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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1941至1942年，淮南抗日根据地严重缺粮。罗炳辉（1940年后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副师长，1943年起任第二师师长兼淮南

军区司令员）带头提出降低自己的粮食标准，以捐献粮款救济灾民。同时，罗炳辉与新四军领导研究决定，在不妨碍战斗的前提下，动员每一名干部战士参加生产劳动，

以帮助人民度过灾荒，坚持持久抗战。

在此号召下，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罗炳辉身先士卒，带头开荒种菜、养鸡养鸭；每到一地，他就和警卫员一起把房前屋后开成菜

地，种植二三十种蔬菜。当时根据地不产番茄，罗炳辉就亲自引进栽种，并把成熟果实分送给老乡，还教授吃法。在他的带领下，第二师兼淮南军区指战员利用战斗和学

习的空余时间，大量开荒种粮、养猪、养鸡、捕鱼、种菜、榨油、磨粉、做豆腐；并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办起了织布厂、被服厂、毛巾厂、榨油厂、烟厂、纸厂、印

刷厂、铁锅厂。在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下，当年粮食就获得了丰收，罗炳辉命令拿出全部收获的20%捐献给灾区。

1944年，罗炳辉等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对第二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做出要求和规定，使部队做到了军民兼顾，战斗与生产两不误。各部

队利用作战和训练间隙，帮助驻地群众耕种农田、兴修水利、消灭虫害。其中，罗炳辉率军民修建的高邮湖西岸大圩长达数百华里，有效保护了7万人民免于水患和30万亩

良田的安全生产。

在罗炳辉等的领导下，二师在大生产运动中成为新四军全军的生产模范。到1944年8月，二师各部队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后方机关、部队蔬菜大部或全部实现自给，一

些生产较好的连队，每人每月可吃肉1.25至1.5公斤，每天吃油6钱、盐5钱；较差的连队每人每月也能吃到0.5至1公斤肉。前方连队大部分保持每月吃两头猪，过年过节能

连续数日吃到猪、鸡、鸭、鹅、羊肉。

发展生产大大减轻了根据地人民负担，粉碎了日伪的经济封锁。同时，中共淮南区党委还发出生产节约的号召，把开源与节流结合起来，并开展了反对贪污浪费的斗

争，少数严重贪污腐化分子受到严厉制裁，使全体干部受到清正廉洁观念的教育，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