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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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岭、伏牛山、大巴山等一系列

山脉纵横交错，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心

地带。80 多年前，湖北、河南、陕西三

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在星火燎原的土

地革命战争中，在红军长征的滚滚铁

流中，诞生了一个为中国革命作出重

要贡献的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

据地。在中共鄂豫陕省委、中共陕南

特委（即鄂豫陕特委）的领导下，红 25
军、红 74 师等主力部队团结带领地

方武装以及根据地人民，为着崇高的

理想信念，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

服重重艰险，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用

鲜血和生命创建和坚守了这块革命

根据地。

战略决断：敢于
决策、善于决策

在哪里创建根据地？能否独立

创建和巩固根据地？主力部队离开

后如何坚守根据地？鄂豫陕省委和

陕南特委在面临这一系列艰巨抉择

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1934 年 11 月 16 日，鄂豫皖省委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审时度势，

率领红 25 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

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离开鄂

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寻求创

建新的根据地，从而踏上了漫漫长征

路。鄂豫皖省委认为，要“把选择的

地 区 和 整 个 革 命 形 势 联 系 起 来 看 。

东、南、北三个方向，都不合适，只应

向西——鄂豫陕边区发展。”红 25 军

转战桐柏山、穿越伏牛山，长驱 1800
余里，以 2900 人的弱小兵力，冲破 20
余倍之敌的围追堵截，于 12 月 8 日由

豫陕交界的铁锁关进入陕南。以陕

南 为 中 心 的 鄂 豫 陕 边 地 区 ，北 靠 秦

岭，南濒汉江，回旋余地较大，满足建

立根据地的条件。这一带曾受过党

和红军的影响，渭华起义的部队、红

四方面军、红 3 军、陕北红 26 军先后

来过这里，人民贫苦且斗争意识强，

物产较为丰富，加之该地区位于国民

党中央军与陕西地方军阀势力的交

界处，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经过慎重

的研究分析，12 月 10 日，鄂豫皖省委

在庾家河会议上，作出决议毅然选择

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并决定改鄂

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号召全体同

志“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这

解决了红 25 军长征后新根据地的选

择等重大问题，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的创建具有奠基意义。

对于红 25 军能否独立创建和巩

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曾有过不同意

见，甚至还有人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

军会合。在 1935 年 2 月 19 日虎坪会

议、3 月 10 日华阳会议、4 月中旬葛牌

镇会议等会议上，鄂豫陕省委就此展

开了激烈的讨论。省委副书记、红 25
军政委吴焕先认为，鄂豫陕边地区战

略位置非常重要，打个形象的比喻，

是一个“香炉脚”，完全可以与川陕和

陕北两个根据地互为掎角。经过讨

论，大家思想逐步统一。省委号召全

体同志克服怕苦畏难情绪，看清必然

胜利的前途，坚持在鄂豫陕边区创建

新的根据地的决心不动摇。

1935 年 7 月 15 日，在得知中央红

军北上的消息后，鄂豫陕省委当即召

开会议，在没有任何命令指示的情况

下，主动作出红 25 军西征北上，配合

党中央战略行动的决策。代理省委

书记的红 25 军政委吴焕先代表省委

给留在陕南的郑位三、陈先瑞等人留

下了指示信，就坚持和发展鄂豫陕边

游击战争、巩固根据地问题作了具体

指示。遗憾的是吴焕先的指示信未

能送达留在根据地的领导人。在同

样未能得到任何信息和指示的情况

下，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选择了独立

坚守根据地。两特委主动靠拢并通

过联席会议作出了合并组建陕南特

委（鄂豫陕特委），组建红 74 师，独立

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这一决定，符

合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对于坚守鄂豫

陕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游击战争：纵横
涤荡，百折不挠

“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

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没有军

事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创建和坚守

便无成功的可能。

红 25 军先后打破两次重兵“围

剿”，在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中发挥

了主力军作用。要创建新的根据地，

必须首先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农

村的基础。1934 年 12 月，红 25 军在

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率领下，开

始以大回旋的“飘忽”游击行动，先南

下湖北郧西，又北返陕西商洛，再东

进河南卢氏，西抵陕西蓝田，一路横

扫当地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为根据

地的建设扫清了障碍。要巩固和发

展根据地，必须打破国民党军的重兵

“围剿”。1935 年 1 月至 4 月，红 25 军

以灵活机动的战术，积极寻求在运动

战 中 歼 敌 。 先 后 取 得 蔡 玉 窑 、文 公

岭、石塔寺、九间房等战斗的胜利，并

攻占了柞水、宁陕、佛坪等多座县城，

粉碎了敌军的第一次“围剿”。在与

强敌作战的同时，红 25 军还采取“就

地下种”的办法，不断派得力干部率

小分队创建小块根据地。至 5 月初，

红 25 军已在三省边界地区建立了 4
块根据地，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

据地。随后，红 25 军展开了第二次

反“围剿”作战，面对敌军 30 多个团

的 进 攻 ，红 25 军 决 定 采 取“ 诱 敌 深

入、先疲后打”的战略战术，以运动战

和游击战相结合，各个击破敌人。6
月初，红 25 军突破敌军包围圈，并于

6 月 16 日和 7 月 2 日取得了紫荆关和

袁家沟口两场战斗的胜利。袁家沟

口战斗后，红 25 军转兵外线作战，尽

力把敌军调出根据地。7 月 13 日，红

25 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前锋直

抵西安以南 20 余里的韦曲、子午镇

一带，各路敌军大为震撼，皆逡巡不

前，第二次“围剿”遂被打破。至此，

以陕西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

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达到全盛。

红 74 师百折不挠，独立坚持游

击战争，浴血坚守根据地。红 25 军

西征北上后，根据地面临着极为复杂

险恶的形势。敌军以 20 多个团的兵

力，实行“划区清剿”，企图彻底摧毁

根据地。红 74 师在陕南特委的领导

下，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

争 ，转 战 于 鄂 豫 陕 边 的 20 多 个 县 。

国民党军惊叹，红军“东西无方，去来

无定，昨于彼而今忽此”。两年间，红

74 师进行了大小战斗上百次，攻克了

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打破了敌军从 3
个 团 到 10 多 个 团 的 三 次 大 规 模 围

攻，歼敌约 4000 人，缴获大批武器和

物资，部队发展到了 2100 多人。红

74 师的游击战争，有力地牵制了敌

人，配合了红 25 军、红二方面军等红

军的长征。 1936 年 11 月，红一方面

军发动山城堡战役时，红 74 师转战

华山脚下，声势撼敌，毛泽东曾表扬：

“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

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 西 安 事 变 ”和 平 解 决 后 ，根 据

中 央 军 委 的 命 令 ，中 共 陕 南 特 委 于

1937 年 4 月率红 74 师离开商洛到长

安 县 大 峪 口 整 训 。 至 此 ，持 续 两 年

之久的鄂豫陕边游击战争宣告胜利

结束。

根据地建设：红
色割据，多措并举

根据地建设是党创造新社会的

初步实践，党的建设、武装建设、政权

建设、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等工作千

头万绪。鄂豫陕省委首先建立健全

了党的各级组织及党领导的地方武

装。 1934 年 12 月下旬，中共商洛特

委和抗捐军第 1 军成立。同月底，中

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成

立，下辖六路游击师。1935 年 5 月中

旬 ，中 共 豫 陕 特 委 和 豫 陕 游 击 师 成

立。同时，省委还成立了中共山阳西

区 区 委 ，组 建 了 华 阳 、茅 坪 等 游 击

队。这些游击师、赤卫队、抗捐军等

地方武装，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游

击战争。

随着红 25 军打破国民党军两次

“围剿”，根据地规模迅速扩大，苏维

埃政权也在各地相继建立起来。至

1935 年 5 月，根据地人口近 50 万，耕

地面积 90 多万亩，先后成立了鄂陕

边区苏维埃政府和 10 个区、46 个乡、

314 个村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

鄂豫陕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

施，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

地，严格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

动法令、经济政策。 1934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什么是红军》的政治传单，

申明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12 月 20
日，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

告，申明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原则

是保证贸易自由，保护个体经商者和

小商贩的正当权益，促进物资商品的

流通。1935 年 1 月 9 日，发布了《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

告群众书》，号召群众组织自己的政

府——革命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武装

——抗捐军，分配土豪劣绅的田地给

穷人种。这些政治传单、布告、告群

众书，体现了鄂豫陕根据地政府的政

策方针。陕南特委在坚守根据地的

艰苦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鄂豫陕省

委的诸多政策，同时还根据实际情况

和斗争的需要，制订和实施了一些符

合党的路线方针的政策和策略：积极

开 展 统 一 战 线 工 作 ，调 整 了 党 对 地

主、富农的政策，争取“大刀会”等成

为同盟军，保护城镇商业，保护邮政，

保护学校等。这些政策和策略的贯

彻实施，对于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

投身根据地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分化瓦解反动营垒的力量，

发挥了巨大作用。

“打土豪，斗老财，穷苦百姓喜开

怀；旧世道，翻了个，庆祝建立苏维

埃。”这首流传于鄂豫陕根据地的民

歌，道出了贫苦群众对根据地的拥护

和热爱。红军来到鄂豫陕边，所到之

处，镇压土豪恶霸，将没收的大批财

物分配给穷苦农民。一些“吃饭照影

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

衣物、粮食和住房。帮红军、当红军，

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根据地人民的

自觉行动，出现不少父送子、妻送夫、

兄 弟 争 入 伍 、父 子 同 参 军 的 动 人 景

象。在积极参加主力红军的同时，根

据地人民还积极参加地方武装，与当

地民团、保甲力量作斗争。这些地方

武装除配合主力红军参加大的战斗

外，主要是分散于各地活动，遇敌则

“蜂拥”而战，使敌防不胜防，“剿”不

胜“剿”，处处挨打。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在鄂豫陕

省委、陕南特委领导下独立创建并坚

持下来的，辐射影响了鄂豫陕三省，

形成了与川陕、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鼎

足之势，支持了陕甘，也牵制了进攻

川陕的敌人，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红

军主力部队的长征。在这片红色土

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红 25 军北上陕

北，对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发

挥了重要作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艰辛而光辉的战斗历程，在中国革命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

研究院高宝新、郜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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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

产党人带领陕甘边人民，历经艰难曲折，

逐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根据地。1935 年

2 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

地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

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

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

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

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在党的

历史上有着起承转合的特殊地位，为中国

革命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百折不挠，创建革
命武装

艰 难 困 苦 ，玉 汝 于 成 。 大 革 命 失 败

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

到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八七会

议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发动了清

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但由于敌强我

弱，这些起义都相继失败了。中共陕西省

委根据中央指示要求，陆续派刘志丹、谢

子长、习仲勋等一批共产党人深入陕甘地

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队伍中，开展兵运工

作。通过在国民党部队中宣传革命思想，

发展士兵入党并逐步建立党的组织，伺机

组织士兵暴动，拉出革命武装，这一时期

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先后发动了两当兵

变、靖远兵变、巉口兵变等大小 70 多次兵

运斗争，但都没能摆脱失败结局。

面对一次次失败，勇敢的陕甘共产党

人毫不气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

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

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已经

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

众，搞土地革命”。1930 年起，刘志丹领导

的农民武装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

动，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1931
年 9 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对几支农民武装

进行整编，正式组建了南梁游击队，转战

陕甘边界的合水、安塞、保安等地，几经打

散，又恢复重建，在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发

展壮大。 1931 年 10 月，谢子长率领的陕

北游击队与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在

合水县林锦庙会师，革命队伍发展到 700
余人。1932 年 1 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

同盟军。同年 2 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

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

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副总指

挥刘志丹，第一次在陕甘地区打出了工农

红军的旗帜，接连取得阳坡头伏击战、旬

邑奔袭战等战斗胜利，部队发展到 1500
余人。在此期间，陕西三原一带建立了渭

北游击大队。

1932 年 12 月，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

镇，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第 26 军第 2 团，标志着陕甘地区有了正规

的工农红军队伍。与此同时，陕北红军和

游击战争也在发展中，1930 年以后，中共

陕北特委积极发动群众，先后成立了多支

革命武装。1934 年初，红军陕北游击队总

指挥部成立，加强对各游击支队的统一领

导，9 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

到 1935 年 2 月，独立师改编为红军第 27
军第 84 师。

艰辛探索，创建红
色根据地

在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陕甘共产

党人认识到建立根据地至关重要，不断探

索创建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道路。1932
年初，面对军阀变本加厉地索粮催款，陇

东人民被迫自发组织起来抗粮抗捐。在

陇东一带活动的陕甘游击队便趁势发动

群众，将农民自卫民团改编为赤卫军。3
月 22 日，陕甘游击队以正宁县寺村塬为

中心，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陕

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根据地初步形

成。陕甘边革委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土

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农民革命运动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新生的红色政权

很快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剿，陕甘游击队因

寡不敌众，被迫于 4 月 12 日撤出寺村塬转

移至陕西耀县照金一带，继续坚持游击

斗争。

这年秋天，两当兵变失利后，习仲勋

回到照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从此二人

赤诚相待、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

情谊。 1932 年 12 月，红 26 军成立后，中

共陕西省委指示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

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 26
军和地方游击队，把照金和渭北苏区连

成一片，并相机向西南地区发展。 1933
年 3 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

兔儿梁成立。4 月，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

会在照金召开，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

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边

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在照金一带建

立区乡村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建设初

具规模，土地革命斗争在这一地区轰轰

烈烈地开展起来，照金根据地不断发展

壮大。到 1933 年秋天，形成了横跨陕甘

7 个 县 、总 面 积 1200 多 平 方 公 里 的 红 色

区域。正当照金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之

时，陕甘国民党军纠集 4 个团加部分民团

“进剿”照金苏区，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

记兼红 26 军政委的杜衡坚持“左”倾错误

路线，认为陕甘边苏区地域狭小，粮食缺

乏，难以打破敌人“进剿”，反对在山区建

立根据地，强令红 26 军南下渭华地区，导

致红 2 团在国民党重兵截击下几乎全军

覆没。刘志丹等领导余部进入秦岭，后

辗转回到照金苏区。 1933 年 10 月，国民

党反动派趁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调

集重兵进攻照金根据地中心薛家寨，根

据地军民与敌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

众，照金根据地失陷。

1933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中共陕甘边

区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撤

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 26

军，成立第 42 师，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

南梁、关中照金相互支持的三路游击区，

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第 42 师成立后，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至 1934 年 1 月，开

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纵横 70 多公里的陕

甘苏区。毛泽东曾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

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

局面，这很高明。

1934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中共陕甘边

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

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民主选举的办法选出了陕甘边区苏维埃

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

主席。11 月 7 日，召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成立庆祝大会，南梁地区的工农兵代表

共 3000 余人参加大会，并举行了阅兵仪

式。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

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

时期。

打破围剿，壮大陕
甘根据地

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震动

了国民党在西北的反动统治，蒋介石调集

各路军阀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

“围剿”，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同心协力开展反“围剿”斗争。1934
年 2 月，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集 5 个

多团的兵力，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

次“围剿”。刘志丹等人根据敌情，制订了

反“围剿”计划，坚持在流动中求生存，避

敌锋芒，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敌

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则率领游击队

掩 护 群 众 ，运 用 灵 活 战 术 战 法 ，奋 勇 杀

敌。在红军主力外线作战和根据地内线

斗争的有力配合下，3 月至 6 月，陕甘边红

军共进行大小战斗 30 余次，歼敌 3000 余

人，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8 月，陕北

红军在陕甘边红军支援下打破了国民党

军的第一次“围剿”，创建了安定、绥清、神

府及葭吴等苏区。陕甘边根据地覆盖 18
个县，面积达到 2.3 万平方公里。

1934 年 10 月，蒋介石增调国民党军第

84 师入陕，会同陕、甘、宁、晋 4 省军阀部队

4 万余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

二次“围剿”。1935年 2月 5日，中共陕甘边

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

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根

据地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作战。会议

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成立由刘志

丹任总指挥的前敌指挥部。2 月 21 日，谢

子长因重伤病逝。刘志丹带领红军主力，

充分利用国民党杂牌军之间的派系矛盾，

与敌人斗智斗勇，经过长达 5 个多月的浴

血奋战，先后消灭国民党军 3000 余人，粉

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第二

次“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连成

一片，形成了陕甘苏区。红 26 军、红 27 军

发展到 5000余人，统称西北红军。

硕果仅存，成为长
征落脚点

1935 年 7 月，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

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的消息后，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沣峪口召开会议，

决定主动“西征甘肃，北上陕北，赴陕甘苏

区与 26 军会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

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7 月 16 日，

红 25 军在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率领下

从沣峪口出发，翻越秦岭太白山，经凤县、

两当、秦安、天水，而后渡过渭河，一度控

制西兰公路 10 余天，但始终没有得到中

央红军的准确消息，加上国民党军的围堵

拦截，军政委吴焕先又在泾川渡河战斗中

不幸牺牲，红 25 军遂于 9 月中旬辗转到达

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 26 军、红 27 军会

师并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 25 军到达陕甘之时，正值国民党

军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支

英雄部队的到来，大大增强了陕甘红军的

战斗力，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

一首陕北民歌唱道：“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 25 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

的百姓好喜欢。”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

剿”，刘志丹、徐海东等率领红十五军团组

织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取得重大胜

利，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创造了有利

条件。此时，陕甘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

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最终确定落脚

点奠定了基础。

长征途中，毛泽东等领导在哈达铺的

报纸上得知陕甘地区有刘志丹和徐海东

的红军以及相当大的根据地的消息，这无

疑给处于艰难困厄之中的红军带来了胜

利的希望，于是在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正

式决定到陕北去，把陕甘根据地作为长征

的最终落脚点。10 月中旬，中共中央率领

由红一方面军第 1 军、第 3 军和军委纵队

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

束了长征。11 月初，陕甘支队同红十五军

团在甘泉地区胜利会师，并合编恢复红一

方面军。随后，在毛泽东和西北革命军事

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

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

第三次“围剿”，为陕甘苏区的巩固发展赢

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也为中共中央

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

基礼。1936 年 2 月以后，红一方面军先后

组织了东征、西征战役，使陕甘苏区进一

步扩大，发展成陕甘宁苏区。在东征战役

中 ，刘 志 丹 不 幸 中 弹 英 勇 牺 牲 ，年 仅 33
岁。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陕甘苏区北

起长城，南至淳化，西达固原，东到黄河，

总面积 12.96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200 万，

设有 36 个县和一个特区。1937 年 3 月改

称陕甘宁特区，5 月改称陕甘宁边区。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历史上

的一座丰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重

要贡献。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

预备会议上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

脚点，一个出发点”。各路红军的长征在

这里落脚，八路军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

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

转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新篇章。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和

百科研究部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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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7日电 （记者邱

超奕）今年 6 月是第二十个全国“安

全生产月”，6 月 16 日是全国安全宣

传咨询日。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各地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

管理部统一部署，围绕“落实安全责

任 推动安全发展”主题，通过展台展

览、VR 体验、互动直播、在线解答等

线上线下活动，扎实推进全国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宣传“五

进”工作。

据介绍，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 在 北 京 设 置 主 会 场 ，通 过 展 览 展

示、知识讲堂等方式宣传建筑安全知

识。各地分会场也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此外，今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还在线上开展了“我问你答”安全直

播答题、“安全生产大讲堂”线上宣讲

等 12 项活动，引导公众学习应急知

识，提升安全技能。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北京 6 月 17 日电 （彭继江、文

达）武警部队日前隆重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新时代忠诚卫士组歌专场歌会，唱响

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忠实履行使命的

时代心声。

歌会以“红心向党、忠诚至上”为主

题 ，采 取 歌 曲 联 唱 的 方 式 ，通 过 视 频 播

放 、故 事 阐 释 、歌 声 演 绎 等 手 段 精 彩 呈

现 。 歌 会 在《人 民 军 队 忠 于 党》的 嘹 亮

歌 声 中 开 始 ，现 场 合 唱 队 员 演 唱 了《接

战 旗》《向 着 强 大 的 现 代 化 武 警 部 队 前

进》《胜战之问》《人民至上》等曲目。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

歌会落下帷幕。

据介绍，2020 年 7 月以来，武警部队

深入开展了组歌创作征集活动，从数百

首 作 品 中 精 选 出 10 首 优 秀 作 品 。 官 兵

们纷纷表示，要把歌曲学好唱好，以昂扬

的姿态、旺盛的斗志，积极投身强军兴军

伟大实践，以优异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

献礼！

武警部队举办庆祝建党 100周年专场歌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