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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雾气笼罩的宝塔山下，延河

水蜿蜒流淌。“咚……”山上古老斑驳

的铁钟敲响，钟声悠长绵延，好像诉说

着这里厚重的历史。

1935 年 10 月，这片荆棘遍野、杂

草丛生的黄土地，张开宽阔的胸膛，将

一支穿着破衣烂衫、饿得皮包骨头、累

得精疲力尽的队伍热情拥入怀中。这

支战士平均年龄 19 岁、干部平均年龄

24 岁，在疾风骤雨中辗转漂泊的队伍，

终于找到了扎根的土壤。

人们也许没有想到，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这支队伍，竟成了全民族抗

战的中流砥柱；更没有人想到，只用了

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这支队伍，从这里走向全中国，取得了

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习主席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革命

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

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

都 要 从 革 命 的 历 史 中 汲 取 智 慧 和 力

量。”

穿过历史的尘烟，记者来到中国

革命的圣地，感悟伟大的延安精神，探

寻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一

杨家岭革命旧址，完整保存着毛

泽东同志当年居住的窑洞。

上午 11 时，窑洞外艳阳晴空，室内

却光线暗淡。方寸斗室狭小逼仄，一

张旧木床、一盏煤油灯、一部老式电话

构成了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场所。

在这极为简单的屋子里，一个又

一个漫漫长夜，毛泽东同志在昏黄的

油 灯 下 纵 览 风 云 、洞 察 时 局 、笔 走 春

秋，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写下了

《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光辉

著作。正是在延安，确立了毛泽东思

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站立在窑洞前的石桌旁，记者眼

前浮现出历史上的一幕：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广袤的祖国版图上处处回荡

着“我要去延安”的声音，无数有志之

士背着沉重的行李，冒着被国民党军

队 封 锁 、绑 架 和 杀 头 的 危 险 ，前 仆 后

继，冲破封锁线，向着抗日救亡旗帜高

高飘扬的方向、向着心中的圣地坚定

前进。

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

安城。那个盛夏，一位广东青年经西

安 奔 赴 延 安 ，路 上 不 幸 病 倒 ，弥 留 之

际，他用尽最后力气将双手抠进黄土

地，朝着延安的方向爬行。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版画上，一个

个奔赴延安的年轻身影，让我们仿佛

穿 越 时 空 的 隧 道 ，看 到 了 信 仰 的 力

量。正是坚定的共同信仰，让他们在

跋涉与安稳之间，选择了跋涉；在牺牲

与苟活之间，选择了牺牲。

参观杨家岭党的七大会址后，习

主 席 意 味 深 长 地 说 ：“这 里 我 来 过 多

次，插队时每次到延安都要来看看，每

次都受到精神上的洗礼。”

熙 熙 攘 攘 的 人 群 中 ，有 一 抹 迷

彩 绿 十 分 显 眼 ，记 者 一 打 听 ，原 来 他

们 是 新 疆 军 区 某 旅 的 官 兵 ，利 用 休

假 时 间 结 伴 前 来 延 安 参 观 。 官 兵 们

告 诉 记 者 ，他 们 旅 的 老 前 辈 曾 参 加

过 保 卫 延 安 的 战 斗 ，延 安 不 仅 是 旅

史 上 厚 重 的 文 字 ，更 是 他 们 心 中 的

信仰高地。

“没有人生而伟大，只是为了心中

的信仰和真理，以平凡的身躯铸就伟

大”“他们在简陋的窑洞，穿着打满补

丁 的 衣 服 ，绘 制 着 未 来 共 和 国 的 蓝

图”……在红色旧址参观后，官兵们纷

纷留言，表达崇敬之情。

二

花满河谷，碧草如茵。来到南泥

湾，苍翠清新沁人心脾，往日的荒山早

已不见。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书中这样写

道：“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

地区之一。”当时，陕甘宁边区受到敌

人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生活十

分困难，米面油、布匹、纸张等基本的

生活用品极度缺乏。

为了摆脱困境，359 旅官兵响应党

中央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南泥湾

大生产运动，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

锄到田庄”的战斗屯垦生活。采访中，

记者看到了一张珍贵的馆藏照片，那

是美国摄影师哈里斯·福尔曼拍下的

宝贵瞬间——

359 旅 旅 长 、一 代 战 将 王 震 参 加

完 田 间 劳 动 ，和 他 的 战 友 们 在 田 埂

上 席 地 而 坐 ，每 个 人 的 脸 上 都 洋 溢

着笑容。

当地的老乡告诉记者，南泥湾从

那时开始便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到处

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艰苦奋斗、自

力更生，不但解决了部队官兵的吃穿

用度，而且还有余力支援人民群众，难

怪官兵们笑得那么灿烂。

1949 年，359 旅官兵解放大西北、

进驻新疆，从一个南泥湾奔赴另一个

“南泥湾”，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再次

过起了边战斗边农垦的生活。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激励

着 359 旅的传人扎根高原，戍边守防。”

记 者 曾 工 作 过 的 单 位 前 身 就 是 359

旅。记得刚下连时，指导员把我们这

些新同志带到荣誉室讲传统：当年，部

队驻地寸草不生，生活环境十分艰苦，

为了给高原留下一片绿色，一茬茬官

兵接力奋斗，坚持不懈。土壤不行，从

山下一点点往高原上带；冬季太冷，把

站哨用的大衣裹在树上……整整用了

5 年时间，才在冻土层上种活了第一棵

白杨树。

延安之行令记者感慨万分：山城

虽小，却磨砺出中国共产党人开荒垦

田的昂扬斗志；窑洞虽土，却孕育出了

引领中华民族阔步前行的伟大思想，

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人

们从中汲取不竭力量，向着光辉的未

来勇毅前行。

三

站在宝塔山上极目远眺，南川河

与延河在宝塔下交汇，形成一个醒目

的“人”字。

记者凝视这个巨大的“人”字，脑

海里不由地响起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走 访 延 安 ，一 路 前 行 ，一 路 感

动 ——

抗 战 时 期 ，陕 甘 宁 边 区 群 众 节

衣 缩 食 ，勒 紧 裤 腰 带 ，宁 可 自 己 吃 糠

咽 菜 ，也 不 让 前 线 战 士 饿 肚 子 ，自 发

缴 纳 抗 日 救 国 公 粮 达 100 多 万 石 。

群 众 有 人 出 人 ，有 力 出 力 ，5 万 余 人

加入八路军，18 万人参加自卫军，几

乎 每 名 妇 女 都 加 入 了 后 方 保 障 队

伍 ……

人民哺育革命，共产党人从来没

有忘记过。

红色旧址枣园院中，绿树成荫，凉

风 习 习 。 不 远 处 ，一 条 水 渠 川 流 不

息。1940 年，党中央进驻枣园时干旱

少水，群众生产生活十分不便。在党

中央号召下，机关干部和战士自己动

手，为驻地群众修建了这条 6 公里长的

水渠，既保障群众用水，又可灌溉 1200

多亩土地，被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幸福

渠”。

流水潺潺如故，小渠两岸，换了人

间。群众高兴地告诉记者，在脱贫攻

坚行动中，当地驻军出台了很多精准

扶贫举措，把红色经济搞得红红火火，

老百姓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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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山下探初心
■本报记者 李 蕾

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有精神上

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延安精神，无

疑是让我党我军强大的力量源泉和宝

贵财富。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展览馆的序言

中写着这样一段话：这里有一种精神,

就是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培育形成的延

安精神；这里有一种主义，就是延安窑

洞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有一

种形象，就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干部

形象；这里有一种力量，培养造就一批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不怕牺牲的革命

志士。

延安精神，最难能可贵的是培育

了“延安作风”，锻造了“共产党的官”

应有的样子，即永远是人民公仆、人民

的勤务员。这种为官者的形象，让各

界人士看到了希望，让人民群众有了

依靠，让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1946 年 12 月 1 日 ，是 朱 德 60 岁

生日，董必武在《祝朱总司令六秩荣

寿》中 这 样 评 价 朱 德 ：“ 要 作 主 人 不

作 客 ，甘 为 民 仆 耻 为 官 。”朱 德 写 诗

唱 和 道 ：“ 实 行 民 主 真 行 宪 ，只 见 公

仆不见官。”

“甘为民仆耻为官”“只见公仆不

见官”是延安时期党的干部为谁做官、

如何做官的真实写照。

1937 年 1 月，经过长征落脚陕北

的党中央和红军来到延安，给延安带

来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人们目睹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美

国记者斯特朗到延安访问后，曾写下

这样一段话：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

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

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

受，但是住着头脑敏捷、思想深刻和具

有世界眼光的人。

毛泽东生活艰苦朴素，一支铅笔

使用到手捏不住时还舍不得丢掉，把

铅笔头装在子弹壳上继续用完。有一

次，毛泽东在办公室同陈嘉庚谈论南

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以参加，

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个勤务兵迟

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

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

把自己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

更舒服些。

不仅毛泽东，党的领导者皆是如

此。周恩来在大生产运动中坚持纺

纱，在参加比赛时还得了奖；朱德作

为 人 民 军 队 的 总 司 令 ，穿 着 打 扮 总

是和士兵一样，“朴素浑如田舍翁”；

林 伯 渠 一 心 为 公 ，坚 持 自 己 的 生 活

待 遇 不 应 当 超 过 一 个 普 通 工 作 人

员，被誉为“革命先锋一老牛”；徐特

立 廉 洁 奉 公 ，生 活 简 单 如 老 卒 ，“ 携

带两个冷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毛泽东说过：“我们一切工作干

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

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

务。”延安时期，只做公仆不做官，这一

政治理念上升到一种主流精神，成为

一种现实、一种时尚，成为各级干部的

行为自觉。

“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老百

姓连的共产党，共产党连的人民。”在

延安，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写入党章，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

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和群众打成

一片、融为一体，形成了“十个没有”的

良好局面。共产党的干部“坚持当‘老

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坚

决不做官老爷”，这正是延安精神的根

本和精髓所在。

心 无 百 姓 莫 为 官 。 每 名 军 队 领

导干部只有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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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姓之心为心，坚持人民至

上，坚守人民情怀，切实解决好官兵

“急难愁盼”问题，才称得上群众心中

的“好官”，真正无愧于人民公仆的光

荣称号。

只见公仆不见官
■桑 叶

7 月下旬，正在高原驻训的新疆

军区某团“战斗英雄连”官兵，通过视

频方式与中部战区某旅“红十连”官兵

连线，围绕“传承延安精神、激励强军

斗志”展开讨论交流。

“战斗英雄连”前身是在陕北用三

支短枪建连的红军连队，曾在保卫延

安的战斗中屡立战功。上个世纪 70

年代移防到新疆后，官兵们发扬革命

先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在房无一间、瓦无一片、树无一棵的西

北大漠扎根。

诞生于渭华起义的“红十连”，也

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红

军连队，历史上曾多次参加保卫延安

的战斗。建连 90 多年来，连队始终听

党话、跟党走，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和

平年代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先后 5 次

被授予荣誉称号。

“两个英雄连队，因为都有着保

卫 延 安 的 共 同 经 历 ，对 加 强 学 习 延

安 精 神 的 合 作 一 拍 即 合 。”“ 战 斗 英

雄连”指导员杨兴旺告诉笔者，党史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以 来 ，他 们 与“ 红 十

连”建立互学共传机制，通过开展支

部共建、互派骨干参观见学、共上视

频党课、“云访”革命纪念馆等方式，

引导官兵共同守护和传承先辈的精

神遗产。

前 不 久 ，“ 战 斗 英 雄 连 ”整 建 制

奔 赴 高 原 驻 训 ，连 队 官 兵 叫 响“ 缺

氧 不 缺 精 神 ”的 口 号 ，战 风 沙 、斗 严

寒 ，从 难 从 严 从 实 战 出 发 开 展 训

练 ，积 累 了 高 原 训 练 作 战 的 宝 贵 经

验 。“ 战 斗 英 雄 连 ”官 兵 介 绍 弘 扬 延

安 精 神 的 感 人 故 事 后 ，“ 红 十 连 ”官

兵 深 受 触 动 ，表 示 要 向 他 们 学 习 ，

以 更 高 标 准 完 成 今 年 的 演 训 任 务 ，

两 个 连 队 还 相 约 开 展“ 立 功 挑 战 应

战”活动。

交流活动结束时，“红十连”指导

员刘林涛感慨：“时代在变、社会环境

在变，但两支红军连队传承延安精神

的信念从来没有变。”

两个拥有共同战斗经历的英雄连队，
携手守护和传承延安精神—

一脉同根，互学共传
■徐宝华 邹珺宇

精神谈

连线英雄连队

解 码 红 色 基 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