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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老区精神

创造新时代

﹃
第一等工作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从井冈山两年零四个月的武装割据，到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的艰辛探索实践；从东北抗日联军在白

山黑水间与日军长达 14 年的英勇斗争，到党中央在

陕甘宁边区的 13 年坚守；从 800 万太行子女燃起的

抗日烽火，到大别山老区飘扬 28 年的红旗⋯⋯每一

个革命老区，都满载着党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

通、生死与共的感人故事。革命老区作为一个时代

的符号，谱写了历史的辉煌乐章，耸立起一座精神高

峰，始终鼓舞激励我们在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上

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

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些牺

牲和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

老区精神闪耀光芒

秋末冬初的赣鄱大地，万山红遍，美不胜收。五

百里井冈峰峦叠嶂，弯弯小路刻下中国革命通往胜

利的光辉大道；于都河水静静流淌，中国共产党人史

诗般的远征故事流传不息。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

冈山，把立足点从城市转入农村，通过发动和依靠农

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理论引导和大胆预见，开启了中

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伟大开篇之作。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革命精神和

老区精神的发源地。”井冈山博物馆编研陈列室副主

任周见美说，革命老区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地区、一个

地名，更是炙热的、闪耀着光芒的、有着实体的精神，

党领导老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历程，就是老区精神形

成和丰富的过程。

赣南苏区当时有 240 万人口，其中参加红军的

就有 33 万多人，还有 60 多万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

洗衣队等支前作战队伍。1934 年 10 月初，红军从于

都河开始长征，于都人民自愿贡献了 800 多条船，千

家万户拆了门板、床板、瓜棚、店铺板支援架设浮桥，

有的老人甚至将自己的寿材也捐献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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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根据

地人民扛着扁担、推着小车伴随人民军队解放了全

中国。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

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

到战场，这是老区人民牺牲奉献伟大精神的真实写

照。”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罗春花说，“坚定不移的

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无私奉献的博大胸

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这

些都是老区精神的内涵。”

传承信仰的力量

行走在江西革命老区星罗棋布的红色景区，人

们常会看到一群群身着红军服、头戴红军帽的人，或

在蜿蜒山路上有序前行，或在革命旧居旧址前深情

缅怀⋯⋯一个个红色地标、一处处革命旧址串联起

党的百年征途，见证了先辈先烈艰难曲折、矢志不渝

的上下求索，记录了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私无畏的

奉献牺牲，蕴藏着“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标定出

“往哪里去”的精神路标。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

信仰”，这是方志敏烈士牺牲前留下的铮铮誓言。刘

仁堪烈士在就义前，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他

仍然用脚蘸着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江

善忠烈士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

万万年”。“井冈山斗争中，弱小的红军与敌人殊死战

斗，他们脖子上都系着红带子，取名‘牺牲带’，表明

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在这一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

近 5 万人，留下姓名的只有 15744 人。今天，在茅坪

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墙上悬挂着当

年 43 名出席大会的代表名单。新中国成立后，还活

着的只有 7 人。”江西干部学院教研部主任叶婧说，

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

老区精神的灵魂所在。

“弘扬老区精神，就是要自觉把理想信念作为照

亮前路的灯、把准航向的舵，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补

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挺起精神脊梁，真正

成为终身不悔、百折不挠的共产主义战士。”南昌工

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许金华说。

10 月 27 日，2021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在井冈山

开幕，本次红博会主题为“万山红遍，重上井冈”。博

览会吸引了 29 个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成员单位

省份参加，一大批红色旅游景区、文创演艺和旅游商

品企业、旅行商等参展。红色旅游博览会目前已举

办了 10 届，推动了中国红色旅游蓬勃发展。

“这些年，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用好

用活红色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让更多人走进红

色历史、追寻红色足迹，让老区精神焕发新时代的光

芒。”井冈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艳华说。

在长征出发地于都县，红色景点成为热门“打卡

地”。“正是因为有无数先烈为理想奋斗、为革命牺

牲，才换来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换来了新中国的诞

生、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来自南昌的游客曹峻

说，发扬老区精神，就是要通过传承红色基因、厚植

家国情怀，不断激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精神

动力。

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

循着红色足迹一路追寻，鳞次栉比的新房，蜿

蜒向前的道路，生机勃勃的田野⋯⋯一幅幅无比鲜

活的壮美图景，描绘着江西革命老区城乡面貌的巨

大变迁。这片承载着初心和使命的红土地，正牢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嘱 托 ，奋 力 书 写 新 时 代 的 壮 丽

画卷。

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是一个有着 700 多年历史

的赣南小村落。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同烈士后代孙观发等乡亲围坐话脱贫。

再访潭头村，这里人头攒动，村口的停车场停满

了旅游大巴。孙观发正忙着整理客房的床铺，准备

迎接游客的入住。如今的孙观发，不仅是潭头村旅

游公司的股东，还是讲解员，每天讲解不下 20 场。

把镜头转到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2016 年

农历小年，与祖祖辈辈“窝”在山坳里的村民们一样，

彭夏英怎么也没有想到，习近平总书记会亲临神山

村，并来到了她家。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彭夏英和丈夫将住

了大半辈子的住房腾出来，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

乐。2017 年她不仅主动申请脱贫，还积极带动符合

条件的村民共同脱贫。

历史的坐标在他们身上交汇。2017 年 2 月，井

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

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为全国

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井冈山样本”。2020 年 4 月

26 日，随着于都等 7 个贫困县退出，革命老区江西 25

个贫困县实现“清零”，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实现了整

体脱贫。

在赣南革命老区，城乡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快、面

貌变化大、老百姓受益多和获得感幸福感强的时

期。2012 年至 2020 年，累计减贫 194.88 万人，11 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全面小康；

2012 年至今，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规上工业增

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要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今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的意见》，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迎来千载难逢

的机遇。

11 月 2 日，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江西

省委书记易炼红在发言中表示，要努力创造新时代

“第一等的工作”，坚持一心为民谋利益、让老区人民

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不

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满怀豪情地

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努力续写红土圣地新的时代

荣光。

“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瑞金沙洲

坝的‘红井’、叶坪村谢大娘屋顶的‘天窗’、自带干粮

去办公等红色故事，至今仍被大家广为传颂。”赣州

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胡日旺说，老区精神过

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要永远铭记、世代传承，并加快实现老区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让老区精神历久弥新，永放光芒。

精神伟力薪火永传
梁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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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不断

熔铸、锤炼而成的伟大智慧结晶，是战胜敌人、克

服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在革命期间，老区人民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

雄故事，老一辈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

同进退，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改革开放以来，老

区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老区

人，带领老区人民不断探索发展道路，为老区经济

建设和脱贫攻坚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一大批时代新人扛起了“老区精神”这面

红色旗帜。不少年轻人为老区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

量，留下一个个动人的青春身影。驻村干部服务老

区、扎根老区，与乡亲们一道苦干实干；青年创业者

返回故乡，用资源与知识引领老区经济走上特色发

展道路⋯⋯老区精神正激励着一批批后来人奋发

有为，后来人也传承着老区精神的思想之火。

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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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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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经得起千锤百炼，求真

务实的科学态度跨越时空熠熠生辉。在新征程

上，老区精神正大放异彩。我们深信，积淀着红色

基因的老区精神，必将在新时代继续焕发盎然生

机，给予我们强大的内心滋养，不断激励我们建新

功创新业。

图图①①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革命旧址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革命旧址（（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陶陶 明明摄摄

图图②② 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的安顺场红军渡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的安顺场红军渡（（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周万龙周万龙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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