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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战役，即1947年 5月人民解
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阴东南地区，
对国民党军发动的一次山地进攻战役。

1947年 3月，国民党军改变战略方
针，由对解放区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陕
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统帅部从
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调集24个整编
师 60 个旅约 45 万人的兵力用于这个地
区，企图迫使华东解放军在沂蒙山区与之
决战，或逼迫华东解放军放弃沂蒙山地
区，北渡黄河，从而占领整个山东解放
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
指挥下，继续执行内线作战方针，首先于
1947年 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国民党军整
编第七十二师师部及两个旅约2万余人。
接着于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
地区，经过鏖战，一举围歼被称为国民党
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
等部3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给
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整编第七十四师
被歼后，蒋介石在惊呼“这是我军剿匪以
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的同
时，立即下令暂停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并召集进攻山东和豫北解放区的主要将领
到南京，检讨沂蒙山战事的经验教训，重
新决定战略和战术。

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意义，正如当时新
华社所评述的，是在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
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一
打击出现于解放区举行全面反攻的前夕，
因而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

上图为油画 《孟良崮大捷》。

近年来，山东临

沂 市 弘 扬 沂 蒙 精 神 ，

发展红色旅游，改善

了农村产业结构，提

升 了 城 市 整 体 形 象 ，

促 进 了 老 区 人 民 增

收，推动了经济社会

跨越发展。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沂蒙革命历史博物沂蒙革命历史博物
馆馆）） 位于临沂城区金雀山脚下位于临沂城区金雀山脚下，，是全国重点是全国重点
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育示范基地。。19491949 年年 44 月月，，山东省人民政山东省人民政
府为纪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华府为纪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华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塔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塔。。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东地区革命烈士而建东地区革命烈士而建，，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革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革
命烈士陵园命烈士陵园。。

观众留言摘录观众留言摘录：：

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永放光芒永放光芒。。

——孟波孟波
沂蒙精神将激励我一生沂蒙精神将激励我一生，，以后我要好好以后我要好好

学习学习，，天天向上天天向上。。

——范展赫范展赫
弘扬沂蒙精神弘扬沂蒙精神，，再创新的辉煌再创新的辉煌。。

——鲁南制药厂李元成鲁南制药厂李元成
沂蒙精神深入人心沂蒙精神深入人心，，催人奋进催人奋进。。

——王振衡王振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谭谭 辛辛 通讯员通讯员 张继钢张继钢整理整理））

临沂篇

沂 蒙 老 区 风 光 好沂 蒙 老 区 风 光 好
本报记者 谭 辛 刘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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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
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多好看，风吹那个草地，
见牛羊。”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沂蒙小调传
唱全国。如今，沂蒙老区红色旅游正在崛起。

数据一：从 2011 年 7 月以来，沂蒙红色影视基
地接待各地游客、学员 30多万人次。

数据二：今年 1 至 6 月，沂南县接待游客 39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9.8亿元。

数据三：今年上半年，临沂市红色旅游共接待
国内游客 1157.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62%；实现
红色旅游综合收入 67.78亿元，同比增长 24.92%。

记者来到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山东省临
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常山庄东距沂蒙母亲
河沂河 30 公里，西距蒙山 40 公里，是著名的乳汁
救 伤 员 的 红 嫂 明 德 英 的 老 家 ， 也 是 电 视 剧 《沂
蒙》、电影 《沂蒙六姐妹》 等影视作品的拍摄地。
如今，被称为“红嫂故里景区”的常山庄，不仅变
成了沂蒙红色影视基地，还成为沂蒙党性教育基地
以及山东省 40多家单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站在常山庄的土路上，就好像一下“穿越”回
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石头房屋和百年老树，古朴
沧桑。

步入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记者被红嫂们的事

迹深深震撼：红嫂李桂芳是孟良崮战役的支前拥军
模范，组织村里的红嫂以瘦弱之躯扛起门板、架起
火线桥，让八路军迅速通过，可歌可泣。

“大型水上实景演出 《蒙山沂水》、电影 《沂蒙
六姐妹》，以及在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沂蒙》
都是以她为原型进行创作的。”沂蒙红色影视基地
总经理、沂南县南村社区党委副书记刘振毅自豪地
对记者说。这些文艺精品的相继问世，极大地提高
了临沂红色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把影视、旅游、红色纪念
馆融合在了一起，非常自然。”身边的一位来自北
京的游客说。

“看得见，摸得着，深受教育，震撼心灵!”这
是一位游客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参观后的留言。

有不少单位来沂蒙红色影视基地举行新党员入
党宣誓仪式、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在沂蒙母亲纪
念馆，记者遇见了带领同事来学习参观的临沂联通
公司综合部的耿玉玲。她说：“因为工作原因，我
已经来了好几次了，但每次来都有新的收获。”目
前，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是山东联通公司、联通临沂
分公司、联通沂南分公司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挖掘特色文化，形成资源优势，推进文旅融
合，带动沂蒙老区社会经济全面进步。“近年来，
沂南县积极实施文旅兴县战略，深入挖掘‘历史故

事、红色经典、乡村文化、沂蒙山水’旅游资源，
打造沂蒙山文化旅游产业，叫响了‘智圣故里、红
嫂家乡、温泉之都、休闲胜地’品牌。”沂南县委
书记刘淑秀说。据统计，2011 年沂南县接待游客
59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9.9亿元。

在红色影视基地参观，记者发现，常山庄从一
个简单的影视拍摄地到红色文化的展示地，再到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正是按照文旅融合的路子在大步
前进。同时，沂南还用“用绿色山水映托沂蒙历
史”的理念来发展旅游业。近年来，实施的“绿染
沂南”工程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38.1%。在乡村，
坚持“全面规划、重点扶持，规模开发、分区绿
化”，建设了农田林网、封山育林等工程，实施了
沂蒙山区防护林工程和沂河防护林工程。在城镇，
坚持“点、线、面，花、草、树”相结合，见缝插
绿，沿路布绿，建设了一批城镇园林绿地。山风一
过，林声若涛，如今的沂南在青山绿水掩映之中。

在沂蒙老区，红色旅游吸引人，成为大产业的
原因不仅在于他们重视红色旅游的开发、建设，而
且在于他们特别重视规划。为了发展红色旅游，临
沂市政府专门成立了红色旅游办公室，并制定了红
色旅游总体规划。依托规划，临沂市建起的沂蒙精
神展馆、红嫂广场、沂蒙广场等红色文化品牌和教
育基地，不仅完善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形象，
而且丰富提升了沂蒙精神内涵，提高了市民文明程
度。据了解，在 2011 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中，临
沂市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临沂市还获得了“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环保
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

与此同时，孟良崮红色旅游园区整合提升规划
和沂南红嫂园区开发建设规划也正在实施；今年 4
月 6 日，经过改建、扩建的山东战邮纪念馆在沂南
县马牧池乡正式开馆；临沂大学红色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馆建成并面向社会正式开放，成为全国高校第
一家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与华东革命烈士陵
园互为补充的沂蒙革命纪念馆工程正在启动。

在临沂，红色旅游已经对临沂经济社会发展形
成了“综合带动”效应。红色旅游的崛起，改善了
农村产业结构，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成为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助推器。蒙阴、沂水、平邑、
莒南等县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开发旅游
纪念品和农副产品深加工，积极发展“农家乐”
等，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数据显示，近年来，临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预期、好于全省平均水
平，2011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770.5 亿元，人均
超过 4000美元，比 2006年翻了一番多。

如今的临沂，正在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弘扬沂
蒙精神，创新红色文化，凝聚民心斗志。

孟良崮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