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国难二六军团魂驻溪州彰理想，

济民生万千将士志与华夏卫和平”。这

副镌刻在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湘鄂川黔

苏区烈士陵园大门上的楹联，反映的是

80 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历程。

会师木黄，革命旗帜
闪耀黔东地区

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交界地区

遍布崇山峻岭，西南有云贵高原耸立，西北

有川鄂群山环绕，东与洞庭湖衔接，南与雪

峰山紧连，酉水、澧水、清江、乌江纵横西

东。1934 年至 1935 年，红军在此艰苦转

战，开创了湘鄂川黔苏区，成为当时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历史的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1932
年 10 月，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

利，至 1934 年 4 月，湘鄂西苏区全部丧

失，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创建湘鄂

川黔新苏区。5 月，红 3 军转战至黔东地

区，开始在加强内部建设的同时创建黔

东苏区。至 9 月，在印江、德江、沿河、松

桃、酉阳五县毗连地界，建立起 17 个区

革命委员会、67 个乡苏维埃，黔东苏区

初具规模。

10月 24日，任弼时、萧克等率红六军

团由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历时 70 多天，行

程 5000余里，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同红 3
军胜利会师。红 3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番

号，两军团总兵力近 8000人。正是由于黔

东苏区的建立，为木黄会师创造了有利条

件。贺龙回忆：“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

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

然而，地处湘川黔接合部的山区，纵

横不到 200 里，人口不过 10 余万，交通闭

塞、经济落后、地瘠民贫，不利于红军和

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红军的生存和发展

再次面临“路在何方”的重大抉择。

就在木黄会师前两天，中革军委电

示红六军团“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

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而贺龙、任弼

时等认为湘西澧水流域上游的永顺、桑

植、龙山、大庸一带，最适宜建立新苏区。

湘西为多民族杂居地，长期受国民

党反动统治的压榨，革命要求强烈。红

二军团曾长期在此活动，有较好的群众

基础。加之贺龙就是桑植人，在当地的

政治影响力颇大。而湘西的反动力量相

对薄弱，多为地方军阀部队，总兵力不足

2 万，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也不强。进

军湘西，既能牵制、调动湘鄂两省国民党

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又能在游击

战、运动战中歼敌，恢复和发展根据地，

可谓一举两得。

据此，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集中行

动，在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一带

创建新苏区。另以地方武装和两军团留

下的伤病员组建新的黔东独立师，坚持

游击战争，策应主力向湘西发展。

进军湘西，策应中央
红军战略转移

位于湘西北武陵山区腹地的张家

界，旧称大庸。近百年前，这里遍地饿

殍、民不聊生。为实现创建新苏区的战

略目标，1934 年 10 月 28 日，红二、红六

军团发起湘西攻势，先克川东重镇酉阳，

后于 11 月 7 日进占湘西北咽喉永顺县

城，极大地震动了湘鄂两省国民党军。

驻湖北藕池的第 34 师开赴湖南津市、澧

州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湘西军阀陈

渠珍调集万余人的兵力，分四路直扑永

顺城。

能否击退进犯之敌是红军立足湘

西，进而创建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

地的关键所在。贺龙、任弼时等认为，来

敌表面上人多势众，但内部派系林立，指

挥混乱，军纪极差，官兵多是吸食鸦片的

“瘾君子”，战斗力不强且骄纵异常，决定

以诱敌深入之计，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

予以歼灭。

红军主动放弃永顺城，故意丢下些

装备，佯装力弱怯战，诱敌骄怠尾追。敌

人 果 然 中 计 ，一 路 向 北 猛 追 。 11 月 16
日，红军在十万坪谷地设伏，歼敌 2 个旅

大部。随后乘胜追击，再歼 1 个旅大部，

于 18 日 重 占 永 顺 城 。 至 下 旬 ，又 占 大

庸、桑植等县城及其附近地区。

12 月初，国民党军独立第 34 旅移至

常德、桃源一带布防。旅长罗启疆自恃

兵强马壮，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将所辖 3
个团呈分散孤立态势分别部署，各部相

距数十里。红军决定抓住敌布防上的弱

点，首先奔袭浯溪河，而后各个击破。15
日，红军冒雨疾行百余里，进抵浯溪河附

近。次日晨，突然发起进攻，击溃守敌。

残敌向常德败逃。红军以一部兵力猛

追，以主力直取河洑，兵临常德城下。

常德是湘西重镇，水陆交通枢纽，仅

有敌独立第 34 旅残部和 1 个保安团驻

守，兵力空虚，士无斗志。国民党湖南省

主席何键深恐红军攻下常德、进逼长沙，

连电蒋介石求救，并急令在湘南围堵中

央 红 军 长 征 的 湘 军 兼 程 北 上 ，星 夜 回

援。24 日，红军撤围常德，26 日占领慈

利县城。随后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休整，

湘西攻势结束。

此战，红二、红六军团以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共击溃敌 15 个团，歼灭近

5 个团，迫使国民党军从“追剿”中央红

军的部队中抽调 4 个师驰援湘西，在战

略上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正

如任弼时所总结的：“不到两个月时间，

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

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

大意义的。”

土地革命，湘鄂川黔
掀起红色狂飙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只有废

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真正做到耕者有其

田，才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当时中

国其他地区一样，湘鄂川黔一带的土地

绝大部分被地主豪绅霸占，农民世代辛

苦劳作仍食不果腹、地无半垄，迫切要求

土地革命。随着红军的到来，立即掀起

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狂飙。

1934 年 12 月 1 日，湘鄂川黔边革命

委员会颁布《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

16 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分田工作

大纲》。举办土地革命训练班，学习分田

政策，布置分田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宣

传分田政策；各乡成立贫农团，具体领导

群众划分阶级成分、丈量土地，以乡为单

位按人口平均分田。革命根据地内呈现

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火热景象。

与此同时，在湘鄂川黔省委的领导

下，红军抽出部分兵力连同地方干部组

成工作团，开展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政

权，发展党组织，相继成立了永保、郭亮、

大庸、桑植和龙山 5 个县委，下设数十个

区委和支部。根据地的县、区、乡各级临

时 政 权 也 相 继 建 立 起 来 ，共 设 51 个 区

232 个乡苏维埃政府，鄂川边区的咸丰

等地也建立了 3 个乡苏维埃政府。

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扩红

成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项中心工作。

1934 年 12 月 1 日，湘鄂川黔省委提出在

3 个 月 内 扩 大 1.2 万 名 新 战 士 的 任 务 。

红军各级机关和连队组织扩红工作队和

小组，采用口头、标语、戏剧等宣传方式，

动员群众参军。各级政府坚持给红军家

属分好田，做好优抚工作，提出“保卫分

田分粮的胜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

的口号。分得土地的农民革命热情高

涨，坚决拥护苏维埃，积极参军参战，涌

现出不少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

参军的感人事迹，仅大庸县郑家坪乡就

有 900 多人当红军。

到 1935年 1月中旬，湘鄂川黔苏区初

步建成，东西 200余公里，南北 120余公里，

人口约 50万。主力红军由 7000余人发展

到 1万余人，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同时成立两

个军分区，加强对各县独立团、独立营、赤

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的领导。

打破“围剿”，红二、
红六军团踏上新的征程

湘赣川黔苏区北有长江天堑，南有

沅、澧二水，东临洞庭湖，西北是崇山峻

岭，进能截断长江交通，威逼常德、岳阳、

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退可凭借山河天

险，回旋驰骋。这令蒋介石坐卧不安，急

调重兵，妄图“聚而歼之”。

1935年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集中约

11 万兵力，分 6 个纵队，以分进合击、攻堵

结合的战法，“围剿”湘鄂川黔苏区。贺龙、

任弼时等决定集中主力于大庸、永顺间，待

机打击由沅陵北进之敌，而后转移兵力，在

运动中各个击破其他各路敌军。

2 月初，反“围剿”战斗打响。至 3 月

下旬，大庸、桑植、永顺县城失守。省委

和军委分会决定撤离苏区，北渡长江，转

移至湖北南漳、兴山、远安地区创建新苏

区。4 月 12 日下午，红二、红六军团在桑

植城西陈家河同沿澧水西进之敌第 172
旅遭遇。战至次日黄昏，全歼该旅。15
日，红军侦知敌第 58 师师部及第 174 旅

等部在桃子溪宿营，乘其立足未稳发起

突袭，将其全歼。16 日，收复桑植城，并

恢复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省委和军

委分会遂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继

续在苏区坚持斗争。

4 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

并 前 出 至 慈 利 城 北 ，造 成 北 渡 长 江 之

势。各路敌军张皇失措，力图自保：湘军

回 兵 慈 利 ，鄂 军 退 守 长 阳 、渔 洋 关 。 5
月，红军北出鄂西，于 6 月 9 日以一部兵

力突然包围宣恩县城，主力隐蔽集结于

城南待机打援。12 日，鄂军 4 个旅分三

路增援。红军南下忠堡地区截击，全歼

第 41 师师部和第 121 旅，俘纵队司令兼

师长张振汉。

忠堡大捷后，红军乘胜回师湘西，以

一部兵力围困湘鄂两省交通要道龙山，

主力分散做群众工作、扩红和整训。7 月

下旬，敌 10 个团增援龙山。红军分兵打

援 ，但 未 能 达 到 歼 灭 敌 有 生 力 量 之 目

的。龙山围困战持续 35 天，红军自身伤

亡很大，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朴、

红 17师师长苏杰等指挥员牺牲。

这时，鄂军为将红军堵在湘西，调集

兵力分四路向湘鄂边境推进。其中，由江

西新调入湖北参加“围剿”的第 85 师从小

关经板栗园前往李家河。红军鉴于该敌

初到鄂西，情况不熟，决定集中主力以伏

击或截击战法，求歼敌于运动中。8 月 3
日，当第 85 师进入板栗园伏击地域时，红

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该敌，击毙师长谢

彬。8日，红军又在芭蕉坨击溃敌军 10个

团，鄂军被迫后撤，湘军亦收缩转入防御。

在历时半年有余的反“围剿”作战

中，红二、红六军团采取正确的战略战

术，同 10 倍于己的敌军作战 30 次，毙伤

敌万余人。但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国民

党军利用苏区周围的山水要隘构建碉堡

线，形成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内外隔绝

的态势，同时调集 130 多个团的兵力，准

备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

11月 4日，省委和军委分会举行联席

会议，认为继续坚持在苏区内进行反“围

剿”斗争日益困难，决定突围远征至湘黔

边，创建新苏区。19 日，红二、红六军团

1.7 万余人从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告别

湘鄂川黔苏区，踏上漫漫长征路。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钳制和吸引了

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有

力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还让

红二、红六军团有了战略依托，使其最终

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红二

方面军。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长江南岸

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亦是中国南部

苏维埃运动发展中重要的战略区域。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

研究院徐艳、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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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

坤 ”。 这 副 对 仗 工 整 、大 气 磅 礴 的 对

联，出自 80 多年前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是当年翻天覆地、如火如荼斗争情景

的生动写照。川陕根据地，背靠巴山

南麓，俯视川东盆地，地势险要，兵强

马壮，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央根据地

的毛泽东盛赞：川陕根据地“是扬子江

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

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

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

意义”。

进军川北开新局

1932 年 10 月，由于未能打破国民

党 军 对 鄂 豫 皖 根 据 地 的 第 四 次“ 围

剿”，红四方面军主力 2 万余人被迫撤

出鄂豫皖根据地，经鄂北、豫西西进，

于 12 月翻越风雪弥漫的大巴山，进军

川北。至 1933 年 2 月，红军解放通江、

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其周围的大部

分地区，开辟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

陕根据地。

川陕根据地的成功开辟，有多方

面的原因：一是充分利用了敌人营垒

内 部 的 矛 盾 。 四 川 境 内 数 股 军 阀 势

力，矛盾重重，连年混战，互争雄长；他

们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矛

盾，生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吞

并他们的军队和地盘，硬是不让蒋介

石入川帮忙。红四方面军顺利入川，

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两种矛盾。二是红

四 方 面 军 是 一 支 英 勇 善 战 的 红 军 队

伍。开创根据地，建立落脚点，离不开

枪杆子；有了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才

能歼敌制胜，打开战局。经过极其艰

难的西征转战，红四方面军虽仅保存

了 1.4 万余人枪，但斗志旺盛、机动灵

活 ，是 连 续 打 垮 当 面 之 敌 的 根 本 保

障。三是川北的自然条件和群众基础

非常好，是天然的用兵、养兵之地。这

里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易

守 难 攻 。 这 里 土 地 肥 沃 ，物 产 丰 富 。

这 里 的 群 众 受 到 极 其 残 酷 的 压 迫 剥

削，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战

斗在当地的川东游击军、陕南游击队

等地方武装，对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

起了配合、支援的重要作用。总之，红

四方面军能够结束西征转战，开辟川

陕根据地，开创新局面，是主客观条件

共同作用的结果。

红军解放通南巴后，乘川军反攻

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展开了以土地革

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徐向前元帅在

回忆录中列举了十一桩大事：1.分兵发

动群众；2.开仓分粮，平分土地；3.发展

党员，建立党组织；4.建立红色政权；5.
建立群众组织；6.戒绝鸦片烟；7.组织

任玮璋部起义；8.肃清反动分子；9.打
击和瓦解土匪队伍；10.发展陕南游击

战争；11.扩大红军和建立地方武装。

这一系列工作的重要一环，就是

发动群众。红军大都出身农民，到了

川北老乡家里，不论什么脏活累活都

干，很快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

老百姓之间的界限，短时间内使广大

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

器的穷人，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

解放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

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农民分得

他们祖祖辈辈梦想的土地及耕牛、房

屋、山林，结束了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的苦难岁月，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

活。由此，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

空前高涨，掀起了支援红军，加紧春耕

生产，“不让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设

根据地的热潮。实践证明，红军有了

坚实的群众基础，不仅能在川陕边界

立足，而且能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

壮的战争活剧来。

创新战法制强敌

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态势是敌强

我弱。强大的国民党军拥有战略进攻

的主动权，弱小的红军在战略总体上

处于防御地位。面对兵力占绝对优势

的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要取得胜利，

必须坚持积极防御方针，主动实施战

略退却，适时转入战略反攻，遂行有利

的战役决战。

1933 年 2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红四

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

方针，历时 4 个月，粉碎了四倍于己的

四川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共毙伤俘

敌 2.4 万余人，缴长短枪 8000 余支、机

枪 200 余挺、迫击炮 50 余门。 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9 月，红四方面军历经

10 个月艰苦作战，粉碎了川军“空全省

之兵力”而进行的凶猛异常的“六路围

攻”，共毙伤俘敌 8 万余人，缴获各种枪

3 万余支，炮 100 余门，击落敌机 1 架。

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四川军阀，陷

入一片混乱，呈一蹶不振之势。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

展 的 军 事 斗 争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战 法 。

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作战

先是小规模的分散游击战，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袭敌扰敌，后发展为大规模

的运动战，实行远距离的奔袭、奇袭，

围点打援，声东击西，“飘忽”制敌。而

在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则是以阵

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收紧阵地，节节

抗击，待机反攻。红四方面军所以采

取这种打法来实施必要的战略退却，

实质上就是充分利用根据地内山险路

隘的特殊地形，以少数的兵力，劣势的

装备，与优势的敌军“磨蹭”，经过一个

逐步消耗敌人的阶段，使他们战线拉

长，孤军深入，进退失据，而后实施反

攻，一举粉碎其围攻。这一作战方针，

体现在兵力的使用上，也不再是一贯

的集中兵力，而是适应川北的地形条

件，首先实行“分兵把口”，独当一面，

以必要的分散，达到消耗和疲劳敌人

的目的，然后在收紧阵地过程中逐步

达到兵力的高度集中，从而转入反攻

制敌。

红军反“围剿”，主要靠积极防御，

但并不拒绝有利条件下的主动进攻。

当敌处于战略防御时，红军通常以主

力遂行外线的进攻作战，求歼敌之有

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1933 年 8
月至 10 月，乘川军新的围攻尚未就绪

之机，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先后进行

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

（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歼敌近 2 万

人，缴获长短枪近 1.2 万支和大批军用

物资，夺取了南部县境内的大片井盐

产区，解决了根据地当时缺乏食盐的

严重困难，对打破国民党军对根据地

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1933 年 7 月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的曾中生，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川军这

个新对手和四川的山地特点，写就《与

川军作战要点》一文，强调因地制宜，

利用地形，供部队学习作战。不久，他

遭 受 张 国 焘 打 击 报 复 ，被 免 职 关 押 。

尽管失去了自由，他仍心系红军作战，

奋 笔 写 下《与“剿 赤 军 ”作 战 要 诀》一

书。这篇论著，“是一篇渗透着军事辩

证法的重要文献，对红四方面军的作

战经验作了深刻总结，使之在系统化、

理论化方面，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该书由西北军委会印发红四方面军全

军干部，人手一册，成为提高军事理论

水平的基本教材。

扩编整军迎高峰

红军是根据地的支柱，根据地则是

红军发展、壮大的基础。红四方面军在

鄂豫皖根据地时曾发展到 4 万余人。

此后，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和西征中

遭受严重损失，红四方面军在入川时仅

剩 1.4 万余人，是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

力量最薄弱的时期。随着川陕根据地

的开辟、巩固和扩大，红四方面军迅速

扩编整军，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反三路围攻的胜利，使川陕根据

地得到巩固，面积扩大到近 3 万平方

公里，人口达 200 余万。根据地内各

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土地革命深

入进行。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红军，全

力支援革命战争，红四方面军得到了

迅猛发展。 1933 年 7 月上旬，红四方

面军以原有的第 10 师、第 12 师、第 11
师 、第 73 师 为 基 础 ，依 次 扩 编 为 第 4
军、第 9 军、第 30 军、第 31 军。各军的

司令部、政治部也以原来各师的领导

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此外，各军还

直 辖 有 医 院 、修 械 所 、担 架 营 及 一 个

包括侦察、通信、警卫、工兵等分队的

特 务 营 和 一 个 迫 击 炮 连 。 整 个 红 四

方面军达到 4 万余人。这次扩编，采

取由地方武装、赤卫队向主力红军升

级为主的办法，每师充实部分地方武

装 ，既 较 好 地 保 证 了 扩 兵 的 质 量 ，也

便于以老带新，迅速提高战斗力。部

队扩编完毕，各就各位，便转入为期 3
个 月 的 军 政 训 练 。 这 是 红 四 方 面 军

自 1931 年 11 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

规 模 练 兵 运 动 ，经 过 整 训 ，红 军 兵 强

马壮，根据地面貌一新。

迅猛的扩军，使得红四方面军的

干部十分年轻。军师两级干部二十来

岁的占绝大多数，团以下的干部虽然

年岁不大，但来自工农，来自基层，来

自枪林弹雨，具备比较丰富的实战、训

练、带兵经验，而且富有为工农阶级的

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不畏艰险，不惧

牺牲，生龙活虎，一往无前。

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后，川陕根据

地进一步扩大，总面积达 4.2 万平方公

里，人口约 500 万，拥有通江、南江、巴

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 8 座县

城，建立了 20 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由

此，形成川陕根据地的鼎盛局面。在

作战胜利和根据地发展的鼓舞下，广

大群众更加踊跃参加红军。到 1933 年

10 月底，红四方面军各军除第 31 军尚

缺一个团外，均按照三三制的编制补

齐 ，共 计 有 12 个 师 ，35 个 团 ，约 7 万

人。宣达战役胜利后，川陕根据地和

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1 万余人的川东

游击军编入红四方面军。至此，红四

方面军发展到 5 个军 8 万余人。此外，

川陕根据地地方武装除补充主力红军

外，尚有 1.5 万余人，赤卫军、少先队等

群众武装达数十万人。经过战火的锻

炼，根据地军民作战经验更加丰富，革

命热情空前高涨，为根据地的巩固和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

发展，于 1935 年 3 月底至 4 月 21 日进行

了嘉陵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 1 万余

人，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

广大新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在

战役期间，张国焘悲观估计川陕根据地

和整个革命形势，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

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

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

嫡系军队很快会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

不住，不如主动撤走，遂命令红四方面

军后方部队和川陕根据地党政机关及

地方武装全部撤出根据地，向嘉陵江以

西转移。至 4 月下旬，川军占领了嘉陵

江东岸地区并封锁了嘉陵江。经过两

年多艰苦奋斗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就这

样在红军接连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被张

国焘白白葬送了。

川陕根据地的创建，沉重打击了

国民党特别是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

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扩大到中

国西部，唤醒川陕边劳苦大众投身土

地革命的洪流，空前壮大了红四方面

军，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

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蓄积了走

向胜利的巨大能量。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

作研究院王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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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早期革命根据地及主要创建者

本报北京 6 月 16 日电 （记者蒋建

科）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科

技之路”16 日在京发布。作为一部大规

模、跨行业联合出版物，丛书以“科技自

立自强”为主题，聚焦我国科技发展成

就，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该丛书由中国编辑学会主持策划组

编，全书共 15 卷 300 余万字，全面反映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壮丽

辉煌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关键节点和

重大意义，系统总结我国科技发展的历

史经验。

发布会上，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

省介绍，丛书聚焦我国取得的重大科技

成果，每卷均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

工程院院士担任主编，由对应专业领域

的科技类出版社出版，并以文、图、音频、

视频、AR 相结合的全媒体呈现方式，讲

好中国科技创新故事。

大型科技丛书“中国科技之路”发布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记者

周玮）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

办的“伟大征程 时代画卷——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作品展”16
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展览紧紧围绕建党百年主题，分为

序篇和开辟新天地、建设新中国、迈步新

时期、奋进新时代四个篇章，汇聚了中国

美术馆及相关美术机构收藏的经典美术

作品和近年来创作的优秀党史题材及现

实题材作品，共计 420 余件。展品涵盖

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个艺术门

类，既有各个时期名家大师作品，也有近

年涌现的优秀中青年美术家作品。

展览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走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展览

期间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教育

活动。展览将持续至 7 月 25 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