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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钩沉

沂蒙地区革命两兄弟的故事，展现出
教育在沂蒙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李清漪、李清潍兄
弟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亮光带到了
临沂市沂水县的西北乡。兄弟俩出生于
地主家庭，其父亲李祥林思想开明，素有
反清革命思想，在清末加入了孙中山发起
的同盟会。民国初年，他献房集资，开办
了山村第一所学校，倡导新学。受父亲影
响，兄弟俩成年后也开始寻求并踏上救国
救民之路。

李清漪，字泮溪，是马克思主义在沂
水的最早传播者，沂水县党组织的创建人
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
李清漪考入了临沂省立第五中学，后因不
满该校教学保守转考进以民主空气活跃
闻名的济南育英中学，并在这里接触了一
大批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1923年，李
清漪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结识了中国共
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陈望道、瞿秋白、
蔡和森等人，并开始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

义著作，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
年，经瞿秋白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自此，李清漪的一生便和党的事业紧
紧联系在一起。

李清漪胞弟李清潍，字松舟。李清
潍追随哥哥的足迹，16岁考入青州山东
省立第四师范，在该校参加进步师生组
织的“读书会”，研读《社会主义讨论
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3
年，李清潍考入商科职业学校。在校期
间，他结识了王尽美、邓恩铭，经他们
介绍，李清潍加入黄海之滨第一个社会
主义青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清潍
奔赴延安，1938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毕业后被派回家乡从事革命工作。

1926年初，李清漪因病回家乡疗养，
带来了乡亲们闻所未闻的马克思主义思
想。此时，李清潍因经济困难中断学业，
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兄弟俩一起创
办了《农民小报》，在农民中宣传党的政策
主张，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建起了平民

夜校，兄弟俩亲任教师，自己编写教材，传
播文化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俩善
用农民听得懂的通俗语言解释深刻的道
理，比如在教大家认识“天”这个字时，李
清漪曾这样形象地解释，“天”是“工”和

“人”结合起来的，说明工人、农民迟早要
主宰天下。当时的沂水县西北乡发生了
一件稀奇事，夜校开班后不久，附近山上
的石头上竟刻满了汉字，原来是上夜校的
农民在山上干活时，忙中不忘复习文化知
识，将所学内容都如数刻在了石头上。他
们创办的平民学校，成为马克思主义和新
思想的宣传阵地。

李清漪病情刚有好转，便迫不及待
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革命工作，后不幸
被捕被秘密处决，年仅25岁。李清漪遇
害的消息传到家乡，家乡的热血青年万
分悲痛、义愤填膺，纷纷寻找党组织，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革命斗志对沂
水党组织乃至全省党组织发展壮大产生
了巨大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清潍

奔赴延安，先后在三原县云阳青训班和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4月毕
业后回家乡从事革命工作，同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
停下革命的脚步，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
态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西北乡的埠前村、
胡同峪、葛庄等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
了一大批共产党员，这与李清漪、李清
潍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对农民的教育
是分不开的，这也正揭示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的深刻道理。

（作者系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20VSZ057]成果）

沂蒙精神中的教育力量
刘慧

走进沂蒙，回首那段激情燃烧的峥
嵘岁月，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发问：我
们党究竟靠什么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坚定拥护，人民群众为什么倾其所有、舍
生忘死支援革命战争？政之所兴在顺民
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答案就是自建党
之初，中国共产党就自觉地把为人民谋幸
福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东临沂视察时指出：“革命胜利来之
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
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
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
这一论断，揭示了沂蒙精神最深刻、最
本质的特征，为我们从新的高度、用新
的视角重新审视沂蒙精神，指明了正确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沂蒙精神的形成背景

沂蒙优秀传统文化是沂蒙精神产生
的文化基础。沂蒙精神的许多元素都可
以在传统的沂蒙文化中找到源头。东夷
文化与齐鲁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使沂
蒙文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造就了沂
蒙人独具特色的文化性格，即尽忠尽孝、
崇文尚武和自强不息。正是在这种特定
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沂蒙人民世代相袭，
不断加以发展、完善和升华，逐步形成了
崇尚道义、重视气节、追求真理、提倡奉献
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为沂蒙精神的产
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沂蒙人民的苦难生活是沂蒙精神产
生的客观条件。沂蒙地区多是崇山峻
岭，土地贫瘠，旧时代生产力十分落
后，加上不断发生水灾、旱灾、风灾、
冰雹和蝗灾等自然灾害，人民群众本就
窘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军阀混
战、兵荒马乱，大小土匪蜂拥而出，烧
杀劫掠，无恶不作，沂蒙地区村落凋
零，民不聊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
民党政府，政治上都一样黑暗。仅1925
年到1928年，反动军阀张宗昌要求山东
人民缴纳的苛捐杂税就多达十余种。高
额的地租、赋税和高利贷，成为沂蒙农
民难以承受的负担。天灾人祸已经把人
民逼上了绝路，跟共产党走，与敌人做
殊死斗争成为沂蒙人民的唯一选择。

沂蒙人民的斗争实践是沂蒙精神产
生的主观因素。沂蒙人民自古以来具有
的爱憎分明的正义感和不甘忍辱屈从、
勇于顽强反抗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意识，
为沂蒙精神的产生提供了丰厚土壤。沂
蒙人民在千百年来不屈抗争和不懈追求
中，逐步形成了反压迫求解放、守家园
谋幸福的思想文化基调，成为沂蒙精神
产生的主观因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沂蒙人民立场坚定、顾全大局、勇
赴国难、无私奉献，展现了蒙山沂水威
武不屈的风骨和誓死抗争的本性。

沂蒙人民在厚重的沂蒙历史文化浸
润和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貌；
在长期的苦难生活中，盼望着摆脱苦
难、消除祸患，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在一次次的抗争中体现出了为自由、平
等和民族利益而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
顽强斗志和英雄气概。这一切都为沂蒙

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沂蒙精神的鲜明特质

沂蒙精神提出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9年临沂市第
一次明确提出沂蒙精神的概念，1997年
确定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
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基本内涵。
根据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东临沂视察时的重要论断，结合沂蒙
精神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现实基础，我们
把沂蒙精神的内涵简要地概括为：“党群
同心、水乳交融；军民情深、生死与
共；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在长期的革
命战争中，党与沂蒙人民生死相依、不
离不弃，形成了深厚的军民鱼水关系。
沂蒙精神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和始终心系百姓、始终坚持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求解放、谋
幸福的目标追求。离开党的领导，沂蒙
人民就失去主心骨、顶梁柱；沂蒙人民
在参军参战中诠释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在拥军支前中表达了坚定不移跟党走的
决心和信念。离开人民的参与和支持，
党的奋斗目标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是人民
群众坚决跟党走的逻辑前提；人民坚决
跟党走，是党为人民谋幸福的逻辑必然。

军民情深、生死与共。人民军队为
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舍生忘死、顽强拼
搏；人民群众视人民军队如亲人，处处
关爱他们、支持他们。道路受阻时，沂
蒙人民在冰冷的河水中用肉体架起一座

“铁桥”，将人民军队前行的道路稳稳扛
在肩上；前线物资供给不足时，沂蒙人
民用小推车将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军
队兵源不足时，涌现出无数母送子、妻
送郎的感人场面。沂蒙精神就是军爱
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的生动写
照。正是在党政军民的相互支持下，沂
蒙地区的革命斗争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伟大胜利。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战争年代，
沂蒙山区十万英烈血洒疆场，乡乡有红
嫂，村村有烈士。既有用乳汁救伤员的
沂蒙红嫂，又有拼命保护革命后代的沂
蒙母亲，还有拥军支前的沂蒙六姐妹。
沂蒙人民用无私的行动支持着革命，体
现了沂蒙军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博
大胸襟。在和平年代，沂蒙人民继续弘
扬这种精神，不仅重建了一个山河壮美
的物质家园，更缔造了一个意义深远的
精神故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视察时指出：
“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
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
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
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
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沂蒙精神跨越时代绽放光芒

沂蒙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
孕育的革命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重要
意义和时代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
富。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很多场合对红色
精神作出重要论述，强调新时代传承和
弘扬红色基因的重要性。从时代进步与
发展的角度看待沂蒙精神，对于推进党
的建设、引领价值追求、激发改革创新
活力都有重要意义。

助推新时代党的建设。在沂蒙山
区，共产党人以铁的纪律和担当，胸怀
革命理想、站稳人民立场，为实现人民
利益而置生死于不顾，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赢得了人民群众无怨无悔的支
持。党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铸就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
精神。沂蒙精神是群众路线的实践结
晶，是群众路线的发展动力。革命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辩证地处理好了向群
众学习和教育群众的关系，全面、务实
地做好群众工作。进入新时代，党只有
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从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出发，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懈
奋斗，人民群众才会把心交给党，党与
群众才会形成命运共同体。沂蒙精神时
刻鞭策着我们深入落实群众路线，加强
党的建设，提升执政本领，永葆共产党
人政治本色。

引领全社会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我国现阶段倡导的价值导向
和价值目标，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
明的时代特征，涵盖了个人、集体、国
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生态度、价
值选择、社会风尚等方面。沂蒙精神是
革命战争年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沂蒙
地区的凝练与升华，体现了沂蒙人民理
想、价值和信念的追求，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本质一致、内涵统一，因此具
有强烈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党
群同心、水乳交融的精神内涵有利于引
导人民坚定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军民
情深、生死与共的精神内涵有利于指引
人民拥军爱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内涵有益于引导在奉献社会中实现
人生价值，引领社会价值追求。

激发改革创新活力。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科技发展离
不开创新型人才，应该加强创新人才队
伍建设，为科技创新注入主体力量。沂
蒙人民有着开拓奋进、敢于创新的精神
品质，历史上曾经整山治岭治理淮河，
以实际行动与巨大成就展示出很强的创
新精神。新时代传承和弘扬沂蒙精神是
培养创新人才、构建创新型社会的精神
养料，更是助推改革创新的动力。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站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一
定要传承好、运用好沂蒙精神，将沂蒙
精神蕴含的情感、精神和力量转化为干
事创业的动力，勇于开拓，大胆创新，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作者系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沂蒙精神沂蒙精神：：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党群同心水乳交融
孙海英

解读

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作用。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总结实践经验，把党的建设抓得更扎实、更有效。

——习近平

践行

沂南是沂蒙革命老区县。革
命战争年代，沂南县是沂蒙革命
根据地的中心、沂蒙精神的主要
发源地和沂蒙红嫂精神的诞生
地。沂南县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全面实施“德润校园”工
程，通过把沂蒙精神融入学校教
育，全面构建“弘扬沂蒙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的立体化教育体
系，打造了新时代沂蒙精神教育
的“沂南品牌”。

项目化运作，让沂蒙精神教
育活动有平台。成立全县沂蒙精
神教育推进领导小组，统筹抓好
沂蒙精神教育规划、课程开发、
师资培训等工作。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定期协商解决推进中的问
题，形成推动沂蒙精神教育的合
力。在校园内建设一批规范化、
品质优，以沂蒙精神为主要元素
的雕塑小品、文化走廊等宣传阵
地，让沂蒙精神阵地作为学校教
育活动的标配。推动沂蒙精神教
育工作和信息技术融合，使沂蒙
精神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融入
整个校园文化。结合沂蒙精神资
源分布特征及文化内涵，整合沂
蒙红嫂纪念馆、山东抗日民主政
权创建纪念馆、大青山突围纪念
馆等资源，开发创建了以“弘扬
沂蒙精神”“红嫂精神永不息”
等为主题的精品红色研学线路。

课程化实施，让沂蒙精神传
承有载体。努力让沂蒙精神教育
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深度融
合，注重抓好学科与沂蒙精神教
育的有机融合，将沂蒙精神育人
目标落实在日常教学中。利用
《沂蒙精神教育读本》《党史国史
教育读本（沂南版）》《知我家
乡，爱我沂南——讲好沂南故
事》等市县两级地方课程读本，
推进沂蒙精神进课堂。根据学生
成长需要，在沂蒙精神文化与传

统文化的结合上下功夫，立足丰
富的沂蒙精神乡土资源，针对不
同年级开发了基于问题解决和学
生个性特长发展的主题性课程。
各学校努力开发体验性红色课
程，如马牧池小学利用当地革命
战役故事、战时托儿所等资源，
研发了“沂蒙母亲”“沂蒙红色
故事”“红色物语”等体验性课
程。

主题化呈现，让沂蒙精神教
育活动有序列。广泛开展“沂蒙
红色小讲解员”“沂蒙红色小导
游”“沂蒙红色文艺汇演”等主
题活动，将炸碉堡、运军粮、穿
越火线等红色游戏融入体育活
动，创新开展“沂蒙红色运动
会”。通过形式多样、内涵丰富
的活动，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家
乡的真挚情怀。依托校园网站、

“两微一端”、县政府网站等，创
建传承沂蒙精神文化的名站名
栏，定期创作发布优秀网络作
品，利用校园广播站常态化传播
沂蒙革命故事，形成弘扬沂蒙精
神的网络教育矩阵。坚持家校共
建共育，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广
泛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在
家庭层面，让学生和家长一起参
与“同读一篇沂蒙精神故事”“同
评一部沂蒙精神电影”“同唱一首
沂蒙精神歌曲”等主题系列亲子
活动。评选“践行沂蒙精神好少
年”，搭建起家校共育平台，拓展
家校合作的领域和资源，让沂蒙
精神代代相传，提升了家校共同
教育、共同管理的效果。

沂南县深耕沂蒙精神教育一
体化建设，把沂蒙红色文化资源
转化为教育资源，构建出了独具
特色的“沂蒙红色教育”新模
式。

（作者系山东省沂南县教育
和体育局局长）

用心讲好沂蒙故事
郭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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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118年历史的临沂第三
实验小学，校史中记载着7位烈
士校友、数位将军学子。学校红
色文化底蕴深厚，始终把弘扬沂
蒙精神作为立德树人重要抓手。

学校1928年就有了第一位
共产党员孙善师，他也是鲁南地
区党的创始人之一。学校按照

“主题式学习”思路，组织师生
共同开发“循着烈士校友的足
迹”“探访沂蒙红嫂”“寻访那些
年、那些孩”等系列活动，通过
走访校史英雄人物后人，整理烈
士、英雄生平事迹，搜集相关影
像资料，建立了沂蒙精神红色资
源库。根据不同年龄段需求，开
发不同的主题学习菜单，让学生
在参与、体验中感悟沂蒙精神。
学校建立了“不忘初心”校史
馆、“弦歌百年”校史文化墙等
校内红色文化阵地，形成了浓厚
的红色文化氛围；开发红色基因

“善师”课程，丰富了思想政治
工作内涵；创编《猜猜我是谁》
《追梦》等红色话剧多部，搭建
起校园红色剧场。

抓赓续践行，沂蒙精神育新
人。学校将沂蒙精神融入课程设
计、融入日常教学，在校本课程
上，低年级设置红色动画、红色绘
本，中年级设置红色故事，高年级
用好《沂蒙精神教育读本》。成立

“红色经典永流传”系列社团，“小
演说家”红色沂蒙宣讲社团、“小
作家”红色沂蒙故事写作社团、

“小演员”红色沂蒙剧团等。社团
排练的《沂蒙娘亲》《中华女儿》等
荣获省一等奖，多次在省、市、区
展演，宣讲社团先后培育优秀红
色小讲解员300余名。

历久弥新的沂蒙精神，让新
时代的校园党旗更红、党徽更亮。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第
三实验小学）

沂蒙精神育新人
朱玉妹 官爱芬 王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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