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杨桂青 编辑：王若熙
设计：白弋 丁京红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777

2023年4月20日 星期四

··精神谱系精神谱系06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
联合主办：中国教育报刊社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特
刊

南泥湾精神的核心要义是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它是在以南泥湾
军垦屯田为主要标志的大生产运动
中培育形成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是
其主要的培育者。

1940年，适值边区财政经济十
分困难之际，八路军三五九旅从晋
西北回到延安，次年春天，三五九
旅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支枪、
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
志，唱着“开荒好似上火线，要使
陕北出江南”的战歌，浩浩荡荡开
进了南泥湾。

初进南泥湾的战士们面对的是乱
木杂草丛生，山禽野兽成群的荒凉景
象象，，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
难难。。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以大反而以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在深山密林安
家家，，向荒山野岭要粮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的战斗口号，，
用自力更生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
服一切困难服一切困难。。没有房子住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战士们就

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挖窑洞，甚
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
采野果、打猎来解决。开荒没有工具，
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夏天没
有衣服，就光着膀子开荒干活。冬天
被褥单薄，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学
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
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三五九旅的将士们不但战胜了
各种困难，而且一开始就抓住“开
荒生产”这个中心不放。从旅到团
都制定了生产计划，规定了生产任
务，从旅长到马夫、伙夫都被编入
了生产小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身
先士卒，和战士一起开荒，双手打
满血泡血泡。。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把团部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把团部
搬到山顶上搬到山顶上，，架上电话架上电话，，白天劳动白天劳动，，
晚上办公晚上办公。。一次他患了重病一次他患了重病，，大家大家劝劝
他下他下山休息山休息，，他却说他却说：“：“不完成党组不完成党组
织交给的开荒任务织交给的开荒任务，，我宁死也不离我宁死也不离
开开山头山头。”。”团政委左齐在抗日团政委左齐在抗日战场上战场上

失失去了右臂，不能拿镢头，就给战士
们做饭、烧水，并挑送上山。在干部
的带动下，全旅出现了忘我的劳动场
面。天未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
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下山，领导不
得不定出中外罕见的劳动纪律，即

“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在一次
有 175 名突击手参加的开荒竞赛
中，战士尹光普创造了日开荒4.28
亩的最高纪录。在指战员们的艰苦
奋斗下，1941 年全旅开荒 1.12 万
亩，收获细粮1200石。

1942年，全旅开荒种地2.68万
亩，收细粮3050石，开垦水田，试种
水稻获得成功，种菜0.5万亩，等等，
做到了粮食自给3个月和蔬菜全部自
给，也解决了战士打草鞋用麻的需也解决了战士打草鞋用麻的需
要要。。同时同时，，战士们还养牛战士们还养牛、、羊羊、、鸡鸡、、鸭鸭、、
猪等家畜家禽猪等家畜家禽，，保证了每人每月吃保证了每人每月吃33
斤肉斤肉。。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挖挖
出一排排窑洞出一排排窑洞，，建起一幢幢新房建起一幢幢新房，，兴兴

建纺织建纺织、、木工、造纸、制鞋、肥皂等工
厂，开办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
店等。原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
三五九旅战士们一年多的建设，面貌
为之一新。1942年，朱德同志邀请徐
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同游南
泥湾。这时的南泥湾和一年半以前相
比已全然改观。朱德同志兴致很高，
赋诗一首：“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
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
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
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
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薰风
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1943年至1944年，三五九旅再
接再厉，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浪潮，
19431943年年，，全旅种植面积达全旅种植面积达1010万亩万亩，，收收
获细粮获细粮11..22万石万石。。截至截至19441944年底年底，，共共
开垦荒地面积达开垦荒地面积达2626万亩万亩，，产粮产粮33..77万万
石石，，做到不要政府一分钱做到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粒粮、、一一
寸布寸布，，反而向政府交纳公粮反而向政府交纳公粮11万石万石，，真真

正实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使南
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
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10月，毛
泽东同志视察南泥湾时，了解了部队
生产情况后高兴地指出，国民党要困
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
胖了。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困
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
手制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
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在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这面
旗帜的鼓舞下，大生产运动更加普遍
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仅使边区战胜了
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培育形成了历
久弥新的南泥湾精神。

（（作者系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作者系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
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兼职教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兼职教
授授。。本文系教育部团队建设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团队建设项目
““西部地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西部地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中的开发与利用研究课建设中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1818JDSZKJDSZK043043]]成果成果））

“开荒好似上火线”
郝琦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
方……”这首耳熟能详的《南泥
湾》，歌颂的是中国共产党一段艰苦
奋斗的难忘岁月。

极端困难时期生产自救

南泥湾精神形成于延安时期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带领
军民开垦南泥湾、推动边区大生产
自救运动的伟大实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
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边区
进行层层封锁，扬言“不准一斤棉
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企
图饿死中国共产党人。陕甘宁边区
面临严峻挑战，财政经济尤为困
难。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
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中
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
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
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
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
对严重困难，党中央发出“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号召。抗日根据地军
民相继掀起大生产运动，边生产、边
打仗，谱写了革命战争史上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壮丽篇章。

1941年春，党中央派八路军三
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在旅长王震的带
领下，战士们“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
庄”，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屯田，
在南泥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
运动。他们一把镢头一把枪，把荆棘
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
北“好江南”，同时也孕育出了宝贵的
南泥湾精神。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
考察工作结束时指出，老一辈革命
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
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
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
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
富。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瞻仰延
安革命纪念地时指出，党中央和红
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
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
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
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
了抗日前线。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
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党中央、毛
泽东同志的直接培育下形成的，它

是延安精神在南泥湾大生产中的具
体体现。

2021年9月29日，党中央批准
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南泥湾精神被列为其中之一，成为
新时代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43年2月5日，《解放日报》
报道了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
来》制成上映的消息，影片在延安各
地放映，盛况空前。纪录片将南泥
湾精神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奋发图强”。1995年，当年参与
领导南泥湾大生产的三五九旅副政
委王恩茂同志将南泥湾精神概括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在开发建设南泥湾的
过程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全

党全军内心深处不屈的意志。
战胜恶劣环境，用双手创造一

切。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首先遇到
的就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
条件。南泥湾到处荆棘丛生，是一片
人烟稀少的“烂泥湾”，资源匮乏，吃、
住、穿以及劳动工具紧缺。全旅战士
们迎难而上，没有住的地方，战士们就
在树林里露营；没有粮食，战士们就徒
步数百里山路背粮运盐；没有菜吃，大
家就一起上山挖野菜；没有生产工具，
就盘起炉子打镢头。部队战士们就是
靠这样自力更生的豪情、艰苦奋斗的
韧劲，用双手创造了一切。

从上到下一起干，团结一致搞开
发。1943年5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只
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
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
我们投降的。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
带领下，从旅长到马夫，都全力以赴投
入生产劳动。王震带头劳动，不管工
作多忙，他都从延安赶到南泥湾参加

劳动。王震积极完成他的规定指标，
以乐观饱满的劳动热情激励着大家。
有几次他的双手磨破了，红肿到手臂，
由于缺少药品，他忍着刺心的疼痛，坚
持生产劳动。七一八团的英雄团长陈
宗尧，带着团司令部的人员住在荒地，
和战士们开荒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生
活在一起，一直到开荒任务完成才返
回营房。三五九旅供给部政治委员罗
章，经常扛上一把为自己特制的七八
斤重的大镢头，忙碌在全旅各个山头、
山坳的100多个生产点上，走到哪儿，
就在哪儿和干部、战士一起开荒。全
旅上下一致，用合力战胜了艰苦的环
境，在荆棘丛中开出了希望之花。

自给自足谋生产，创造发展新思
路。1941年，全旅开荒1.12万亩，收细
粮1200余石，达到粮食自给1个月，经
费自给78.5%。1942年，全旅开荒种
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石，达到粮食
自给3个月，经费自给达到92.2%。这
些成果都是全旅战士们在没有任何外
援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双手独立创造
出来的。在实现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三
五九旅战士们并没有停下艰苦奋斗的
脚步，除了发展农业，他们还创新发
展思路，在枝叶繁茂的空地上饲养
牛、羊、马等牲畜，实行自由放养，
很快就实现了年初每人一只羊，两人
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目标。他们还
在周围种植瓜果蔬菜，兴办合作社
等，以实现多种经营并举。从野菜果
腹到农业生产种植面积翻了百倍，从
造废铁造工具到先后办起纺织厂、机
械厂、铁厂……短短数年，三五九旅
建立了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等
一系列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一个能
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

三五九旅战士面对荒凉寥落、缺
衣少食的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用双手谱写了战天斗地的英雄史
诗，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我们
克服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注入
了强大动力。

南泥湾精神代代传

延安时期，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不断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和历史依
据，也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力量源泉。

弘扬南泥湾精神，将党的优良传
统和工作作风落到实处，加强新时代
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弘扬优良
传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
党伟大精神提升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内
容。三五九旅屯田开荒南泥湾，凝聚
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恶劣环境中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宝贵品格，是一项翻天
覆地的革命事业，不让老百姓供给一
粒米、一寸布和一文钱，帮助群众，领
导干部带头，上下一致、共克时艰，我
们党依靠这样的精神创造了不可能实
现的奇迹，形成了良好的党风，保持了
党的先进性，同时也证明了能不能坚
守优良作风，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
衰成败的大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要继续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共产
党人要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
意志、坚定信念，秉持在物质层面艰苦
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在精神层
面保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一往无前
的思想态度，赋予南泥湾精神以新的
时代内涵。

弘扬南泥湾精神，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推动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工程，需要南泥湾
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支
撑。建党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表现在经济发展、文化
繁荣、民生幸福、生态环境改造等方
面，这一切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中
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有力支
持。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依然复杂
多变，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
刻复杂变化，我们要守好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书写上下一
致、共克时艰的实干篇章，“撸起袖
子加油干”，形成推动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南泥湾精神，对青少年进行
优良传统教育，培养党和国家放心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中
国青少年都是长在红旗下、沐浴改革
春风的一代，有着良好的生活环境和
先进的教育条件。但这样的富足生活
易使一部分青少年忘记了先辈们的不
易，有的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浪费粮
食、追求奢侈生活的现象，出现拜金
主义的倾向，甚至有的人好逸恶劳、
贪图享乐，缺乏动手能力和创新思
维。要对青少年进行党的优良传统教
育，使南泥湾精神进社会、进校园、
进课堂，宣传南泥湾开荒建设中共产
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感人事
迹，感受三五九旅战士们的家国情怀
和担当意识，使新时代的青年在国家
需要的时候能够站出来、顶上去，为
人民服务，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只有使青少
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人民观，激发
起他们的爱国心、强国志、报国情，
才能帮助他们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征程中乘风破浪。

（作者单位系黄冈师范学院）

南泥湾精神南泥湾精神 战天斗地的英雄史诗战天斗地的英雄史诗
夏慧 谢泽雨

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
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工作结束时指出

一代代南泥湾人主动接过“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接力棒，扛起新时代的

“老镢头”，成为南泥湾精神的传播者、传
承者。

红色精神鼓舞着一代代南泥湾人。南
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陕西
省延安市南泥湾镇坚持传承弘扬南泥湾精
神，充分发掘特色资源优势，统筹推进经
济建设、对外开放、生态文明、乡村振兴
等工作协同发展，显现“红色南泥湾、陕
北好江南”美好模样。新时代的南泥湾干
部和群众，坚持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砥
砺前行的力量，坚持用南泥湾精神淬炼队
伍、凝聚士气。

红色遗址发展为南泥湾的响亮名片。
南泥湾革命旧址众多，主要景点有南泥湾
革命旧址、三五九旅旅部旧址、七一八团
烈士纪念碑、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中央
管理局干部休养所旧址、南泥湾垦区政府
旧址、延安八路军炮兵学校旧址、九龙泉
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展览馆，其中南泥湾
大生产运动展览馆通过实物、图片详细介
绍了当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经过。

红色教育推动南泥湾更美好的明天。
南泥湾镇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2016 年，南泥湾小学被授予“红军小
学”称号。南泥湾红军小学充分利用红色
资源，积极开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传
承红色文化基因”活动，通过参观大生产
运动纪念馆、瞻仰九龙泉烈士纪念碑、举
办庆六一文艺汇演等形式，全面增强德育
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同时，教师在课
堂上组织学生参加听南泥湾故事、讲南泥
湾历史、学南泥湾精神、唱南泥湾歌曲等
活动，助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让
南泥湾的孩子更懂“南泥湾”，自觉把传
承南泥湾精神贯穿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实践，从红色文化、红色基因
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做到听党话、跟党
走，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时代新人。

红色产业助力南泥湾踏上乡村振兴快
车道。南泥湾开发建设以来，以“红色南
泥湾、陕北好江南”为总体规划定位，坚
持“党建统领、生态立镇、旅游带动、产
业富民”的发展建设思路，镇容镇貌焕然
一新，人口聚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活
动场所、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如今的南泥湾已发展成一个拥有
503.5平方公里土地、人口1.3万、辖12
个行政村的大镇。南泥湾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编制2018—2035总体规划，确定“三
步走”战略目标，明确以南泥湾镇为核
心、带动周边区域开发的“一心三镇两带
五区”发展定位。5年来，红色文化小镇
核心区5.65平方公里建设完成，年接待
游客突破100万人次，圆满实现了第一阶
段确定的发展目标。

“红色南泥湾、陕北好江南”。一个山
青水绿、稻花飘香、永葆本色的新时代南
泥湾正在蔚然成型。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南泥湾精神必将绽
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作者系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
镇政府干部）

南泥湾镇：

谱写新时代
乡村振兴新华章

李晓婕

钩沉

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景色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景色。。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张博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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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资料照片）
图②：2020年8月25日拍摄的延安南泥湾景色。（祁小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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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