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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共有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综述，主要记述了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的发展过程和主要工作。
第二部分为文献，主要收录了有关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工作和建设情况的电报、文件等文献
史料。
第三部分为参考资料，收录了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反映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的史料。
第四部分为表册，主要以表格形式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的基本情况。
第五部分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反映了该机构从1937年8月至1937年12月期间的历史。
第六部分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反映了该机构从1937年8月至1939年11月期间的历史。
第七部分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反映了该机构
　　从1939年1月至1947年3月期间的历史。
第八部分为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反映了该机构从1939年1月至1941年1月期间的历史。
其中，上述4个办事机构的史料由概述、文献、回忆史料、大事记、表册和参考资料等部件组成。
本册书还收录了85幅反映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工作和有关人物的图片，排在署名页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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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
综述
一、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的建立
（一）国共合作的酝酿，红军联络处的建立
（二）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京、武汉、重庆等八路军办事处相继建立
（三）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驻赣（南昌）、福州、竹沟等办事机构相继建立
二、抗战初期各地办事机构广泛开展工作
（一）保障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保持与国民政府军事机关的联系
（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国统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三）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和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
（四）向国民政府有关部门领取军饷和军需，为抗日根据地采购短缺物资
（五）招收进步青年，培训抗日骨干
（六）掩护和协助中共中央局和中共地方组织的工作
三、抗战中后期各地办事机构的工作
（一）开展反磨擦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
（二）争取国民党民主派、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同情与支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对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的统战工作，维持团结合作抗日的局面
（四）筹措资金和物资，接待护送过往人员
（五）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国统区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
四、抗战胜利后，八路军驻重庆、陕西等办事处的工作
（一）保障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重庆谈判，交涉实施国共双方协议有关事项
（二）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推动反内战的斗争
五、主要经验
（一）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方针指示
（二）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大局
（三）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灵活的策略
（四）注重自身建设
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1月25日）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1936年5月5日）
毛泽东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致阎锡山信
（1936年5月25日）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1936年8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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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四军驻七里坪留守处。
1937年7月，在鄂豫皖坚持游击斗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政治委员高敬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
共同抗日的方针，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谈判，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共同抗日的协议。
9月，活动在鄂豫皖边的红28军及地方武装，陆续向湖北黄安七里坪地区集结整编。
　　1938年2月，红28军及地方武装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直接领导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帮助下，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3月初，新四军第4支队开赴皖中抗日前线。
根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的交涉和得到应允，在七里坪秦氏宗祠（后移至黄安袁
家河、河南经扶的白马山村）设立新四军驻七里坪留守处，汪群任主任，同时成立中共鄂东北特委，
与七里坪留守处合署办公。
鄂东北特委书记郑位三直接领导办事处的工作。
　　193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撤销中共鄂东北特委和七里坪留守处。
七里坪留守处人员组成新四军江北游击第6大队，七里坪留守处至此结束。
　　新四军驻竹沟留守处。
早在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竹沟是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建立的豫南桐柏山区游击
根据地的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顺应形势的发展，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
1938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队，待命开赴皖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图，决定部队开拔后在竹沟设立第4支队第8团留守处
，以便妥善安置伤病员、部队家属和办理其他善后事宜。
　　同时，为加强对河南军事工作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由山西到
武汉后，被中共中央长江局派他到竹沟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
同年3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请国民党当局批准，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驻竹沟留守处成立。
王国华任留守处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张震任参谋长，岳夏任秘书长，彭雪枫负总责。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至竹沟，省委书记朱理治兼竹沟留守处政委。
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竹沟成立。
从此，竹沟成为中共在中原地区领导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点。
1939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骇人听闻的竹沟惨案，竹沟留守处被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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