛革

命，为此，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他亲自领
导上海工人开展了两次武装起义，但没有成
功。1927年3月，陈独秀决定抢在北伐军进入
上海之前，发动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并亲自担任起义的最高领导。3月21日，上海
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不
久，北伐军进入上海，陈独秀指出：“如果右派军
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但共产国际代表
秉承苏共旨意，强迫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妥协
退让，企图以此拉拢蒋介石，中共中央不得不作
出让步。

在转折关头反对建军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

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日益险恶。这一时期，陈
独秀仍强调加强军事工作。1927年6月，陈独
秀接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五月紧急指示”的
电报，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动员两万共产党
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
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
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
为挽救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出路，为陈独秀领
导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军队提供了非常难得的
机遇。匪夷所思的是，陈独秀竟然以“莫斯科不
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为由，全盘否定和拒不执
行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7月15日，汪精卫正
式同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为什么在建军问题上陈独秀前后矛盾呢？
主要是由于陈独秀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和信
心的丧失。在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汪精卫即
将叛变革命的情况下，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
从高潮转入低潮，党的策略应当是退守，而不
是进攻。据此，陈独秀不赞成立即创建军队搞
武装暴动。最终，陈独秀酿造了个人的悲剧，
也酿造了中国革命的悲剧。创建中国革命军
队的历史机遇，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

（摘自《党史纵览》）

陈龙，辽宁抚顺人，1910年12月生，在抗日
救国中参加过许多血战。他擅使双枪，晚上也
能打断数十米外的香头。在其48 年的传奇人
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保镖经历莫过于1945年
重庆谈判期间贴身护卫毛泽东的 43 个日夜
……

1945年8月27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偕张治
中飞临延安。毛泽东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
消息迅速传开，像一阵狂风刮过黄土高原，人们
的心头再也无法平静。

深人虎穴，敌情复杂，如何保证领袖的人身
安全成了全党的头等大事。经反复研究，中央
决定派陈龙、龙飞虎、颜太龙三人贴身保卫毛泽
东。因他们名字中都有一个“龙”字，时称“三龙
护驾”。

临行前夜是在紧张和忙碌中度过的。朱德
和刘少奇会见陈龙，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主席
的安全交给你了，你要做好工作。遇到危险要
用身体保护主席！”陈龙语气坚定地向首长保
证：豁出命也要保卫主席的人身安全。

陈龙与龙飞虎、颜太龙讨论了警卫工作中
将会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和细节，确定了互相联
络的方法和暗号，以及在飞机上和到重庆后的
警卫分工和配合方案。

另外，行装准备也颇花费了一番工夫。此行
是去和重庆当局打交道，总要讲些体面。陈龙领
到了一套灰布制服，但脚上还穿着一双磨得快露
脚趾的布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把脚
上的皮鞋脱下来，换穿了陈龙那双破布鞋。

同在准备行装的毛泽东，也一样窘迫，他也
领到了一套布制服，却没有一顶像样的帽子，周
恩来只好把从重庆带来的那顶盔式遮阳帽戴到
他的头上。

8月28日下午3点37分，毛泽东乘坐的飞
机终于出现在机场的上空，担任警戒的美国宪
兵，如临大敌。

机舱打开，人们以欢呼掌声表示对这位象
征着和平、团结、光明的伟人热诚的敬意。为了
抢发这条中国乃至世界的头等重要新闻，许多
中外记者把毛泽东围得水泄不通。扮作毛泽东
秘书的陈龙，心情十分紧张。

当日下午7时许，蒋介石在官邸林园宴请毛
泽东。宴罢天色已晚，蒋介石留毛泽东住林园。

未等毛泽东走进房间，陈龙等人已经把住
房的一切陈设都仔仔细细检查过。接着周恩来

又进房间检查一次，他连枕芯也取出来看了看，
嗅了嗅。“从现在起，你们要保证这里不离人。”
周恩来严肃地交代，“也严禁别人进来！”

毛泽东来到屋中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真
是深入虎穴了，看这次能不能弄点儿虎子回去。

大家却都轻松不起来。
陈龙对警卫工作做了分工，颜太龙等人重

点照顾周恩来、王若飞住的那幢楼，自己和龙飞
虎就在毛泽东房间外面的沙发上假寐，用耳朵
来捕捉四周可疑的声音。

半夜时分，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几名巡
逻宪兵走到楼前。陈龙和龙飞虎微眯双眼，装
作打鼾。脚步声停止了，宪兵们隔窗向里观
望。陈龙和龙飞虎双手慢慢地伸到衣中，攥着
顶着子弹的手枪。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陈龙和

龙飞虎长吁一口气睁开眼睛。
如此反复几次，天终于亮了，不眠之夜总算

熬了过去。
这天，国共首开谈判。晚上，毛泽东仍住林

园。吃过晚饭，毛泽东在灯下看报，陈龙坐在主
席对面，从这里可以望见楼前的院子。

突然，电灯灭了，整个楼里一片漆黑。陈龙
立即站到毛泽东身边，在外面警戒的龙飞虎等
人也疾步进来，环站在主席的周围。总统府停
电，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刚点上蜡烛，窗外闪过几道手电光，影影绰
绰看见几个彪形大汉朝这边走来。陈龙低声命
令：“注意！”两个人同时伸手握住了腰间的枪柄。

有人在门外粗声粗气地喊了声：“报告！”一
个全副武装的侍卫官阔步走了进来，敬了个举

手礼：“蒋主席来看望毛先生！”毛泽东微微笑：
“欢迎！”可这位侍卫官还不退回，他站在那里打
量着陈龙等人：“请其他各位回避一下。”陈龙盯
了对方一眼，身子向主席靠近了一步。毛泽东
泰然地向龙飞虎等人挥了一下手：“你们出去
吧。”见他们迟迟不动，又说：“你们不出去，人家
不敢进来。”显然，对方已经知道毛泽东的这些
贴身保镖都是身带双枪的神枪手。

龙飞虎望了望陈龙，出去了。陈龙一直站
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秘书”，他是有理由留
下的。

宪兵遍布，几个侍卫官簇拥着蒋介石走了
进来。也就在这时，电灯又突然亮了。陈龙明
白了，这是蒋介石有意搞的鬼把戏，无非是给毛
泽东一个“下马威”！ （据《山海经·故事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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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误判形势关键时刻反对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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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援助
18．我市就业援助的政策主要有哪些？
答：主要有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企业吸纳和

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和岗位
补贴。

19.哪类人群可以享受就业援助政策？
答：我市居民中已进行失业登记并经认定

的下列人员：零就业家庭（含农村零转移就业
家庭）成员中女性年满 40 周岁、男性年满 50 周
岁以上的人员；抚养未成年子女单亲家庭成
员；享受居民低保的人员；持有残疾人证的人
员；特困家庭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成年后孤
儿。

20.就业援助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按不超

过我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下
限的 2/3 补贴，只缴纳一项的按实际缴纳给予；
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社保补贴和企业（单
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均按用人单位实
际缴纳的社保费给予；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
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企业（单位）吸
纳就业困难人员岗位补贴标准为500元/人/月。

21.到哪里申请办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答：符合条件人员请持本人持身份证（非本

市户籍的请携带居住证）到就业失业登记所在地
的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22．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有哪些就业
援助政策？

答：主要有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
社保补贴、小微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奖
补和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政策。

23.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对
象有哪些？

答：具有济南户籍，在我市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进行失业登记，离校两年内实现灵活就业，并
按时缴纳（不含补缴）社保费的全日制普通高校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灵活就业指以非全日制、临
时性、季节性和弹性工作等形式的就业。

24.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有
多少？

答：按我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医疗保险参

保缴费下限的60%进行补贴，实行先缴后补、定
额补贴。只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按养老保险一项
给予补贴。

25.如何办理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

答：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人持毕业证、报到证、
身份证、户口簿，到户籍所在地街道（镇）人社保
障服务中心申请。

26.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对象
有哪些？

答：招用毕业年度和择业期内的高校毕业生
（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
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
合同，并按时为其缴社保的在我市注册的小微企
业。

27.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有多
少？

答：按照小微企业为毕业生实际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金额和时间，给予企业最长12个月的社

会保险补贴。
28.小微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奖补

的标准是多少？
答：我市注册小微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和

择业期内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凭四个月（含）以上社保缴费证明材料（不含补
缴），每招用1人补贴2000元。

29.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和一
次性奖补到哪里办理？

答：均到工商注册地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申请。

五、创业带动就业
30.什么是创业担保贷款？
答：创业担保贷款是用以支持个人创业或小

微企业扩大就业的政策。具备规定条件的创业
者或小微企业申请使用创业担保贷款，由财政部
门给予贴息。

31.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能享受什么待遇？
答：个人一般最高20万元，十大千亿产业创

业的最高30万元，全额贴息。小微企业最高300
万元，按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
予贴息。符合条件的累计次数不超过3次，每次
贴息年限最长为2年。

32.哪些群体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吗？
答：符合条件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

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
毕业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
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
村自主创业农民；我市注册的小微企业当年新招
用符合条件人员数量达到在职人数 25%（超过
100人的企业达15%）以上，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
动合同。

33.如何申请办理创业担保贷款业务？
答：创业者可持居民身份证及人员身份证件

到经营所在地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
请。小微企业可到注册地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申请。

34.个体工商户创业补贴政策有哪些？
答：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创业场所

租赁补贴。
（待 续）

就业创业工作有关问题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