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绩垂青史 风范泽后人——纪念宋任穷同志诞辰 100 周年 

 

曾庆红 

宋任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

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近 80 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

业矢志不渝，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是一

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也是我十分敬重的忠厚长者。 
 
  我是宋老的晚辈，他的音容笑貌和历历往事，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引起我的怀念、尊

敬和追思。 
 
  宋老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在长期的革命岁月中，他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坚定不移

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他是经历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同志。

17 岁入党，18 岁就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艰难困苦的革命

斗争磨练了宋老的革命意志，使他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指战员。他先后任红四军第三

纵队连政治委员、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零四团政治委员、四十四师一三零团政治委员，参加

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的长征序列中有一支特殊的部

队——军委干部团，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并

参加战斗。宋老是这支部队的政治委员。激战土城，勇克遵义，宋老和团长陈赓同志率干部

团为掩护中央军委英勇作战。1935 年 5 月，宋老曾率部日夜兼程，参与抢占金沙江重要渡

口皎平渡的战斗，这一战斗，为红一方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实施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作出

了贡献，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在陕北期间，宋老曾经与刘志丹同志并肩作战。当时，

宋老是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军长就是刘志丹同志。宋老比刘志丹同志小六岁，但是两人配合

默契，率领部队打了不少硬仗。1936 年 2 月，他们指挥部队参与东征战役，浴血奋战，不

仅大量歼灭敌军，而且在山西的几十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全面抗

战爆发后，宋老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1938 年 3 月率骑兵团到冀南与陈再

道同志会合后，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兼冀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冀南军政委员会书记等

职，参与开辟、巩固和建设冀南抗日根据地，使冀南抗日根据地逐步成为华北敌后威胁日寇

交通要道和中心据点的战斗堡垒，成为联系山东、豫北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和太行根据地的屏

障。八年抗战中，宋老作为党在冀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冀南军民为夺取抗战的全

面胜利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宋老始终战斗在对敌斗争的 前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的这一年，宋老满 40 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 美好的青春岁月。 
 宋老具有开拓工作局面的丰富经验。他作风务实严谨，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团结和协调各

方面力量一起工作。1955 年宋老到解放军总干部部工作，任副部长，协助部长罗荣桓同志

主持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当时，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几

个职务，考虑到精力有限，他曾向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请示，自己的主要精力

应当放在哪里？邓小平同志告诉他，要集中精力搞好总干部部的工作。那个时候，人民解放

军正处于大转变时期，要建立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总干部部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作头

绪很多。宋老到总干部部后，承担的一项复杂而敏感的工作，就是协助部长罗荣桓同志做好

1955 年的授衔授勋工作。他曾经说过，建国以后的工作中，印象 深、耗费精力 多的一

项工作就是 1955 年的军衔评定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战功卓著的指战员灿若群星，正

确评价他们的功绩，对于肯定他们的历史功业，进一步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推进军



队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少将以上的军衔评定是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的，由总干部部

排队平衡再报中央审定。在那段时间里，总干部部的同志们在中央领导下，经过大量耐心细

致的工作，胜利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1956 年，当他听说要从军队抽调一名中央委员加

强地质战线时，便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不久，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改为第二机械

工业部）成立，宋老被任命为部长，负责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白手起

家，从地质找矿到各项科研工作的开展，宋老一一过问。他去过几乎所有的铀矿地质勘察点，

直接参与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的建设，亲自主持和规划人才队伍的培养和使用，可谓呕

心沥血。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宋老已经调离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但是，他为中国原

子能事业所作的贡献，人民将永远铭记。 
 
  宋老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建设上卓有建树。许多老同志都习惯地称宋老为“宋政委”，
这是因为他曾经长期从事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宋老党性原则很强，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

坚定，旗帜鲜明。还在刚上井冈山的时候，宋老就被派到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里任

连党代表，从事政治教育工作。此后，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宋

老都始终关注和积极推进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由于熟悉工作，了解情况，粉碎“四
人帮”后，中央决定由宋老接替胡耀邦同志出任中组部部长。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在中央

的领导下，中组部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冲破阻力、坚决果断地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解

放了一大批蒙冤受屈的干部。为了改变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领导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

低的状况，宋老领导中组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

业化”方针，大胆推荐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工作，并发现和遴选

了一批优秀的后备干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领导干部新老交替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党中

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1985 年 6 月，宋老与王震同志联名向党中央提出申请，

主动要求退出第一线。此后，从 1985 年 9 月到 1992 年 10 月，宋老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

委、副主任。在中央顾问委员会领导岗位上，他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陈云同志对中央顾问

委员会工作的指示，全力支持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为中顾委委员们正确履行职责、更好发

挥作用，作出了贡献。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一员，宋老经常深入基层，接触群众，调查研究，

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积极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处理了一系列重要问题。 
宋老是一位可敬可亲的人。他戎马一生，对亲人和战友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宋老和钟月林

阿姨，是一对在长征路上相识的革命战友。1935 年他们在陕北结婚后，相知相爱，共同走

过了 70 年的人生道路。钟月林阿姨后来回忆说：无论多么艰苦，我们夫妻间总是相互安慰，

相互鼓励。钟月林阿姨和我母亲十分熟悉，她们是从中央苏区出发走完长征的特殊连队中的

亲密战友，我母亲生前讲过许多他们长征艰苦岁月的故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宋老晚年撰写

回忆录，写个人功绩少，而以大量篇幅写部队、战士、战友，写人民群众、写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对于王佐、袁文才被“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错杀一事，宋

老一直感到十分痛惜。他回忆井冈山斗争岁月时，多次强调，王佐、袁文才帮助红军在井冈

山落脚，并主动要求红军派干部去帮助他们开展政治教育，在其部队发展党员，建立士兵委

员会，他们不失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1988 年 5 月，宋老重返井冈山时，

还专门看望了袁文才、王佐的后代。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革命历史片《井冈山》时，宋

老专门致电广电部负责人，纠正剧本中有关袁文才、王佐的史实错误，并附上自己撰写的《纪

念袁文才、王佐同志》一文。 
 
  宋老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要求自己思想不

能退，眼界不能窄，风格不能低。他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关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和发展。他把晚年的许多时间都投入到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中。1998
年 7 月，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座谈会召开期间，他专门致函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呼

吁全党同志都来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希望老同志在两个方面继续作出努力：一是帮助青

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要用邓小平理论教育与武装青年一代，培育他们

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的接班人；二是帮助青少年学会建设祖国、

报效祖国所需要的知识和本领，培养他们刻苦学习，勇于创新，又乐于无私奉献，艰苦奋斗

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新的成绩。他一直是希望工程的积极捐助者和热心实践者。1993
年，当他得知家乡的办学条件比较艰苦后，亲自与团中央有关机构取得联系，通过对口捐赠，

修建了一座设施完善的学校，他亲自为学校题写校名。热忱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使他进

一步赢得了年轻人的信任和尊敬。1992 年，在中直各机关团组织推举出的团员青年的良师

益友中，宋老名列其中。宋老十分钟爱排球运动，他曾经表示：别的职务都可以辞去，中国

排球协会名誉主席不要辞去。他担任中国排球协会名誉主席长达 20 余年。这 20 多年中，他

对中国男排、女排都关爱备至。重大赛事，每赛必看，胜利了常常亲自打电话向球队表示祝

贺；受挫了，更会打电话问候球队，甚至亲自赶到国家体委训练局看望球队，鼓励运动员、

教练员要胜不骄、败不馁。晚年岁月中，他还关心革命老区和重点贫困地区的建设，关心救

灾减灾事业。宋老在追求和奉献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岁月。 
 
  我们党的事业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承前才能启后，继往才能开来。作为晚辈，作

为后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我们纪念

宋老，就是要弘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