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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
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
进的方向。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

峥往
昔 嵘

一座彩虹桥腾空架在延河上方，以此为轴线呈对称布局的
延安革命纪念馆就坐落在延河岸边上。5月中旬，羊城晚报记
者赴延安采访，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眼前的入馆台阶分为三
台。“这隐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三个阶段。”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党史研究专家张建儒
告诉记者，延安十三年，共产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孕育形成了
伟大的延安精神。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谭虎娃接受记者采访也表
示，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我们党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
上、纪律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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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圣地。宝塔山、
清凉山、凤凰山、杨家岭、
王家坪、枣园、南泥湾……

红色旧址星罗棋布。
1935年 10月 19日，中共中央和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自
此，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延安和陕北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
秋，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延安，是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
“落脚点”，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出发
点”，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建
设的“试验区”，也是解放全中国的解
放战争的“转折点”。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
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一首脍炙人
口的《回延安》，已在几代人中
深情传唱，凝聚着人们对这片
红色圣地的向往与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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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立足西北发展壮大
成为抗日中流砥柱

自力更生 凭借精神法宝不断取得胜利

话守护者对对

张建儒是延安革命纪念馆原
馆长、文博研究馆员，2007 年起，
担任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
馆长近13年。他长期以来主要从
事党史方面的研究，现在虽已退
居二线，仍积极从事延安精神的
宣讲工作。

羊城晚报：我们去过了延安
革命纪念馆，很遗憾没能看到主
展区。它是怎样一个纪念馆呢？

张建儒：延安革命纪念馆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建成的革命
纪念馆，1950 年 7 月 1 日就正式
开放了，建馆至今先后四次重
建。目前的这个馆是2009年 8月
落成的，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一号工程”重点建设的三
个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如今，延安革命纪念馆是国内
接待人数最大的纪念馆之一，
2019年接待参访者超过400万人

次，去年因疫情少了一点。
羊城晚报：曾担任延安革命

纪念馆馆长十余年，您觉得革命
纪念馆应该如何讲好红色故事？

张建儒：作为一个展馆，我们
首先要把展览做好。大家进到馆
里面，这个展览就是一部“立体
书”，是空间里的一部书，要做到
准确、全面、生动，让人们正确地
学习、认识历史。

其次，要对历史进行深入研
究和挖掘，尤其是钩沉一些重大
事件、重要人物、一些文物的故
事和内涵，从而不断地丰富展览
内容。

再者，我们要把研究成果通
过出版、影视、媒体、文艺作品等
形式推送出去，大力地弘扬革命
精神，宣传我们党的历史，传承红
色基因。

羊城晚报：红色教育，青少年

是重点人群之一，您觉得革命纪
念馆如何吸引青少年？

张建儒：青少年对很多问题会
有一种天性的怀疑，所以在红色教
育中，我们要注重史实，要擅于利
用原始的档案、文物，使我们的文
物真正“活”起来，通过文物讲好历
史故事，讲好党的故事，讲好延安
故事。让历史来说话，这些东西是
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有力武器。

就我的观察，近年来越来越
多年轻人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
看得都非常认真，不少人还会记
笔记。年轻人走进红色场馆接
受红色文化熏陶，这是非常有必
要的。

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党史研究专家张建儒：

以生动“立体书”讲好延安故事

“1935 年党中央到达陕北
时 ，全 国 党 员 还 不 到 4 万 人 ，
1945 年达到了 121 万人。”张建
儒说，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
由弱变强、转败为胜，也孕育了
伟大的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并无‘延安精神’
的提法，是后来概括总结的。延
安精神主要是四个方面：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是灵魂，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精
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是本质，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创业精神是特征。”张建儒
指出，四个方面相互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是一个整体。

“延安精神是一种宝贵精神
财富，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
重要法宝，也是共产党不断取
得 胜 利 、凝 聚 力 量 的 精 神 支
柱。“张建儒强调，共产党员应
把延安精神内化于心，见之于

行，与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把
个人价值实现融入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就会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长期从事延安精神研究的
谭虎娃也指出，延安精神，不仅
在革命建设年代激励人心、砥砺
斗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也是党员干部滋养初心、淬
炼灵魂的营养剂，永远是党带领
人民锐意进取、奋斗拼搏，不断
取得胜利的法宝。

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是共
产党员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延
安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四块
二尺见方的题字石刻，上书“实
事 求 是 ”四 个 苍 劲 有 力 的 大
字。张建儒告诉记者：“这是
1943 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礼堂
题写的石刻，是延安精神的象
征，也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镇
馆之宝’。”

初夏的杨家岭革命旧址，古
柏挺拔，远山苍翠。旧址内的中
央大礼堂朴素壮观，陈设如昨。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也是
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党代会。”
张建儒告诉记者，因战争环境及
其他条件不成熟，从1928年在莫
斯科召开党的六大，到1945年召
开党的七大，期间整整相隔17年。

走进中央大礼堂，只见主席
台上方的横幅标语是七大的政
治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
前进；礼堂后墙“同心同德”四个
大字是毛泽东亲笔为大会题写
的主题词。

张建儒表示，七大全面总结
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20多年
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克服了党

内的错误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
线、纲领和策略，将毛泽东思想
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
党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
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被
写入党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次飞跃。”谭虎娃指出，在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
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1938年毛
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
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
名论断；从1942年初到1945年，
以延安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全
党范围内普遍开展整风运动。
谭虎娃说，通过延安整风，中国
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清除了教条主义，极大地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
程，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
顺理成章。

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着诸多
革命文物。目前，纪念馆《延安革
命史》基本陈列正提升改造。

当记者问及延安革命纪念
馆有哪些重要的革命文物时，张
建儒不假思索地提到了一张小
炕桌。“1936年 2月，毛泽东主席
就是伏在陕北老乡家的这张小
炕桌上，写下了千古名篇《沁园
春·雪》。”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
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
召开政治局会议（即 瓦 窑 堡 会

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
各项具体政策。随后，为了宣传
党的抗日主张，中共中央决定以
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进
行东征。气势磅礴的《沁园春·
雪》就写于东征途中。

谭虎娃表示，中国共产党把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作
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
争的出发点，高举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伟大旗帜，打开了中国革
命事业的新局面。

谭虎娃告诉记者，正是由于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大旗，实施民主政治，制定
了大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使
陕甘宁边区成为指导中国抗战
的“圣地”，全国各地知识青年、
海外爱国华侨青年纷纷冲过敌
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历经艰
辛、不远万里，在战火与硝烟中
奔赴延安。

张建儒指出，中国共产党竖
起抗日救国这面大旗，促成了以
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通过独立自主地开辟敌
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敌后战场，
克服了敌后抗战最严重的困难，
与国民党正面战场配合，成为夺
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感悟恢宏奋斗史诗

年年轻记者学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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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 万千青年跋山涉水聚宝塔

老区不老 青山焕新颜
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张建儒

毛泽东在这张小炕桌上创作了
《沁园春·雪》 受访者供图

今喜
看 朝

昔日陕北“好江南”今朝更好看，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风光宜人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
纵横、生态脆弱，历史上极端贫
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
行漫记》中，曾将这里描述为“我在
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1993年夏天我和大学老师一
起去延安搞社会调查，一个多月的
所见所闻让人有点沉重。”时隔 28
年，来自广州的周先生在今年 5月
重回延安，感叹“变化非常大，终于
看到了延安应有的样子”——鳞次
栉比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繁华
街道、笑容洋溢的陕北乡亲。

如今，站在宝塔山上俯瞰，一
派繁华景象。延安境内高速公路
四通八达，黄土高坡满眼绿色。老
延安孕育了新中国，新时代造就了
新延安。

南泥湾有个国家级
湿地公园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
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
湾好地方，好地呀方……”一首耳熟
能详的歌曲，使南泥湾家喻户晓。

从延安城区出发，驾车经延西
高速，半个小时不到就抵达南泥湾
收费站。下了匝道没多久，就看到

“陕西延安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欢迎
您”大招牌。远处青山与山脚下的绿
草花海相映，让人感觉置身画中。

2019年底，南泥湾国家湿地公
园顺利通过验收，成为陕北地区首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在陕北干旱、
半干旱区中，这里保存了相对完整
的湿地生态系统，显得尤为珍贵，
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湿地生态
修复的示范案例。

“现在就像住在一个大花园
里。5 月，外面的树绿了，天也很
蓝。等到6月份洋槐花开，一片白色
更好看。”南泥湾镇桃宝峪村80多岁
的李大娘告诉记者，以前村里都是
土路，现在水泥路直接通到家门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
地精心打造生态经济，让“绿色”与

“红色”旅游相映生辉，来南泥湾参
观游览者络绎不绝。南阳府村村

民李子和说，今年五一假期，连他
家门前空地的小停车场都停满了
大车小车，一天多达数百辆。

记者在延安采访期间，所到之
处，无不郁郁葱葱、生机盎然。1999
年开始，延安率先在全国开展退耕
还林工程，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

“绿色革命”。卫星遥感图显示，陕
北地区的绿色整体不断向北推移。

“现在来延安，想再看到那种黄
土高原景色，不容易了。”延安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军明说，作
为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他现在主要
是通过烙画展现纯正的“黄土味”。

梁家河村民吃上了
“旅游饭”

地处黄土高原沟壑里的梁家
河村，是一个偏僻的村庄，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

如今，从延安市区出发，驱车
不到一个小时，就来到了梁家河
村。平坦的柏油马路，将大山深处
的村子与外界连接。5月 13日，记
者看到，梁家河旅游接待中心门前
一个偌大的停车场，停满了汽车。

据了解，随着学习参观人数不断
增加，梁家河村2015年成立了乡村
文化旅游公司，恢复打造知青旧居、
铁业社、村史馆等文化景观，并且流
转村里闲置窑洞发展民宿。

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有的
到乡村文化旅游公司打工挣钱，有
的开起了农家乐、小卖部。“我们村
里绝大多数人住进了在镇上建的集
中安置点，过上了居住在镇上、产业
在村里的新生活。”在村里开了一个
小卖部的村民梁玉金告诉记者。

梁家河村史馆里，展板上的一
幅幅图片、一段段文字，记录了共
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奋
斗历程：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的 9600 元增加到 2019 年
的21634元，家家住上新楼房，90%
的人家有了小汽车……

梁家河村的巨大变化，是延安发
展的一个缩影。2019年5月，梁家河
所在的延川县以及宜川县，宣布退出
贫困县序列，这意味着延安贫困县全
部“摘帽”，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延安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谭虎娃说：

“听到这个消息时，特别激动，绝对是
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

5 月，春辞夏至，干爽
的 微 风 拂 过 黄 土 高 原 腹
地 ，火 车 自 西 安 一 路 北
上，三小时后到达延安，
令 人 心 驰 神 往 的 革 命 圣
地跃然眼前。

昔日的黄土高原如今
满目翠绿，巍巍宝塔山上
古塔耸立。在清凉山、杨
家岭、王家坪、枣园等革
命旧址，来自全国各地的
瞻仰者络绎不绝。

在延安，仿佛有一种
神奇的“魔力”在拉近时空
距离，你会发现好像走近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
边。枣园毛泽东故居内，
办公桌上放有一根铁条。
当年，大生产运动中，延安
炼出了第一炉铁的样品，
百姓把这来之不易的铁条
献 给 毛 泽 东 ，并 向 他 报
喜。从此，毛主席就把它
摆放在案头，有时写作时

间长了，手指发酸了，他就
拿起铁条握一握，使手指
放松一下再写作……如此
生活化的细节，拉近了伟
人与参观者的距离。

位于清凉山的延安新
闻纪念馆，保存着党在延
安 时 期 新 闻 事 业 的 发 展
轨迹，石窟里放置着电报
机、印刷机。战火纷飞的
年代，在那般艰苦的环境
里，党的新闻事业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而今，壁
上的黄土仿佛有了回声，
记录着穿越时空的电码。

在南泥湾，战士们开
垦的良田已退耕还林，慕
名 而 来 的 游 客 在 湿 地 公
园里荡起秋千。新时代，
新延安，曾写就恢宏奋斗
史诗的土地上，正谱写着
新的乐章。 (郭起)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的“实事求是”石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