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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
走。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
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
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视察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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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5 月，刘少奇、朱德等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
1948年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东渡
黄河，辗转进驻西柏坡。西柏坡，一个河北平山县的普通村落，
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做了三件大事。”西柏坡纪念馆的讲
解员闫文艳告诉记者：“第一是召开土地会议，进行土地改革；第
二是组织和指挥了三大战役；第三是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
了‘两个务必’”。

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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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平山县
的一个普通村落。
1947 年 5 月，刘少

奇、朱德等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
1948年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
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辗转进驻西柏
坡。西柏坡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
个农村指挥所。

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
国土地会议，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和指
挥了三大战役，奠定了中国革命在全
国胜利的基础；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提出了“两个务必”。1949年3月，中
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西柏坡的时间
只有10个多月，但这10个多月是中国
革命从农村向城市、战争向和平、防御
向进攻、游击战向正规战、革命向建设
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一
个革命党向执政党、成熟政党的转变；
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也在
这个时期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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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役 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基础
时间来到1948年的秋天，人

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
的决定性阶段。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
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08万人，
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建立起了较
强的炮兵和工兵部队，提高了攻坚
能力，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与
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
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可
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
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
东当机立断，连续组织辽沈、淮
海、平津三大战役。

走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旧址，散布的
都是土黄色的小平房，这是北方
农村最常见的土屋。就是在这
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毛
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运筹帷幄，指
挥了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
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
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三大战役
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
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
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
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
做了三件大事

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思想放光芒

话守护者对对

父女两代人的红色“接力”

1949 年 3月，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规定
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
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
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
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
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
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
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
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
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
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
大、更艰苦。为此，毛泽东提出
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
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始终激励全党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永
远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永
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曾执勤于西柏坡消防队的吴炳
江告诉记者，“两个务必”就是西
柏坡精神的核心。

1949年 3月，毛泽东率领中
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
发。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
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
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
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
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新中国的曙光照亮了东方
的地平线……

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千
百年来的梦想。深入开展土地制
度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
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毛泽东曾
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
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
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1947 年 7 月至 9 月，刘少奇
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
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
同年10月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
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
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
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
土地制度。”这个大纲公布后，解
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
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分配
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热潮。

1948年，执教于北方大学的
韩丁（原名威廉·辛顿，美国人）
以观察员身份随同学校土改工
作队首次来到山西省潞城县张
庄村亲历半年土改，深入考察，
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中国一

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作者
在书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
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改
运动，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碎封建
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
程。《翻身》一书，是中国北方农
村土地改革的第一手记录，“翻
身”一词，也成为中国农民在土
改中身份地位变化的精确描述。

在模拟的土地会议的场景前，
解说员闫文艳向记者介绍，当时土
地会议的会场非常简陋，主席台就
设在一个旧房基上，在上方搭建了
一个用来遮阳的布棚。参加会议
的代表都是自带板凳，没有板凳的
代表就坐在石头上参加会议。

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摧毁
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
革。它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
的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
党是他们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
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
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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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 千万农民翻身得解放

红色旅游+绿色产业
让革命热土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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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董必武同志曾经救
过您的命，您能讲述一下当年的故
事吗？

闫青海：董必武租住在我们家
的时候，我生了一场重病，那时我
才三岁，当地的医生都说已经无法
医治。在当时，如果人死在了家
里，是件不吉利的事。于是，我母
亲就把我用苇席裹着，放到村口的
碾盘上。

董必武和他夫人路过的时候，正
好看到了我。用手一摸，发现我肯定
是生病了，但还有一丝气息。就赶紧
把我送到了东柏坡村的部队医院，在
医疗资源很困难的情况下，给我用上
了盘尼西林，治好了我的病。

羊城晚报：共 产 党 人 来 了 之
后，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您
还有印象吗？

闫青海：以前我们家很穷，我母
亲兄弟姐妹五个人，才只有一床被

子。共产党人来了之后，首先是分
田地，我们家分了三亩地，生活好了
起来，我们很拥护共产党。后来我
入了党，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又开了
几十年的船，成为当时第一个万元
户。现在我盖起了新房，门口的小
汽车是我女儿的，家里还有摩托车、
有电动车。

羊城晚报：在 2013 年，您见过
习近平总书记，您还记得当时的情
景吗？

闫青海：记得！那是很高兴
的。当时在西柏坡九月会议的旧
址，总书记拉着我们的手说，他就
是同大家谈谈心，听听我们的意见
和建议。我就讲了董必武救过我
命的故事。当时我头上戴了一条
毛巾，总书记还特别说，毛巾是个
好东西，天热了可以擦汗，天凉了
可以垫在地上，（头上戴毛巾）是老
同志的本色。

羊城晚报：您父亲是西柏坡的
老党员，您能谈一谈红色传承在您
身上的体现吗？

闫文艳：党中央在西柏坡的时
候，我奶奶是董必武一家的房东，那
时我的父亲才三岁。有一次我父亲
生了一场大病，奄奄一息，是董必武
救了他。现在很多学生、年轻人会
找我父亲讲当年的红色故事，只要
他有时间，都会乐于去讲述。

我生长在西柏坡这片热土，
从小听父亲讲西柏坡的历史，耳
濡目染，就想着以后也能够从事
相关的工作。毕业以后，我就来
到西柏坡纪念馆当讲解员，也是
希望能够传承、发扬好西柏坡的

红色历史和精神。
羊城晚报：您认为，我们应该

如何传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
闫文艳：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

主席说我们进京是去“赶考”的，我
们不能做李自成，不能退回来，退回
来就失败了。其实，直到现在，我们
也一直在“赶考”的路上。我们要从
自己平时的生活、从小事做起。

作为讲解员，我们要把自己的
讲解工作做好，让更多人了解西柏
坡、了解红色故事，将这份红色精
神传承好。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自己的本
职工作做好。

西柏坡镇的北庄村是革命的
热土。在抗日战争期间，北庄村人
积极参军支前，晋察冀第四军分区
指挥部、平山县政府曾在此驻扎；
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庄村是中共中
央宣传部、中央机要处、中央青委
等机关的所在地。《团结就是力量》
这首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就是在
北庄村诞生和首演的。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给北庄村全体党员回信。信中写
道：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
力量是钢。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是
一部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
同奋斗的历史，西柏坡的干部群众
对此体会更深。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希望你
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把乡亲们更好团结
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依托红色资源
走向小康生活

北庄村的变化是整个西柏坡
脱贫致富、走向小康的生动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在西柏
坡修建岗南水库以治水患。为了配
合水库建设，北庄村民离开了家园
故土，整体搬迁重建。“北庄村和整
个西柏坡人民，都具有奉献的精神，
（为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特别大。”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如是说。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委向北庄村派驻第一
书记，县委、县政府精准施策，派驻
财政局驻村工作队，与村党支部一
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打赢脱贫攻坚
战。北庄村以“革命圣地、红色乡
村”为发展定位，实施项目20余个，
改善了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

此外，北庄村培育特色民宿、
红色教育、光伏、果树种植等产业，
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等
方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目前，

全村43户、11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出列，人均年收入从
2012 年的 2000 余元上升至 2020
年的1.2万元。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北庄村把
发展红色游、乡村游作为产业扶贫
的重中之重，积极开展基础设施提
升和人居环境整治：硬化村庄道
路，建设饮水、污水管网，安装太阳
能路灯，修建村民文化活动室、文
化广场……如今，北庄村的村容村
貌和居住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曾经
的革命热土焕发着新的活力。

传承团结精神
描绘更大蓝图

走在北庄村，记者看到的是一
幅如火如荼建设的景象。规划为
团结广场的地方，正在进行土地的
平整，原本杂乱的村屋，已经被改
造为相对统一的样式，墙体做了保
温，不少村屋的房顶上还安装了光
伏发电设备。封红卷告诉记者，就
是这光伏，每年就能给村民额外带
来3000元左右的收入。

在封红卷的心里，他对北庄村
的未来还有更多的设想和更大的

规划蓝图。
“我们下面是水库、水源保护

地，上面是山林，要封山育林，可以
利用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封红
卷坦言，“依托西柏坡，挖掘红色资
源，发展红色旅游，把北庄村的红
色元素融入到西柏坡景区里面，是
北庄村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封红卷告诉记者，现在游客来到
西柏坡大多数还是半日游：上午到西
柏坡，下午就可以回去。而如果能把
游客迎到北庄村，把半日游变成1日
甚至2日游，让游客有得吃、有得住，则
可以带动餐饮、住宿等一系列的产业
链条，就能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起来。

“我们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
机要处旧址的所在地，有丰富的红色
资源。”封红卷说，“目前我们还是以
吸引来西柏坡的游客为主，从长远来
看，我们希望能够建设党政机关的红
色教育培训基地。”红色旅游+绿色产
业，北庄村的未来大有可为！

说起总书记的回信，封红卷表
示：“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们最大
的鼓励，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动
力。我们要把‘团结就是力量’这
种精神传承好。只要团结起来，没
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

岁的闫青海
是西柏坡村
的老党员，

当年董必武曾租
住在他家，还救过
他的命。后来，闫
青海当上了生产
队队长、村党支部
副书记，又开了大
半辈子的船，成为
当地第一个万元
户。只要有时间，
闫青海都会向人
们讲述当年的红
色记忆，讲述西柏
坡的历史。如今，
闫青海的女儿闫
文艳，接过了宣讲
西柏坡故事的接
力棒，成为了西柏
坡纪念馆的一名
讲解员。父女两
代人，红色的血脉
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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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喻户晓的《团结就是力量》在这里诞生和首演，西柏坡北庄村：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西柏坡纪念馆前广场吸引不少游客

北庄村村屋上装着光伏发电设备

西柏坡纪
念馆展示的中
国土地法大纲

闫青海：共产党来了，生活好起来了

闫文艳：让更多人了解西柏坡的红色故事

七届二中全会会场

闫青海 闫文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