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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干部立身立业
的根基的根基。。

——习近平习近平

精 神 谈

武警延安支队执勤一中队驻守在武警延安支队执勤一中队驻守在

南泥湾南泥湾。。每到新兵入营每到新兵入营，，中队都要组中队都要组

织官兵走进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参观织官兵走进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参观

见学见学。。在南泥湾精神的激励下在南泥湾精神的激励下，，中队中队

官兵誓做南泥湾精神传人官兵誓做南泥湾精神传人，，谱写了一谱写了一

曲曲新时代的奋斗凯歌曲曲新时代的奋斗凯歌。。

中队建立之初中队建立之初，，训练场设施简陋训练场设施简陋，，

官兵自己动手平整土地官兵自己动手平整土地，，改造训练场改造训练场

环境环境；；冬季给养运送困难冬季给养运送困难，，中队干部召中队干部召

集大家种植土豆集大家种植土豆、、萝卜等蔬菜萝卜等蔬菜，，囤积起囤积起

来过冬来过冬 ；；雨季到来雨季到来 ，，营区周边道路泥营区周边道路泥

泞泞，，战士们主动上山采石铺路……战士们主动上山采石铺路……

““党中央在延安党中央在延安 1313 年留下了辉煌年留下了辉煌

党史党史，，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是其中非常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是其中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队党支部在中队党支部

支持下支持下，，官兵搜集整理了厚厚一本官兵搜集整理了厚厚一本《《南南

泥湾故事集泥湾故事集》，》，绘制出几十幅反映南泥绘制出几十幅反映南泥

湾精神的红色故事墙画湾精神的红色故事墙画，，使之成为学使之成为学

习党史的重要载体习党史的重要载体。。

列兵于勇亮入伍之初列兵于勇亮入伍之初，，跑跑 33 公里公里、、

拉单杠都不过关拉单杠都不过关，，情绪有些失落情绪有些失落。。父父

亲给他来信说亲给他来信说，，多了解南泥湾的历史多了解南泥湾的历史，，

你能感到在那里当兵是一种幸运你能感到在那里当兵是一种幸运…………

父亲的话父亲的话，，让于勇亮有了转变让于勇亮有了转变。。

““勇亮勇亮，，这棵瓜苗归你了这棵瓜苗归你了！！””一天一天，，

指导员李亚凯带着他在种植园栽下一指导员李亚凯带着他在种植园栽下一

棵瓜苗棵瓜苗，，嘱咐他要像瓜苗一样嘱咐他要像瓜苗一样，，向下扎向下扎

根根、、向上生长向上生长。。

训练之余训练之余，，于勇亮经常跑去看瓜于勇亮经常跑去看瓜

苗苗，，给它松松土给它松松土、、浇浇水浇浇水。。想到当年在南想到当年在南

泥湾垦荒种地的革命先辈泥湾垦荒种地的革命先辈，，他相信只要他相信只要

肯付出肯付出，，就一定会得到回报就一定会得到回报。。几个月后几个月后，，

于勇亮栽种的瓜苗长大了于勇亮栽种的瓜苗长大了，，刻苦训练的刻苦训练的

他他，，也被中队评为也被中队评为““军事训练标兵军事训练标兵””。。他他

兴奋地给家人写信兴奋地给家人写信：：““爸爸爸爸，，我被表扬了我被表扬了，，

没给你丢脸没给你丢脸。。””

““奋斗在南泥湾先辈耕耘过的土地奋斗在南泥湾先辈耕耘过的土地

上上，，要时刻保持冲锋姿态要时刻保持冲锋姿态。。””那年那年，，驻地附驻地附

近村庄发生火灾近村庄发生火灾，，中士罗朝铸和战友们中士罗朝铸和战友们

紧急投入救援紧急投入救援。。他们顶着高温炙烤和他们顶着高温炙烤和

呛人的浓烟呛人的浓烟，，救出被困群众救出被困群众 66人人，，紧急疏紧急疏

散群众散群众 360360余人余人，，保护山林保护山林 200200多亩多亩，，为为

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传承南泥湾精神传承南泥湾精神，，全心全意践行全心全意践行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队官兵是中队官兵

永恒的追求永恒的追求。。

近两年近两年，，中队涌现出多名军事训中队涌现出多名军事训

练成绩优异的官兵练成绩优异的官兵，，有的被支队选拔有的被支队选拔

为特战队员为特战队员，，有的成为中队传承和弘有的成为中队传承和弘

扬南泥湾精神的先进典型扬南泥湾精神的先进典型。。

““是部队培养了我是部队培养了我，，让我能够成为让我能够成为

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退伍老兵郭永退伍老兵郭永

岳指着岳指着““南泥湾精神代代传南泥湾精神代代传””的浮雕影的浮雕影

壁说壁说，，““当年就是在这里当年就是在这里，，我举起右拳我举起右拳，，

面向党旗宣誓……面向党旗宣誓……””像郭永岳一样像郭永岳一样，，这这

些从中队走出去的官兵犹如一颗颗火些从中队走出去的官兵犹如一颗颗火

种种，，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传播着南传播着南

泥湾精神的光芒泥湾精神的光芒。。

多年来多年来，，中队圆满完成执勤处突中队圆满完成执勤处突、、

抢险救援等多项重大任务抢险救援等多项重大任务，，被中宣部评被中宣部评

为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荣膺武警荣膺武警

部队部队““基层建设标兵中队基层建设标兵中队””荣誉称号荣誉称号，，44

次荣立集体二等功次荣立集体二等功、、77 次荣立集体三等次荣立集体三等

功功，，11人被表彰为人被表彰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

士士””、、160160余人受到三等功以上奖励余人受到三等功以上奖励。。

“ 我 们 驻 守 在 南 泥 湾 ”
■纪广坤 李 超

这里是革命先辈用大刀和钢枪战

斗过的地方，这里是一代共产党人用老

镢头播撒过汗水和梦想的地方，这里是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

奋斗”的南泥湾精神诞生的地方。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对我抗

日根据地实施封锁围困，宣称“不准一

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

边区迎来了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

英 雄 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困难吓

倒，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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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民学齐动

手，一起参加劳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

人心，并直接转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和生

产力。第三五九旅上至旅长王震，下至

普通马夫，一律编入生产小组参加劳

动。正是靠着南泥湾精神，以第三五九

旅为代表的边区军民以惊人的毅力，克

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极大地焕发出生

产力，为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

魂。以第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不仅创造了

大量的物质财富，还创造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1942年，第三五九旅已实现大丰

收，但旅长王震仍然向全旅发出“生产要

多，消费要省”的号召，提出“富日子也要

当穷日子过”。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思想，不仅是共产党人一路走来、发展

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继往开来、再创辉

煌的成功密钥。习主席多次强调：“不论

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

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思想永远不能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还有很多坡要爬，还

有很多坎要过，必然会有艰巨繁重的任

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特

别需要我们发扬南泥湾精神。现在，我

们生活条件好了，但南泥湾精神一点都

不能少。

今天发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不攀

比物质生活，而是追求为部队多做贡

献；就是要不被困难吓倒，坚持不懈、竭

尽所能地向既定目标前进；就是要量入

为出，健康、理性消费，适当从紧地过日

子；就是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去

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不断推进自主创

新，为实现新时代伟业接续奋斗。

南泥湾精神所蕴含的创新精神，代

表着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

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五九旅初到

南泥湾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陕北以

前没种过水稻，但官兵们却在南泥湾成

功种植出水稻，创造了当地农业史上的

奇迹。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的前途命

运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

中。新时代，助推中国“智”造爬坡过坎，

离不开进一步发扬光大南泥湾精神，不

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芯”等

核心技术的突出重围。

南泥湾精神，是我们党的制胜优势

和传家宝，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穿越时空，成为党史军史

革命史的重要载体，是永远的红色资源，

是经岁月冲刷和沉淀留下的精神图腾。

它所传承的红色血脉是需要我们永远发

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不断激励着

一代代创业者和奋斗者永续奋斗，不断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南泥湾精神
永远不能丢

■钱均鹏

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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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前，南泥湾是什么样子？处

处荒山，没有人烟。陕西人民美术出

版社出过一本《延安精神颂》，生动记

录了 1941 年春天，王震带领第三五九

旅官兵，在这里征服荒山野岭的最初

时刻：“一连驻地在西沟，连长带领战

士来到了这里，呼的一声，从芦苇蹿出

一只大灰狼，直扑过来，二排长眼尖手

快，手举枪响，恶狼就倒在血泊之中。

一位战士找到一孔破窑洞，正待进窑

察看，突然跑出两头大野猪。野猪跑

了，这里就成了连部办公室。”

今天的南泥湾是什么样子？花满

河谷，绿树满山。金光菊、马鞭草组成的

“花海”，巨大稻穗拱起的稻香门，红色党

徽雕塑点缀的广场，迎接着远方的来

客。满眼绿色湿地，遍地崭新民居，处处

安居乐业，让人联想到美丽的江南。

是什么力量让南泥湾发生了沧桑

巨变？

一

北京，人民大会堂。2008 年 4 月

11 日，纪念王震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

谈会在这里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讲话中，习近平谈到了王震在南泥湾

的岁月，“为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物

质生活困难，他率第三五九旅部队在

南 泥 湾 开 展 了 轰 轰 烈 烈 的 大 生 产 运

动，为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

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敌人

的封锁，才有了这面“光辉旗帜”，才有

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

结奋斗”的南泥湾精神。

从 1940 年开始，在日军的残酷扫

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

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

的经济困难，到 1941 年进入极端困难

时期。毛泽东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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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

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

困难真是大极了。”

自诞生之日起，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和永远在党旗指引下的人民军队，

哪一次不是在困难中奋起，在逆境中

成长，在弱小中壮大？

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于绝境而后

存。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打压和封

锁，从来无惧艰苦与牺牲。面对异常

严峻的考验，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

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

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轰

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部，距延安城

约 45公里。“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

保卫党中央”，是王震在全旅指战员誓师

大会上提出的口号。1940年 12月初，第

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首先开赴南泥湾。

1941年 3月后，旅直属机关和第七一八、

第七一九团，第四支队、特务团相继到达

南泥湾。刚刚进驻南泥湾之时，战士们描

绘的场景是：“南泥湾啊烂泥湾，方圆百里

山连山。雉鸡成伙满山噪，狼豹成群林里

窜。猛兽当家百年多，一片荒凉没人烟。”

这是伟大精神开拓的沃土，这是奋

斗青春创造的奇迹。官兵们在南泥湾

种稻田 2000亩，不仅解决了自己的供应

保障，还节约了大量经费，上交公粮 500

万公斤。还自己动手盖房 667 间，挖窑

洞 1264孔，建礼堂 3座，购置、自造农具

万余件。250 名职工使用自造的织布

机，每月可出宽台布 1000 多匹，毛巾

500打，毛毡百余条。短短几年时间，第

三五九旅官兵把一个遍地荆棘、野兽出

没的荒山野林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

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1943 年 2 月 4 日，一部电影纪录片

在延安大礼堂试映，整个延安城都轰

动了。这部电影名叫《生产与战斗结

合起来》，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影团

拍摄的，生动记录了第三五九旅官兵

在南泥湾开荒生产的事迹。值得一提

的是，该纪录片的解说词中，第一次提

到了“南泥湾精神”这一概念，而且这

部电影是经党中央审定的。

1943 年 3 月，延安文艺界劳军团

和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一行 80 多人，

来到南泥湾慰问第三五九旅官兵，师

生们带来了自己创作的新秧歌《挑花

篮》。“ 花 篮 的 花 儿 香 ，听 我 来 唱 一

唱 ……”当秧歌舞中的一首插曲《南泥

湾》唱起时，官兵们热烈鼓掌。经典歌

曲，总是记录着那个时代，一首脍炙人

口的歌曲就这样诞生，并被世代传唱。

二

组织大生产运动是为了解决生存

问题，却在实践中铸造出一种崇高的

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以执着追求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定理想信念，以必

胜的姿态向困难进军，在艰苦环境中

淬炼出了坚不可摧的南泥湾精神。南

泥湾精神是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创

造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在困境中奋斗、在艰苦中壮大

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为高干会提

供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

报告中，谈到大生产运动，他说：“这是中

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

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南泥湾》的曲作者、音乐家马可

于 1962 年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生动

描绘他来到南泥湾时受到的震撼：“早

晨，霞光破窗而入。这时候，山沟、山

坡和山顶上，一队队战士早已开始劳

动。他们冒着早春的寒冷，砸破薄薄

的冰层，扬起烽烟和野火，催促着大地

早些苏醒。他们刨掉那几十或上百年

的老树根，砍去刺人的枣刺，烧掉拦路

的藤蔓，翻开那肥沃的黄土，让这不知

荒芜了多少年的土地敞开它的胸怀。

山沟两旁的低洼地，有更多的战士在

修水田，挖水塘。按照他们的说法，要

把这西北高原上的一条普通山沟变成

鱼米之乡的江南。这真是一幅又新又

美的图画！”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改造

山河的劳动气氛和创造精神，使得马

可“心里充满了创作的激情”。

从南泥湾感受到精神力量的，又

何止马可一人！南泥湾精神极大调动

了抗日军民的生产热情，使陕甘宁边

区渡过了难关，为推动中国革命胜利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前仆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自力更生是南泥湾精神最光彩夺

目的一笔。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中国

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发展壮大人民

革命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 100

多万人，民兵发展到 200 多万人，成为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经济上的独立

自主，更使得各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

丰衣足食。1943 年 11 月 29 日，毛泽东

在 招 待 边 区 劳 动 英 雄 大 会 上 自 豪 地

说：“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

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

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

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

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

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大生

产的过程，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观

念不断深入人心的过程。实践证明，

面对任何艰难险阻，中国人民有决心、

有能力、有办法走出自己的道路。

艰苦奋斗是南泥湾精神最激动人

心的乐章。一位到边区采访的外国记

者，与众不同地注意到王震手上的老

茧，“王旅长的双手像他的部下一样，由

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在今天看来，这

老茧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积淀。没有

房子，第三五九旅官兵就用树枝搭简陋

窝棚；没有粮食，就挖野菜、啃树皮；没

有耕牛，就靠镢头；没有工具，就自己制

造，谱写了一曲艰苦奋斗的不朽壮歌。

越艰难，他们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情

绪；越困苦，他们越紧密团结如一人。

正是官兵们具有这种任何物质力量都

不能代替的强大精神力量，使他们创造

了中外军队历史上罕见的奇迹。靠着

无穷的精神力量，八路军以小米加步

枪，打败了装备优良的日本侵略者。靠

着无穷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从一

个边区小城走向了全中国。正是因为

有了这种精神力量，毛泽东才充满信心

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

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

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能力。”

三

习 主 席 深 刻 指 出 ：“ 我 们 党 在 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到了

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

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取得的。”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敌人的全面

封锁，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开

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面对外部势力的

石油封锁，我们打出了大庆油田，把贫

油国的帽子“永远扔进了太平洋”。有

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越是有

惊 涛 骇 浪 ，就 越 能 展 现 奋 斗 者 的 风

采。没有封锁，哪有天空上熠熠闪光

的北斗；没有封锁，哪有中国人自己的

天宫、嫦娥？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绘就了一

幅幅气势恢宏的画卷，谱写了一曲曲

感天动地的壮歌，在建党百年的重要

时刻，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

社会。今天，我们正意气风发地向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坚定前行。

前行的道路无坦途。我们每一个

人，都应该成为南泥湾精神的传人，成

为新时代的“拓荒者”。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红。如果精神有港湾，那应该是南泥湾！

回眸“陕北的好江南”
■本报记者 刘笑伟

解码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