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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
不久前，在北京的家中，近百岁的老革
命、诗人贺敬之，听着关于今日南泥湾
的汇报，脸上迸发出青春的光彩。1943
年，19岁的他在延安窑洞里写下 《南泥
湾》这首后来唱遍世界的歌。

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
“陕北的好江南”

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当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独立坚持长
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作
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陕甘宁边区和敌
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日益困难。1939
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
就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 年，
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
道路。

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
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
创造。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
这项政策。1941 年春，八路军第三五
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
发 扬 自 力 更 生 的 精 神 ， 开 展 劳 动 竞
赛，涌现出许多“气死牛”式的模范
人物。

“有一位名叫郝树才的战士，以一天
开荒四亩二分三的成绩，被毛泽东亲切
地称为‘气死牛’”。在南泥湾镇南泥湾
村家中，76岁的侯秀珍老人向记者讲述
了公公、第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老战士刘
宝斋传下来的革命故事。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昔日荒凉的南
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2年到
1944 年的 3 年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
地 200 多万亩。抚今追昔，延安市委党
史研究室副主任樊晓霞对记者提起毛泽东
当年说过的一段话：我们要“感谢”那
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
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
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
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
克服困难的目的。

整风运动达到既要弄清思
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

如果说大生产运动在“物质生
活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那么在“精神生活方
面 ” 起 “ 决 定 性 的 作
用”就是带普遍性的
整风运动。20 世纪

40 年代前期，以延安为中心，中国共产
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得到很大的发展。到 1938年底，全国党
员人数从全国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
到50多万人。

“当时，广大新党员身上存在着各种
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
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延安市委
党校教授贺海轮对记者说，遵义会议
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
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
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
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

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
史上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
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
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38年 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
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发表 《〈共产党人〉 发刊
词》，总结18年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得
出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建设党的科学结
论，把一直“进行之中”的党的建设称
为“伟大的工程”。

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
是党的高级干部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和
普通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
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
部会议上作了 《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报
告。1942 年 2 月，毛泽东先后作了 《整
顿党的作风》 和 《反对党八股》 的报
告。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

“这时，党内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
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对记者说，
邓力群曾回忆，1942 年元旦，中共中央
在杨家岭举办了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
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 20 多年，
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
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
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
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942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
毛泽东任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
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
主义的作风。加强调查研究，成为转变
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 年 8 月，中
共中央作出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及

《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
设立了调查研究局。调查研究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
立起来。

“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
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
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强调自我批
评。”在正准备重新布展的延安革命纪念
馆里，解说员李元蓉向记者介绍，整风
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
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
志这样两个目的。

“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
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

针对延安文艺界在整风运动中暴露
的问题，中共中央于 1942 年 5 月召开文
艺座谈会。“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
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毛泽东在
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为中国革命文艺的
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
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
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形成新文
艺运动，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
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1943 年 6 月，共产国际解散。这有
利于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以王明为代表
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
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
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

命的问题。
从 1943 年 9 月起，整风进行到深入

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讨论党的历史
上的路线问题。

1944 年 5 月 21 日至 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
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
的成果，是原则通过了 《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
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
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
一致。

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
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此在全党
范围内深入人心。”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
茆梅芳对记者说。

“这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大
创造。”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叶晓东
这样讲道，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
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
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正是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党召开
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七大
预备会议上提出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
大会基准看齐。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
了党的旗帜上。”在当年专门为七大召
开而修建的延安中央大礼堂里，杨家
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副主任党婕睿对记
者说。

延安整风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
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早在延安
整风开始时，毛泽东的几句话至今仍然
令人震撼：“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
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
接光明，创造新世界”。

延安整风——

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本报记者 卫 庶 潘旭涛 张一琪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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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南泥湾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把南泥湾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
本报记者 卫 庶 潘旭涛 张一琪 张鹏禹

■ 亲历者说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
搂定宝塔山。”

岭山寺宝塔依然挺拔，冬日
的薄雪盖不住满山的青翠。建党
百年之际，我们来到延安采访。
甫临圣地，竟不由自主地一遍遍
默诵起贺敬之那首《回延安》。

延河边，广场上，矗立着毛
泽东铜像，他双手叉腰，目光坚
毅，向远方眺望。

2015年2月14日上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党的七大会址参观。
他动情地说，这里我来过多次，
插队时每次到延安都要来看看，
每次都受到精神上的洗礼。

宝塔无言，延河有声。在南
泥湾，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在延
安革命纪念馆，我们一次次受到
教育，思想一次次得到升华。

“正当黑夜黎明前，干柴烈
火南泥湾。野火照人歌且舞，闯
过今年和明年。”八路军第三五
九旅七一九团战士留下的一柄老
镢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当年
大生产运动的热火朝天：一镢又
一镢，镢头磨小了，根据地的物
质基础却雄厚起来。他们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实现
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要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更要
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一场轰轰烈
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当时的中
国共产党人中掀起一场巨大的头
脑风暴，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
团结同志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
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
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
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此在全党深入
人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
向，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
的问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

如今的延安新区，澄澈瓦蓝的天空下，南川河与延
河在老城交汇，不过 10 分钟车程之外，大大小小的花
园，现代化的校舍、博物馆和高大的居民楼错落有致，
无论在老城还是新城，再也不会“见个面面容易，哎呀
拉话话的难”……

一位76岁的老人，带领祖孙三代，拿出全部
积蓄40来万元，在南泥湾家中自建了“红色文化
展览馆”。她就是侯秀珍。

“我腿疼，腰疼，但嘴不疼，能讲故事。我讲的
是红色故事。”在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南泥湾
村的自家院里，坐在暖烘烘的热炕上，侯秀珍一
见到记者就打趣。她头发花白仍然浓密，面颊红
润，说起话来底气十足，“老人是上世纪 20 年代
的党员。现在我的孙子都快入党了。跟着共产党，
从我们家来说，也有 100 年了。好多干部说可以
要政策，可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想自己办个展
览馆，让全世界的人亲眼看看共产党有多好！”

侯秀珍说的“老人”，是她的公公，八路军第
三五九旅老战士刘宝斋。

侯秀珍建展览馆的想法，获得了女儿和外孙
的全力支持。2020年，侯秀珍拿出全家祖孙三代
的积蓄，在自家院子里陆续盖起 6 间房，展出了
多年收藏收集的三五九旅的革命文物，还有一些
革命老照片。

“南泥湾革命展览馆还想从我这借几件去他
们那里展览哩。”侯秀珍自豪地说。

迎面靠墙立着两把旧旧的镢头。一把是刘宝
斋的，用来开荒种地。另一把是侯秀珍的，用来退
耕还林。

1941年，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开
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刘宝斋是第三五九
旅七一九团九连副连长，他和战友们自制生产工
具，开荒种地，挖窑洞，盖房子……一把把镢头磨
薄了，南泥湾彻底变了模样。

新中国成立后，刘宝斋坚决要求回到南泥湾
去。“他要守护这片土地。”侯秀珍说，刘宝斋给来
南泥湾参观的人讲述三五九旅的故事。他还接待
过很多外宾，把南泥湾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讲给全世界听。

1984年，刘宝斋去世。临终前，他把继续讲述
红色故事的任务交给了当年的“铁姑娘”侯秀珍。

为保护生态环境，1999年，延安开始实施大
规模退耕还林。作为村干部，侯秀珍带领村民，扛
起镢头上山种树。几年下来，跟公公的镢头一样，
侯秀珍的镢头也磨掉了一大半。

从父辈开荒到后辈种树，南泥湾再次发生了
巨变，林草覆盖率达87%。“过去为了解决温饱开
荒，现在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栽树，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要把南泥湾精神世世代代传
下去。”侯秀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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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侯秀珍展示自家收藏的照片。
本报记者 卫 庶摄

图②：观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听讲解。
资料照片

图③：南泥湾生产场景。
资料照片

图④：延安革命纪念馆。
本报记者 潘旭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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