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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沂蒙精神

绘就老区发展新画卷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党旗红 市场旺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沂蒙红嫂沂蒙红嫂””王换于的孙女于爱梅义务宣讲红嫂故事王换于的孙女于爱梅义务宣讲红嫂故事，，

弘扬沂蒙精神弘扬沂蒙精神。。 杜昱葆杜昱葆摄摄

底图底图 山东省临沂市以河为轴山东省临沂市以河为轴、、沿河发展沿河发展，，北城做靓北城做靓、、老老

城提升城提升。。图为临沂市航拍市景图为临沂市航拍市景。。 刘笃刘笃龙龙摄摄

在山东临沂市兰山区顺和直播电商产业基地，主播“大

秋”正为“双 11”购物节忙得不亦乐乎。她预计，接下来网

上销售额可达 1 亿元。这并非盲目乐观，去年这个时候，

“大秋”11 天交易额达到 7200 多万元，单场直播破千万元。

“从小地摊上崛起的临沂商城，产业转型升级日新月

异。”兰山临沂商城管委会产业发展部主任杜庆明告诉记者，

目前，临沂商城共有直播电商 5000 家，头部网红主播 30 余

人，从业人员 2万人，电商直播基地 15家，快手平台商家注册

量达850万家以上，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短视频直播电商基地。

在一个不沿边、不靠海、不是区域中心的内陆城市，临

沂商城建成了一个专业细分、种类齐全、特色鲜明的商贸批

发市场集群，成就了今天“北临沂、南义乌”的市场格局，靠

的是啥？在杜庆明看来，靠的正是沂蒙精神。他说，革命战

争年代，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成的沂蒙精神是革

命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力量源泉。如今，这一宝贵的革命

精神迸发出新活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临沂是全国 18 个连片贫困地区之

一，临沂城周边群众为了生计自发在路边摆起小地摊。清

理还是放任？当地政府认为地摊再小，也是民生大事，可以

边发展边规范。经过 40 多年的五代市场升级，临沂商城成

为全国最大的专业批发市场集群。

据兰华集团董事长曹继廉回忆，党组织站在群众立场

想问题，党员身先士卒讲奉献，贯穿了临沂商城起步、壮大、

升级的全过程。在市场建立初期，缺钱缺地的曹王庄社区实

施旧村改造，腾地建市场。党员们决定：拆迁先从自家房子

开始，补偿金先发给群众。这些措施，给群众吃下“定心丸”，

也铸造了临沂商城“党旗红、市场旺”的党建品牌。后来，曹

王庄的市场建一个火一个，形成了集专业市场、物流园区、

跨境电商、地产品加工园、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兰华集团。

电商时代来临，顺和集团党委书记赵玉玺发现有商户

开始转型做直播。反复调研后，集团党委敏锐地觉察到直

播产业的商机。2019 年，山东省第一个直播电商小镇在顺

和诞生。“转型的智慧来源于商户，但引领更大的市场转型

需要党委政府和企业一条心，为新生业态创造更好的营商

环境。”赵玉玺说。

兰山区及时配套激励政策，推动传统市场向直播供应

链转型，传统商户向直播电商转型，传统物流向智慧物流转

型，一批智慧物流园、智慧快递分拨中心、智慧云仓遍地开

花，形成了有利于直播电商发展的完整服务链条。

目前目前，，兰山区正在全力推进占地兰山区正在全力推进占地 33..44 平方公里的临沂平方公里的临沂

商谷片区和占地商谷片区和占地 2828..66 平方公里的国际陆港片区建设平方公里的国际陆港片区建设，，布局布局

全球直采全球直采、、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电商直播电商直播、、共享云仓共享云仓、、智慧物流园智慧物流园

等新业态等新业态，，为创业者们打造更宽广的发展平台为创业者们打造更宽广的发展平台。。

眼下，层林尽染，八百里沂蒙秋意正浓。在

沂蒙革命纪念馆前，群雕《力量》吸引着来自四

面八方的游客驻足仰望：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

一辆辆小推车装满支援前线的物资，艰难行进

在山水间。小车后是一个个目光坚毅、勇往直

前的沂蒙百姓，沿着曲折蜿蜒的道路盘旋而

上。沂蒙人民用小推车支援前线的场景，把人

们的思绪拉回到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

“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

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背后，正是沂蒙精神的生动体现。在艰苦卓绝

的革命历程中，沂蒙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共同铸就了伟大的沂蒙精神。滔滔沂河水，

流淌着党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巍巍沂

蒙山，耸立着党和人民生死与共的历史丰碑。

感天动地的沂蒙情怀

沂蒙精神孕育形成于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

抗日根据地。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儿女抗战的

历史波澜壮阔，“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情谊根

植在沂蒙老区人民的心中，写下了中国革命史

上感人至深的篇章。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明德英，是俺奶奶。”

在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中国红嫂

革命纪念馆”，“沂蒙红嫂”明德英的孙媳妇耿胜

红 正 在 给 游 客 讲 述 明 德 英 用 乳 汁 救 伤 员 的

故事。

当年，“沂蒙红嫂”王换于在自家小院创办

战时托儿所，包括罗荣桓将军一对儿女、几位烈

士遗孤在内的 42 个孩子，在王换于及家人照顾

下健康成长，而王换于的 4 个孙子却因营养不

良、照顾不周先后夭折。家人曾问王换于为何

如此“狠心”，老人平静地回答：“自家的孩子没

了还能生养，同志们的孩子要是没了，恐怕就没

了血脉，咱舍上命也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呀！”

在沂蒙山区，“村村有红嫂、乡乡有烈士”。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抗战期间，沂蒙妇女

就掩护了 9.4 万余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共救

助伤员 1.9 万余人。在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

420 万人口中，有 120 多万人拥军支前，20 多万

人参军参战，10 万多名烈士血染疆场。

陈毅元帅曾动情地说:“我就是躺在棺材里

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

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和拥护子弟兵，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临沂市政协常委、市委党史研究院一级调研员

李洪彦认为，沂蒙精神深刻揭示了“党的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真理，生动揭

示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同呼吸示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共命运的血肉

联系。

人民军队也用实际行动回报着人民。1943

年农历除夕夜，临沭县朱村被日伪军包围。危

急时刻，英雄的“钢八连”在连长鄢思甲的带领

下火线驰援，经过 6 个多小时血战，击退了敌

人。朱村平安了，可“钢八连”24 名年轻的战士

却永远长眠在沭河畔。当地村民留下了过年的

第一碗饺子不敬天不敬地，要敬八连牺牲战士

的传统，在生活富足的今天仍被传承。

这样的事例在蒙山沂水间不胜枚举。据不

完全统计，仅 1944 年 3 月至 1945 年 3 月，八路军

就解救群众 1.9 万人。

“沂蒙精神‘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特质，

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群

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

依靠谁’的永恒课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成功密码。”山东省委党校中共

党史教研部主任王巨新说。

为新时期沂蒙精神代言

沂蒙精神已经深植在沂蒙儿女的血脉之

中，成为这里宝贵的精神财富，放射出新的时代

光芒。

“时代楷模”、猝然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鲁南

制药集团负责人赵志全，作为沂蒙山区最大企

业的负责人，他生前没为自己置办过一套房

产。他对自己很“抠门”，却时刻关心着职工的

生活，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依靠职工办企业，办

好企业为职工”的诺言。

接过发展接力棒的鲁南制药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张贵民告诉记者：“我们要继

续弘扬沂蒙精神，坚持科技自强自立，充分发挥

国家级科研平台的作用，不断提高民族医药工

业的竞争力。”

“党和国家给了这么多好政策，应该想方设

法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山东能源临矿集团

驻沂水县四十里堡镇洪沟村第一书记郭圣刚，

今年已经修了 5000 多平方米“户户通”水泥路，

建了 420 多平方米的扶贫车间，流转了 80 多亩

土地种丹参，建休闲广场，整修危桥，建光伏发

电站⋯⋯这位党龄 27 年、年龄 54 岁的老党员，

一刻都没有停歇。

9 月，已经干过两批共 5 年第一书记的郭圣

刚，又报名参加了新一批“第一书记”到村任

职。“我想为群众多干些实实在在的工作。”郭圣

刚说。

“弘扬践行沂蒙精神，就要干字当头、民字

为先，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临沂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陈仙叶介绍，他们

成立了党员流动服务队成立了党员流动服务队，，擦亮了擦亮了““沂蒙红色帮办沂蒙红色帮办

代办”品牌。“我们党员服务队利用节假日时间，

为项目提供现场服务，极大提高了项目审批效

率，确保了很多项目早落地、早投产。”该局投资

规划科科长邱翔介绍。

去年以来，临沂市选派机关党员干部下沉

帮包联系 156 个镇街，全力破解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以服务民生、服务发展、服务基层的实

际行动为新时期沂蒙精神代言。

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走进临沭县曹庄镇朱村，扶贫车间里，工作

人员正加工服装；红色文化旅游区里，新落成的

沂蒙支前馆、导沭整沂馆、朱村村史档案馆、沂

蒙民俗文化展馆等景点游人如织⋯⋯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曹庄镇朱村视察

时指出，要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近年来，朱

村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村内各项事业蓬勃

发展，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新建的柳韵田园综

合体流转周边土地 1500 亩，农民既可获得每亩

每年 1000 元的租金，还可在家门口就业，每月

平均收入 2500 元以上。”朱村党支部书记王济

钦说，2020 年，朱村集体经济收入 46 万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 2.1 万元。

怀揣为民初心，践行时代使命。近年来，

临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推进脱贫攻坚。

“十三五”期间，全市 1275 个贫困村顺利摘

帽，村集体收入翻了一番还多，45.1 万建档立

卡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脱 贫 ， 人 均 纯 收 入 增 长

187%，全市先后建设产业项目 3251 个、扶贫

车间 276 个，带动贫困群众 48.9 万人增收；不

断完善兜底保障“政策包”，绝对贫困彻底成

为历史。

脱贫之后乡村振兴如何“兴”？临沂按照

“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走在前列”的目

标定位，谋划实施乡村振兴“三步走”，努力

打造长三角农产品供应基地、休闲旅游“后花

园”和产业转移“大后方”。

目前，临沂已设立 100 个长三角优质农产

品供应基地。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市销往长三

角的农产品同比增长 12%，接待长三角地区游

客达 430 万人次，长三角地区招商引资项目

275 个。2020 年在山东省对各市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考核中，临沂市位列全省第一名。

今天的沂蒙大地，山川壮丽、城市亮丽、

乡村秀美、物阜民丰、和谐发展，彻底颠覆了

人们对革命老区贫穷落后的印象。如今，沂蒙

精神成为引领临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面

旗帜。全市党员干部正凝心聚力，加快推进临

沂“由大到强、由美到富、由新到精”战略性

转变转变，，绘绘出新时代老区发展的新画卷出新时代老区发展的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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