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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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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精神”位列其中。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壮阔征程中，在伟

大建党精神引领下，老区人民经受血与

火的洗礼、饱受种种磨难的考验、历经

曲 折 艰 辛 的 探 索 ，孕 育 形 成 了 老 区 精

神。革命老区是共和国的摇篮，是党和

人民军队的根。老区精神作为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是根据地

党政军民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和

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不断熔铸、凝聚而成

的伟大结晶，是团结民众、汇聚民心、唤

起民气的光辉旗帜，是战胜敌人、克服

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爱党信党、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革命战争年代，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集

合在信仰的旗帜下，舍生忘死、不懈奋

斗，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

畏，用“腹中满是草根，宁愿饿死也不投

降”的正气，用“竹签钉入十指，痛彻心扉

也不叛党”的坚贞，诠释了我们党的初心

使命，标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人

民群众正是从中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理

想的光芒，一心向党、与党同行。在革命

老区的热土上，处处生长着忠诚与信仰，

老区人民可以毁家纾难，更不怕流血牺

牲。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和当

地反动民团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

“三光”政策，“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

人要换种”。敌人对大小五井的群众实

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杀害了茨坪村的

110余人，用机枪集中屠杀小井红军医院

的 100 多名伤病员；所有民房被烧为灰

烬，大小五井共 120 多户人家被杀绝了

70 多户。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牺牲

的烈士共有 4.8万余名，有名有姓的烈士

只有 15744 名，3万余名无名英雄长眠在

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在大别山老区，20

万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册的烈

士就达 13 万多，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

一块石头几乎都染有鲜血。但是，大别

山人民始终高举革命红旗，始终爱党信

党跟党走，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28年红

旗不倒”的奇迹。历史充分表明，在党的

领导下，人民群众一旦有了革命信仰，就

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和战胜不了的

敌人。

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史，就是一部

根据地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革命

史。2000 多万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

烈士，绝大部分是老区儿女。赣南苏区

当时的人口为 240 万人，其中参加红军

的就有 33 万多人，还有 60 余万人参加

赤卫队、担架队、慰劳队、洗衣队等支前

队伍。1934 年 10 月初，红军从于都开

始长征，于都人民自愿贡献了 800 多条

船，千家万户拆了门板、床板、店铺板支

援架设浮桥，有的老人甚至将寿材也捐

献了出来。在红军长征经过的阿坝州，

藏羌回汉各族人民积极踊跃支援红军，

5000 多名阿坝儿女参加红军，跟随红军

北上。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

等人民抗日武装长期坚持艰苦残酷的

斗争，并在战斗中日益壮大，由出师抗

日时的 4.6 万多人，到抗战胜利时发展

到 131 万 多 人 ，民 兵 达 到 268 万 多 人 。

根据地人民为支援自己的军队不惜一

切，陇东的粮仓养活了几十万大军，延

安窑洞的纺车昼夜为战士赶制军衣，沂

蒙山红嫂的乳汁救活了伤员，百万根据

地人民扛着扁担、推着小车跟随人民军

队解放了全中国。老区人民在中国革

命不同时期，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

中 国 付 出 了 巨 大 牺 牲 ，作 出 了 重 大 贡

献，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根据地环境之艰苦、生存之艰难、战斗之

残酷、牺牲之惨重，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

象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人民

抗日武装立足广大的根据地，在广阔的

敌后战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对日、伪

军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进行了沉重

打击。全面抗战的 8 年中，根据地民兵

参加战斗 174 万人次，作战 29.6 万多次，

歼敌 10 余万人。在敌后战场，以地方武

装和民兵为主体组成的武工队、雁翎队、

铁道游击队等，灵活运用山地游击战、平

原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围

困战、破袭战等战术战法，打得敌人心

惊胆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有

靠棉絮冰雪果腹仍顽强坚持战斗的抗

联将领，有陷入绝境毅然跳崖跳江的英

雄儿女，有面对酷刑誓死不屈的刚毅少

年……老区军民在困境中决不退缩、在

逆境中决不屈服，经受住了无数苦难的

考验，表现出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革命

气节和拖不垮、打不烂的坚韧品格。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面对极其恶劣

的自然环境和“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

境，红军将士以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顽

强奋斗精神，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中杀

出一条生路。老区人民也是靠着这种不

畏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根据地始终

处于敌人严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极

端条件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

创了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等各项事

业。红军胜利会师后，贫瘠的陕北高原

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抗战最艰苦

的日子里，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自救和

互助运动，靠勤劳的双手开荒种地、纺线

织布，实现了粮食等物资的自给自足，保

障党中央和军队供给，确保了党中央领

导机关在陕北的 13年坚守。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

在中国革命不同时期，老区军民在党的

领导下，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积极投身民主政权建设，促进

了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

设的发展。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初 期 ，我 们 党 就 制 定 了《井 冈 山 土 地

法》。1931 年 11 月，在中央苏区首府瑞

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

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

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统

辖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13 块革命根据地、

18 个省级单位、4 个特区和 4 个直属县，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

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短短几年的执政实践中，如毛泽东同

志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

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陕甘

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试验区，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

社会的基本政策。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

专制、官僚腐败的局面相比较，抗日民主

根据地呈现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

发展、政府廉洁的崭新风貌。

鱼水情深、生死相依的光荣传统。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革命胜利的重

要前提，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

组织优势。毛泽东同志在开辟和发展中

央苏区时指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

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

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使广大

群众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

无上光荣的旗帜”。红军在长征途中遇

到的许多难以想到的困难，都是依靠人

民群众的帮助解决的。在金沙江畔的石

鼓，当地 22 名木匠和铁匠自发为红二、

六军团制作 7只渡船、10多只木筏，28名

船工用了四天三夜将 18000 多名红军送

过了金沙江。红十七师在一次作战后，

有 47 名伤员打算寄放到群众家中。当

地苗族首领扬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

少，硬是把伤员们“抢”到寨子里去治疗

休 养 。 全 寨 30 多 户 人 家 争 着 安 置 伤

员。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

牺牲，苗寨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

特意为烈士们修建“红军坟”。在战火纷

飞的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与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军队始终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呈

现了党群一致、军民一家的生动景象，为

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忘记老

区，就是忘本；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在

老区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形成的老区精

神，凝聚着革命先辈的历史功绩和老区

人民的巨大历史贡献。“我们每代人都

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

的长征，就是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老区精神，弘扬

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凝聚起奋勇

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

弘扬老区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王 健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司令

部手抄转发了一份《十五军对空射击

经验通报》，其主要经验有 4 条，共计

百余字：1. 选好地形构筑坚固射击工

事 隐 蔽 伪 装 ，构 成 火 力 网 ，火 器 编 排

应 分 散 ，火 力 点 集 中 ，29 师 数 次 空 射

未 遭 损 失 。 2. 瞄 准 点 选 放 标 尺 42 度

（高 机）在 距 敌 500 公 尺 内 为 有 效 射

程 ，其 瞄 准 点 战 斗 机 为 机 前 150 公

尺。3. 干部重视选好地形具体掌握及

射 手 勇 敢 沉 着 随 机 旋 转 瞄 射 为 最 有

效。4. 观察员要少并且切实隐蔽。这

份 通 报 简 短 直 白 ，指 导 性 操 作 性 很

强，尤其是其中体现出的严实文风更

值得我们反思借鉴。

机关职责是化繁为简，还是化简就

繁？从这份通报看，从志愿军司令部到

十五军机关所做的就是一件事，把复杂

的对空射击归纳为简单实用、一看就

懂、一学就会的具体战法，并推广到志

愿军部队使用，取得可观战果。这份通

报启示我们：军队为战而生，一切文电

都要为能打胜仗服务。在军情紧急的

情况下，文电务必以简为要，做到话不

必多，说透就行；文不在繁，管用就成。

如果内容不够拿套话来凑，添油加醋、

东拼西凑，不仅助长不良文风，战时还

会贻误战机。

衡量机关干部文字水平是写长还

是写短？这份通报表明，好文章在短不

在长、贵精不贵多。但是，今天这样直

白简短的通报很可能被一些机关干部

“看不上”，理由是不工整、不对仗，甚至

“太随意”“不严肃”，显示不出写作“功

力”等。为什么在各级转改文风的大背

景下，少数机关公文仍然千篇一律，越

写越长、越写越空？究其根源还是形式

主义思想作祟。短是作风，更见水平。

我们要反对一切言之无物的空话、套

话、大话，减省一切冗长无用的笔墨字

句，真正做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将

短、实、新、活的文风落实到日常工作的

方方面面。

经验效果怎样评价？今天看这份

通 报 ，我 们 能 感 到 从 志 愿 军 司 令 部 、

十五军机关到基层官兵，上下都充盈

着 求 真 务 实 的 风 气 。 在 生 死 一 瞬 的

战 场 ，除 去 打 赢 ，一 切 都 是 虚 功 。“ 从

群 众 中 来 ，到 群 众 中 去 ”的 经 验 最 具

生 命 力 ，该 战 法 一 经 推 广 ，就 掀 起 了

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对空射击运动”，

仅 在 第 五 次 战 役 中 ，十 五 军 就“ 先 后

击落敌机 56 架，击伤 27 架”。反观当

下一些单位的经验做法，材料洋洋洒

洒 ，表 述 长 篇 大 论 ，实 际 效 果 却 不

好 。 任 何 经 验 做 法 都 应 该 具 有 普 遍

性 、指 导 性 和 实 效 性 ，如 果 把 时 间 和

精力过度放在做表面工作上，重痕不

重效，就和战斗力标准南辕北辙。我

们 必 须 牢 记 ，管 用 才 是 硬 道 理 ，官 兵

说好才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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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小
康

群 言 集

习主席在 2021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强调：“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

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

当。”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担当与

作为的辩证关系，为广大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思想先导和

行动指南。我们要准确领会这一重要

论述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担当

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

担当是作为的前提条件。担当是

思想境界，作为是实际行动，有正确的

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看一个干部是

不是好干部，关键看想不想、敢不敢、能

不能担当。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怕担

当、怕矛盾、怕认真，有的信奉“洗碗越

多，摔碗越多”，能不干的就不干，能推

掉的就推掉，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

有的甘当“鸵鸟”，遇到困难绕道走，碰

到 风 险 缩 着 头 ，出 了 问 题 躲 后 头 ，等

等。为官避事平生耻。党员干部如果

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

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最终就会贻误

党的事业和军队的发展。党员干部无

论从事什么职业、处在什么岗位，只有

具备强烈的担当意识和担当精神，才会

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才能面对困难敢于挺身而出，面

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

于坚决斗争。“共产党员就是在最困难

的时候，向党要一副担子挑在肩上”，这

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员的担

当。今天，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需要

铁肩担当、铁胆勇为的精神，越需要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越需要敢啃

“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意志。只有想

担当、敢担当、能担当，才能创造出无愧

于时代的业绩。

作为是担当的现实体现。从辩证

唯物主义角度看，“担当”是内化于心

的主动认知，“作为”则是外化于行的

具体实践，两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党员领导干部有担当，要靠有作为来

彰显。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的事情

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

都没有。”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却不

愿 意 在 踏 实 作 为 上 使 长 劲 、下 真 功 。

比如，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开头红红

火火，结尾不了了之；有的只拣“软柿

子”捏，该啃的“硬骨头”不啃，该接的

“ 烫 手 山 芋 ”不 接 ；有 的 热 衷 于“ 造 亮

点”“建门面”，用华而不实的短期效应

替代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等等。正

是这种懒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影响

了官兵激情斗志，透支了单位发展潜

力，让担当作为变成了一句空话。“不

作 为 就 是 不 担 当 ，有 作 为 就 要 有 担

当”，共产党人的担当体现在敢作敢为

中，有什么样的作为往往就体现出什

么样的担当。从带领兰考群众治“三

害”、拔穷根、建家园的“县委书记的好

榜样”焦裕禄，到引领员工大胆试、大

胆闯、大胆干的改革先锋袁庚，再到驻

山村、献青春、奋力脱贫攻坚的年轻干

部 黄 文 秀 …… 他 们 身 上 最 激 荡 人 心

的，就是那种敢担当、善作为的干劲。

今 天 我 们 要 担 负 起 新 时 代 的 使 命 任

务，就必须强化知行合一的实践态度

和善作善成的实干精神，拒做口头派

的“客里空”，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

担当中求作为，在作为中见担当。

能担当、善作为要有过硬能力作支

撑。担当和作为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能

力。党员干部干工作只有满腔热情是

不够的，没有真本事或者本事不过硬，

即使想担当也难有作为。党员干部能

担当、善作为，就必须练就担当作为的

硬脊梁、铁肩膀。尤其是青年干部精力

充沛、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正处在长

本事、长才干的大好时期，一定要珍惜

光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

停提高。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发扬

“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不

断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军队党

员干部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

争、研究打仗，以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

感，加快弥补能力短板和经验盲区，努

力成为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指挥打仗

的行家里手。“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

练。”要强化实践磨砺，把火热的练兵备

战实践当成最好的课堂，多当几回“热

锅上的蚂蚁”，多捧几次“烫手的山芋”，

在复杂环境中积累经验、增强本领。坚

持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攻坚克难，

做到困难面前不低头、矛盾面前不绕

道、问题面前不退缩，越是困难越向前，

在搏击风浪中增长才干，在斗争实践中

磨炼能力，在应对挑战中检验本领，从

而真正把自己锻造成为“烈火真金”。

（作者单位：69240部队）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
■黄长升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明确提出要把“坚

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作为做好人才工

作的基本要求，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这一重要论述，为拓

展选才用才视野、招揽全球优秀人才提

供了科学指导和基本遵循。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广开

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不唯地域引

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

用好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

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抗日战争时

期 ，先 后 有 600 余 名 国 际 友 人 到 延 安

和陕甘宁边区，直接参加抗战相关工

作。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钱学森、

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放弃国外舒

适的工作生活条件，突破重重封锁回

国工作，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重大贡

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实

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

才政策，我国人才资源全球配置力不

断提升，各类高端人才来华或回国创

业热蓬勃兴起，我国人才工作已经站

上新的起点。但也要看到，我国人才

队伍还存在结构不尽合理、高端人才

不够、创新创造活力不强等问题，在吸

引人才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上与发达国

家相比仍有差距。当前，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无论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是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都迫切需要强大的人

才资源作为支撑，“坚持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显得至关重要。

中国发展需要世界人才参与，中

国 发 展 也 为 世 界 人 才 提 供 机 遇 。 在

今天的科技领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

成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

果 。 面 对 生 命 健 康 、病 毒 灾 害 、粮 食

安全等人类共同难题，需要世界各地

人才加强技术合作，共同探索解决途

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

繁荣也需要中国。为此，要坚持扩大

开 放 ，不 断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

遇 。 对 外 合 作 首 先 是 人 才 的 交 流 合

作，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人才的对外开

放 ，在 人 才 走 出 去 与 引 进 来 的 互 动

中，逐步实现人才队伍建设水平的水

涨 船 高 。 新 时 代 人 才 工 作 必 须 以 放

眼 天 下 的 视 野 、开 放 包 容 的 气 度 、海

纳 百 川 的 胸 襟 ，集 四 海 之 气 ，借 八 方

之 力 ，使 更 多 全 球 智 慧 资 源 、创 新 要

素为我所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坚实的人才支撑。

懂人才是大学问，聚人才是大本

事，用人才是大智慧。随着全球人才

竞争日益加剧，深入思考和回答好如

何引进、靠什么竞争等问题，才能下好

人才引进“先手棋”，做好人才集聚“大

文章”。要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

加有效的举措，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人才制度体系，延揽更多海外优秀

人才来华或回国创新创业。坚定实施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坚持需求

导向，精准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千方百

计引进那些能为我所用的顶尖人才。

构建科学高效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为海外人才提供优越的政策环境、强

大的工作支持、良好的生活保障，才能

造就近悦远来的引才格局。坚持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除人

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

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塑造人

才制度的比较优势，充分释放招才引

智的强大“磁力”。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人类

发展历史一再表明，人才总是向发展势

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

聚集。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主席

就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提出了明确目标、作出了重要部

署，明确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在一些高层次

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建设吸引和集聚

人才的平台。这是有效落实“坚持棸

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大举措，是人才

工作面向世界引才聚智的重要条件，

是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的迫切

需要，将为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

现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汇 聚 磅 礴 力

量。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在

加快建设承载国际一流人才创新创业

平台上聚力用力，一步一个脚印做好

相关工作，我们就一定能构筑集聚全

球各类优秀人才的创新高地，推动形

成天下英才聚神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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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纵横

内容提要

“忘记老区，就是忘本；忘
记历史，就是背叛。”革命老区
是共和国的摇篮，是党和人民
军队的根。在战火硝烟的战
争年代，老区人民与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军队始终生死相依、
患难与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
精神财富。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老
区精神，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凝聚起奋勇前进的
强大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