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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三（1941—1942）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一、一般问题 

  （一）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

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二）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

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

机。因此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对敌屈服的右倾观点；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

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空喊决战，急躁盲动，缺乏忍耐持久的韧性的“左”倾观点。 

  （三）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

（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

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

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我们的观点还停留在前一阶段上（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

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

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项英在前一阶段就主张精兵主义是错误的，但如我们在

现在阶段还不提出主力的精兵主义，也将犯错误。 

  （四）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

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

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

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

（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当然这些比率是大概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

具体化。为坚持对敌斗争，我根据地之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一致努力，来进行上述的军事建设。 

  二、地方军及军区问题 

  （一）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般的说，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区别，在于前者是精干

的正规部队，担任较大的战斗任务；后者是游击性极大的地方部队，担任分散游击的任务。前者是统一指挥的，不限于地

区的部队。后者是分散指挥的，限于一定地区的部队。 

  （二）在根据地创立与扩大的阶段，集中全力扩大主力，主力兼军区地方军之指挥，建制亦属主力军，是必要的，但

现在情况已变，故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关系也要改变。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及指挥机关，即军区与军分区。但主力帮助地

方武装之责任，不但仍旧不变，且应较前加重。主力军在缩编（不是扩编而是缩编）与充实自己的编制时，应依照前面

“一般问题”中所说的比率，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但部队名义不一定要改），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的干

部、枪械、弹药等等。在作战时，主力军应规定地方军的一般作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军是受主力军指挥的。主力应

帮助地方军训练部队。但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建制又是彼此独立的，主力军绝对不应该吞并地方军。至于主力军按照比率．

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须由自卫队、民兵、地方三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以维持相互间应有之比率为原则。 

  （三）地方军之数量，按照前述比率建设之，但一般最低数目，仍有特别指示之必要。兹规定区应有约五十人枪的区

游击队，县应有约二百人枪的县游击营，分区应有约二千人枪的独立营团。区游击队归区的党政机关指挥；县游击营归县

的党政机关指挥；分区则应成立指挥部，不由主力兼，地委书记应兼分区政委；军区则由主力兼，或单独成立指挥，但无

论主力是否兼任军区一级，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建制仍是各自独立的。在战争频繁地区，区武装应坚持本区，县武装坚持本

县，分区武装坚持本分区，反对逃跑主义（因真正情况不利，暂时移动者，不在此例）及随便调跑。在根据地腹地，区县

游击队应同时受分区指挥，到游击区去活动，以锻炼自己和准备将来。在山岳中心地区，过去敌人少到的，应估计到今后

必到，迅速建立区县武装，不可再缓，何其人员武装数量，可较少于平原地区及边境地区。 

  （四）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份尤其主要干部应是本地的，故培养本地干部，由地方党输送优秀的本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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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到地方军去，乃是头一等的重要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等，均应适合本地情况（即尊重地方性游

击性）。故空喊正规化，机械的将主力的一套搬运到地方军中去的办法，是不妥当的；限制地方军之独立活动，授以不能

胜任的作战任务的指挥方法，亦是不妥当的。 

  三、自卫队及民兵问题 

  （一）为加强各根据地广大民众的自卫武力，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必须更加认真的建立自卫队和民兵，这是目前敌

后根据地军事建设上一个极大的问题。但迄今各根据地（除晋察冀外）在这一工作上尚未收到应有的成绩。今后务须加紧

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各根据地必将遭受莫大的损害。 

  （二）自卫队和民兵（包括模范自卫队和青抗先）都是广大民众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不脱离生产的武装自卫

组织，但二者的范围与任务却互有不同。在根据地内凡年在十六岁至五十五岁者，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

均应登记，编为一般自卫队队员或妇女自卫队队员（当然要注意政治动员，不能单靠强制）。此种自卫队之基本任务是进

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持根据地内的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如运输、担架、送信、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等）。 

  （三）民兵则是自卫队的骨干，它是下层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是由模范自卫队与青年抗敌先锋队两种群众性的组

织，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有身强力壮、愿意武装杀敌的男子，均可按自愿原则加入。其任务是侦察敌情，

独立自主的作战，及配合主力作战，袭扰敌人，封锁与围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少数敌人与武装汉奸之活

动，在敌人进攻时领导自卫队掩护群众转移等。 

  （四）自卫队是全民的群众组织，应按队员居住地区编队，分为中队、分队、小队，人数可不划一。而民兵的编制，

则应在可能范围内力求各单位有比较整齐的人数，以便于作战与训练。 

  （五）自卫队与民兵应由各级（由边区到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统一领导。这种委员会是由各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所产

生的民主集中的组织，不应采取委派办法。在边区范围内，在武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民兵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县区村

各级应分设队部，内部生活应悉依民主原则，各级负责人员均应由选举产生，切勿委派。 

  （六）整个下层人民武装均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内部生活的民主制度，军政机关不得干涉与代替。但在执行各项

基本任务时，应由政府经过同级队部指挥之。民兵平时在总的意图下，应受政府指挥，进行独立自主的活动；在配合主力

作战时，应接受正规军或游击队的指挥。各级武委会也不能干涉各种人民武装组织的独立性，其权力只在于统一指挥、武

器分配、统一经费与统一教育。 

  （七）自卫队的武器主要的是大刀与梭标。民兵的武器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旧枪械（快枪、鸟枪），手榴弹（各根

据地甚至各县均应设手榴弹厂，大量制造手榴弹，分配民兵每人二个至四个），地雷，土炮，挨丝炮等。同时在民兵中应

专门进行对敌铁道、矿山、火车、公路、工厂的破坏技术训练，以便开展群众性破坏工作。主力军务须有计划的拨出一批

枪枝武装民兵，千万不可吝惜。手榴弹与地雷这两种主要武器尤应大量制造，普遍发给。 

  （八）自卫队和民兵的干部，应该是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各地区应从地方上有计划的抽调大批干部，给

以专门训练。各地抗大分校或其他军事学校，应负起这个责任来。 

  （九）最后，中央军委特再重复指出，民兵建设与自卫队建设的中心一环，在于民主集中制度的建立，任何官办委

派，都会妨害其发展，妨害其自动性积极性的发扬。同时应指出，在分配任务时，应估计到民兵是人民武装的基于部分，

应使用于对敌斗争方面，而一般的抗战勤务，则应多由自卫队担任之。 

  四、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武器问题 

  （一）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小；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

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且日寇“扫荡”频繁，后方不巩固，根据地财力亦日见涸竭，故兵工生

产日益不易。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 

  （二）在敌我工业技术水平悬殊与根据地极不巩固之条件下，我们的兵工生产当然处于劣势地位，欲求山地敌我装备

平等，大规模建设军事工业及希望新式武器之生产等，都是无实现可能的空想。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

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以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

假若对于大量生产这种群众性的、较低级、较落后的武装忽视，而集中力量于制造步枪、机枪、炮等进步武器，则将来一

定会吃大亏的。 

  （三）在大量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的方针下，必须： 

    1．不仅主力军应设炸弹厂以供主力需要，地方军及民兵指挥机关亦应在分区及各县设立炸弹厂，以供自己的需要。

这些炸弹厂规模应小，应分散办理，分别隶属于地方军及民兵的各级指挥机关或各级政府，但主力军的兵工厂应在技术上

给各地方军及民兵的炸弹厂以各种帮助。 

  2．不惜重价延聘制造手榴弹的工人技师，并开办炸弹工人技师训练班，以培养此种专门人才。 

  3．搜集铁与硫磺等制造炸弹的原料。 

  4．炸弹之生产要力求充足，除供给主力及地方武装外，特别要做到民兵每人两个手榴弹。 

  5．民兵中应普及使用手榴弹之教育，主力军及地方军应随时随地派出干部以此教练民兵及居民。 

  6．多造各式地雷专给民兵使用。 

  （四）此外民兵及居民并应尽量采用一切其他落后的武器如梭标、土炮、土枪等等，并设法制造之。 

  （五）主力军除炸弹厂外并应努力解决翻造子弹的问题，即采取黑色火药亦可。延安三酸厂，可给附近根据地以无烟

火药的帮助。 

  （六）中央军委特再重复的强调群众性落后性武器——手榴弹、地雷、土炮等——之重要性。我们一无飞机、大炮、

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想要单靠我们自己力量办到有极优良的步枪、机枪，有极充足

的子弹，在目前条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谈，更不必说飞机、大炮、坦克了。因此，只有下决心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



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性的落后武器，依靠这些武器的数量，使敌人到处因我竹的手榴弹、地雷、

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同时主力军除炸弹外并积极设法修理机械与充实自己的子弹。只有这样，才是在今天坚持敌后艰

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 

  附—： 

  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一）本队定名为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 

  （二）本队为人民自己的群众武装组织，但执行基本任务上，接受上级和同级政府之指示与指挥。 

  （三）本队以组织与加强边区广大人民武装自卫力量，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保卫边区，争取抗战胜

利，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 

  （四）本队基本任务如下： 

  1．进行群众游击战争；2．配合抗日部队作战；3．维持后方治安，担任抗战勤务。 

  第二章  队员 

  （五）边区抗日人民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者，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等，均

得登记参加组织为本队队员。 

  （六）本队队员均有下列权利： 

  1．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及平时的罢免权；2．参加会议向本队建议。 

  （七）本队队员均有下列义务： 

  1．遵守本队章程；2．坚决服从上级领导，执行命令完成任务。 

  第三章  组织 

  （八）本队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九）本队于边区、专区、县、区、村设各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边区由委员七人，专区以下由委员五人组织之。 

  （一○）边区至村各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及总务部、组织部、训练教育部、妇女部、模范

队部、青年武装部六部，各设部长一人，按工作需要设干事若干人，正副主任各部部长由委员中推任，干事则由各级委员

会通过聘定。 

  （一一）边区至区各级得设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部，为各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所属之独立组织系统。 

  （一二）边区至区各级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部组织法另定之。 

  （一三）区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下得设模范队队部；队部设队长、指导员各一人，队部下设干事若干人；队长、指

导员由委员兼任，干事由队部聘定。 

  （一四）区与村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之间，如工作需要得于中心村设区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分会（不为一级），并分

妇女、模范、青年等部及干事若干人，常驻于中心村所在地。 

  （一五）边区至区各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均由本队各该级代表大会选举之；村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则由村队员

大会直接选举之；但同级青救、妇救可推出代表，青救、妇救的候选人各一人。 

  （一六）村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为本队之基本组织，村人民武装抗日票员会主任得参加该村村务会议。 

  （一七）各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任期：边区至村均为一年，但均可连选连任。 

  第四章  编制 

  （一八）村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之下设妇女队、自卫队、抗先队与模范队四队。 

  1．妇女队——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之妇女队员编制之。 

  2．自卫队——十六岁至五十五岁除参加抗先队、模范队者外全体队员编制之。 

  3．抗先队——十六岁至二十三岁之自卫队员自动参加抗先者编制之。 

  4．模范队——二十四岁至三十五岁之自卫队员自动参加模范队者编制之。 

  （—九）妇女队、自卫队、抗先队与模范队皆以村为单位编为队、小队和班，以三三制为原则。 

  1．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并配设干事一人至二人。 

  2．小队：设正副小队长各一人，二小队至四小队为一队。 

  3．班：每班五人至十四人，班设正副班长各一人，二班至四班为一小队。 

  （二○）妇女队之小队、班、队员之组合原则如下： 

    1．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之全体队员及二十六岁至三十岁之大足无小孩（四岁以下之小孩）之累者混合编制之。 

  2．三十一岁至五十五岁全体队员及二十六岁至三十岁之小足和有小孩（四岁以下之小孩）之累者混合编制之。 

  （二一）自卫队小队、班、队员之组合原则如下： 

    1．十六岁至三十五岁者除参加抗先、模范队者外混合编制。 

  2．三十六岁至五十五岁者混合编制之。 

  第五章  职权 

  （二二）本队最高权力机关为本队边区代表大会，大会闭幕期间为边区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 

  （二三）边区至村各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正副主任，负责领导各部工作，有主持会议，对外交际及负责指挥之权。 

  （二四）各级各部职权如下： 

  1．总务部——负责文书、会计、收发、庶务及不属于其他各部事宜。 

  2．组织部——负责调查、统计及审查干部等工作。 

  3．教育训练部——负责对外宣传，军事训练，及人民武装的政治工作，宣传鼓动，保证战斗任务完成等工作。 



  4．妇女部——负责妇女队之组织、教育、训练等工作。 

  5．青年武装部——负责抗先之一切工作。 

  6．模范部——负责模范队之特殊组织、教育、训练等工作。 

  （二五）边区至村各级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部在各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负责领导与指挥抗先队一切工

作。抗先队队部，执行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之统一方针、决议及教育计划，根据青年特性分别具体执行，并有单独及发布

命令之权。 

  （二六）区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区分会有向下级就近督促、检查与训练、指挥所属队员之责。 

  （二七）区级模范队队部在区级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之直接领导下，负责领导指挥模范队之一切工作。 

  第六章  会议 

  （二八）本队各级代表大会及村级队员大会召开期间规定如下： 

    1．边区至村均为一年。2．上项会议均由各该级委员会召集之。 

  （二九）本队各级委员会召集期间如下： 

    1．边区至县均为一月。2．区以下均为半月。3．各级委员会均由主任召集之。 

  （三○）边区及区级代表大会及村队员大会及各级委员会必要时可召集临时会议。 

  第七章  纪律 

  （三一）本队全体干部及队员均须遵守本队章程，服从上级领导与指挥，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任务。 

  （三二）违犯纪律者得由各该级上级按其轻重予以批评、警告、处罚勤务或撤职、开除等处分，但得报告上级，并绝

对禁止打骂、罚款及一切物质处罚。 

  第八章  经费 

  （三三）本队经费来源如下： 

  1．政府补给。2．胜利品一部或全部。 

  （三四）本队经费由边区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统一预算，统一分配，与统一的按期向边区政府报销并向大会作报告。 

  第九章  附则 

  （三五）本章程经本队边区代表大会通过执行，其修改权属于边区代表大会。 

  （三六）本章程施行细则及解释之权属于边区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 

  附二： 

  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简章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队定名为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先锋队。 

  第二条  本队宗旨在于武装广大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及动员队员过渡到抗日部队中去，以青年

化的方式全部发挥青年的战斗力量，保卫边区，保卫祖国，彻底战胜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第三条  本队为人民武装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所属之独立组织系统，各级队部在人民武装总的方针、决议

及教育计划下，根据青年特性分别具体执行；有单独行文发布命令之权，但战时服从其指挥。 

  第四条  本队为青救领导下的青年自己的武装，所有队员为青救当然会员，接受各级青救的直接领导，执行青救决

议。 

  第五条  本队基本任务如下： 

  （一）配合部队作战，进行群众游击战争。 

  （二）维持后方治安，担任抗战勤务。 

  （三）加强队员军事及政治教育训练。 

  （四）不断输送队员参加部队，扩大边区子弟兵。 

  第二章  队员 

  第六条  凡边区抗日青年在十六岁至二十三岁者均可自愿参加本队。 

  第七条  入队时须经队员一人介绍，经同级队部批准，举行宣誓后即为队员。 

  第八条  本队队员之权利： 

  （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平时的罢免权。 

  （二）参加会议，向本队建议。 

  （三）参加本队一切集体活动和享受其利益。 

  第九条  本队队员之义务： 

  （一）遵守本队章程。（二）坚决服从本队纪律。（三）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完成任务。 

  第三章  组织 

  第一○条  本队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第一一条  本队于边区、专区、县、区、村设各级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部，由正副队长指导员组织之。 

  第一二条  边区至村各级队部设正副队长指导员各一人；区至边区按工作需要可设干事一人至三人，由队部聘定之。 

  第一三条  区抗先队根据工作之需要在适当地区得设区分队部（不为一级），代表区队部执行任务。 

  第一四条  边区至区各级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部均由本队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之。 

  第一五条  村级青年抗日先锋队，由队员大会直接选举队长指导员各一人，为本队之基本组织（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

长得参加该村人民武装委员会各种工作会议）。 



  第一六条  区至边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部任期均为一年，村均为半年，可连选连任。 

  第四章  编制 

  第一七条  以村青年抗日先锋队为单位，设小队、班，小队和班采用三三制。 

  （一）村队——设正副队长指导员各一人。 

  （二）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二小队至四小队为一村队。 

  （三）班——每班五人至十四人，设正副班长各一人，二班至四班为一小队。 

  第一八条  青年抗日先锋队之小队和班，队员之组合原则。 

  （一）按队员负勤务之年龄（十八岁上下分别编制）。 

  （二）按工作任务之不同及队员之特殊能力，可编成不同的小队、班（如火枪小队、土炮小队、侦察班、武器研究班

等），但这些不同名称的小队、班，仍统一在村队部的领导和指挥之下。 

  第五章  职权 

  第一九条  本队最高权力机关为本队边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为边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部。 

  第二○条  边区至村各级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指导员领导全盘工作，有主持会议对外交际及负责指挥之权。 

  第二一条  各级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总的方针、决议和教育计划下，有根据青年特性，分别具体执

行，井单独的行文发布命令之权。 

  第二二条  区级青年抗日先锋队区分队部，有代表区队部就近督促检查与训练指挥所属队员之权。 

  第六章  会议 

  第二三条  本队各级代表大会及村级队员大会召开期间规定如下： 

    （一）边区五县均为一年。 

  （二）区、村半年一次。 

  （三）上列各级队部代表大会均由各级队部召集。 

    第二四条  本队各级队部部务会议召集期间规定如下： 

    （一）边区至县均为一月。（二）区以下均为半月。（三）各级队部会议均由队长召集之。 

  第二五条  边区至区级代表大会，村队员大会及各级队部会议，必要时可召集临时会议。 

  第七章  风纪 

  第二六条  本队有青年化之队风： 

  （一）队旗：本队队旗为代表本队精神之旗帜（样式意义说明于后）。 

  （二）队歌：本队队歌意义在发扬本队宗旨及精神，并加强队员之组织观念。 

  （三）戳记：县以上各级戳记皆须依照边区队部颁布的样式制定。 

  （四）队礼：在军事行动和训练检阅时，队员之间，队员与首长均行队礼，以表示庄重团结。 

  （五）队章：本队制定统—的队章，所有队员一律佩带（样式附后）。 

  第二七条  本队有青年化独立之队纪： 

  （一）本队全体干部和队员，均得遵守本队章程，服从上级领导与指挥，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任务。 

  （二）本队队员除遵守一般的自卫队的纪律外，更要严格遵守本队纪律（纪律附后）。 

  （三）违犯纪律者，由本队各该上级按其轻重予以批评、警告、处罚勤务或撤职开除之处分，但得报告上级，并绝对

禁止打骂罚款。 

  第八章  经费 

  第二八条  本队经费统筹于人民武装委员会，或将胜利品一部或全部充作经费。 

  第二九条  本队经费由人民武装委员会统一分配，并按期向武装委员会（或上级队部）作报告。 

  第九章  附则 

  第三○条  本章程经本队代表大会通过执行，其修改权属于边区代表大会。 

  第三一条  本章程实行细则及解释权属于边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部。 

  说明：此组织章程系一草案，希各级队部和各界人士提出意见，以供参考。 

  附：青年化的队规队风 

  为了适合青年人的特性与要求，启发与发动每个队员的自动性、自觉性，特建树本队一套青年化的队规队风： 

    （一）队旗：本队队旗为代表本队精神之旗帜，每个队员必须尊重爱护它，不爱护不尊重队旗就等于不爱护组织（队

旗式略）。 

  说明：队旗必须一律是三角形，高一尺半，斜长三尺（市用尺），黄边（半圆齿形），红底白字。 

  （二）队歌：本队队歌意义在发扬本队之宗旨及精神，并加强队员之组织观念，每个队员必须会唱。唱时须立正，庄

严雄伟轻快，不可随便乱唱。 

  队歌（雄伟轻快）： 

  拿起自己的武器，为了保卫家乡田园，为了坚持边区抗战，在前线炮火下面，在黑夜黄昏，山上平原，到处与敌人斗

争，绝不疲劳的青抗先。边区的青年在斗争的烽火里，团结起来了，壮大起来了。 

  （三）队礼：在军事行动，训练检阅时，抗先队队员与首长均行敬礼，以表示庄重团结。 

  说明：立正姿式，目光向对方注视，左手不动，右手握拳，开始分两下动作： 

    1.右臂向右举，拳心向下。 

  2．肘部向上弯曲，使拳齐眉，距头半寸，然后放下（正式敬礼时是一个动作，迅速有力）。 

  （四）队章：本队制定统一队章，所有队员干部一律佩带（样式略）。 



 

  （五）队纪：本队有青年化独立之队纪，每个队员必须默过懂得，自觉自动的遵守。 

  六大纪律 

  1．不违背国民公约，不违背青年信条。 

  2．出门请假，准时到操，不无故缺席会议。 

  3．尊重抗先礼节，爱护自己的武器。 

  4．不说破坏组织的话，不作破坏组织的事。 

  5．服从队部指挥调动，战时不动摇逃跑。 

  6．不推脱、不偷懒，积极执行抗战勤务。 

  （六）队员誓词： 

  “我是抗先队员，为了保卫家乡，保卫边区，战胜敌人，争取胜利，不动摇，不投降，坚决抗战到底。各本自己良

心，遵守六大纪律，如有背约行动，愿受纪律处分。此誓。” 

  （七）四大任务： 

  一、配合部队作战，进行群众游击战争。 

  二、维持后方治安，担任抗战勤务。 

  三、加强队员军事政治教育训练。 

  四、不断输送队员参加部队，壮大边区子弟兵。 

  四大任务是我们青抗先光荣神圣的义务，也是参战工作一主要部分，每个队员必须高度的自觉的自动的来积极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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