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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南泥湾村，
76岁的侯秀珍珍藏着两把老镢头。

一把老镢头，见证了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艰
苦岁月中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这把镢头的主人，是侯秀珍的公公、时任三
五九旅七一九团九连副连长的刘宝斋。1尺宽的
镢口磨损得只剩4寸许，可以想象当年大生产运
动的热火朝天。

1941年春，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刘宝斋和战
友们自制生产工具，开荒地、种黄豆、种玉米、育水
稻……镢头磨短了，南泥湾也彻底改变了模样。

“这把老镢头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它刨出的
不仅仅是土地和粮食，更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革命精神。”侯秀珍说。

新中国成立后，刘宝斋放弃了进城工作的机
会，自愿留守在南泥湾，一心建设南泥湾，直至1984
年去世。侯秀珍说，刘宝斋生前常为前来参观的人
们讲述南泥湾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另一把老镢头，则见证了黄土高原由黄变
绿、由绿变美的深刻转变。

1999年，延安开始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侯
秀珍等党员干部带头响应号召，扛着铁锨和镢头
上了山，在当地三台庄等地栽了3年树。“栽了多少
树我不记得，这里有多少个山头我都记得。”同“铁
姑娘”侯秀珍一样，勤劳的延安人民克服山大沟
深、干旱缺水等困难挥镢种树，用心血浇灌出一片
片绿荫，将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移400公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的南泥湾，绿
色经济和红色旅游相融互促，乡亲们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从前辈垦荒到后辈种树，南泥湾的老镢头有
讲不完的感人故事。如今专门前来找侯秀珍听南
泥湾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她总是热情有加，“只
要我还有气力，就要把南泥湾的故事讲下去。”

金秋十月，南泥湾千亩水稻进入成熟期，稻浪
起伏，稻谷飘香……南泥湾迎来金灿灿的丰收季。

早在大生产运动时期，南泥湾就开始种植水稻，
经治地打坝、修渠引水，水田面积一度达 7000 余
亩。后来，由于水源等原因，南泥湾的水稻种植面积
逐渐减少，其中千亩水田绝大部分改成了旱田。

2016年底，延安成立南泥湾开发区，布局南
泥湾新发展。“我们坚持用南泥湾精神建设南泥
湾，锚定‘红色南泥湾、陕北好江南’目标，大力发
展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奋力打造乡村振兴
样板。”南泥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鉴君说。

开发区与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合作，打造标准
化样板田。2020 年，引进 10 多个优质大米品种，
种植水稻 1500 多亩，亩产达到 600 公斤。“这些稻
田就是当年三五九旅老战士开垦的，我们发扬红
色传统，着力打造优质高端水稻产业。”延安南泥
湾（集团）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振荣说。

近年来，在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水稻种植
的基础上，南泥湾还发展绿色高效循环农业，实
施稻鱼、稻蟹综合种养项目，带动周边区域推广
稻渔种养模式，促进山区百姓持续增收致富。

传承红色基因、发展全域旅游，南泥湾按下
“快进键”。西大门景观、党徽广场等一批文旅项
目对外开放。走进南泥湾开发区，稻穗造型的稻
香门映入眼帘。正在南泥湾参观学习的学员聚集
在党徽广场，齐声唱起 《南泥湾》。南泥湾国家
湿地公园对外开放以来，成为来延安游客的打卡
地和市民休闲娱乐的后花园。

旅游热带动了南泥湾乡村旅游发展。南泥湾
依托桃宝峪村、高坊村两个乡村振兴示范村，重
点发展陕北民宿、农耕体验等产业，带动570多
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如今的南泥湾，正在经历又一次巨变。

图①：参观学习团队在南泥湾党徽广场重温
入党誓词。 祁小军摄 （人民视觉）

图②：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雕像。
图③：南泥湾西大门稻香门。
图④：南泥湾风光。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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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时
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
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
性转折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家
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
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
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
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5年 2月 15日在陕西考察
工作结束时的重要讲话

两把镢头见精神
本报记者 龚仕建

乡村振兴再出发
本报记者 张丹华 本报通讯员 李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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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南泥湾精神 风雨无阻向前进
本报记者 龚仕建 张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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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的南泥湾，风光旖旎。驱
车穿过稻香门迎面便是党徽广场。不远
处，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里虫鸟鸣唱，
千亩稻田呈现出一派“江南”好风光。

“如今的好光景，都是当年三五
九旅的指战员们一镢头一镢头刨来
的……”一座农家小院里，76岁的老党
员侯秀珍穿着红毛衣，倚着墙正为来访
者讲述南泥湾的故事。窑洞外墙上，“南
泥湾精神代代传”几个大字格外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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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的精神，把昔日荆棘遍
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到处
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
南”，树立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光辉旗帜。随着歌曲《南泥湾》传唱
大江南北，体现和发扬了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南泥湾
精神家喻户晓。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泥湾精神成为
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
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把镢头一把枪，刨出
“陕北的好江南”，播撒下了南
泥湾精神的种子

陕西延安市区东南 45 公里处，南
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眼前，一幅幅历史
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仿佛在诉说着
南泥湾的峥嵘岁月。

1941 年春，在“一把镢头一把枪，
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激励下，
王震旅长率领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指战
员们挺进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
场，荷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

那时的南泥湾，几十里没有人烟，村
镇只有几户人家，四周是荒凉山坡和原
始森林。但历史将它推向时代的潮头。

“1941年至 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时
期。”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馆长左铁
说，侵华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
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
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加上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
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财政经济尤为困难。“当时困难到什么程
度呢？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
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
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
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
大极了。’”

“巨大的困难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
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军民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
运动。”左铁说，三五九旅部队在南泥
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被中
共中央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侯秀珍的公公刘宝斋时任三五九
旅七一九团九连副连长，过去常对晚
辈讲起那段披荆斩棘、战歌嘹亮的峥
嵘岁月——

初进南泥湾，没地方住，战士们就
用树枝、杂草搭简陋的帐篷，露宿山林
野谷；没菜吃，就到山上、河边去挖野
菜；没鞋穿，动手编织草鞋；开荒的工
具不够用，就找废铁自己造……在曾经
的荒芜之地，三五九旅奏响了生产自救
的凯歌，涌现出了许多“气死牛”式的
模范人物。

“有一位名叫郝树才的战士，用镢
头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厘，人称‘气死
牛’——一头牛犁的地也不如他刨的
多。”侯秀珍说。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三五九旅开荒

耕地 26 万亩，把“处处是荒山”的南
泥湾建成“陕北的好江南”。“战天斗地
开垦南泥湾，唤醒了沉睡的土地，收获
的不仅是粮食等物质产品，更播撒下了
南泥湾精神的种子。”中国延安干部学
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涛说。

南泥湾精神凝聚着中国
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
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南泥湾原本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历
史将它谱成一首能唤起人们精神共鸣、
传唱不衰的歌曲，一种精神的象征。

这里奏响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一曲凯歌。

面对当时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局面，
毛泽东同志曾坚定自信地提出：饿死
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
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
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
我们的回答。

“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
难的重要一环，也是共产党人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生动写照。”陕西南泥
湾精神研究会会长张岁太说，1939 年
2 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
同志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
年，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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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创造。”张岁太说，三五九旅响应党中
央的号召，开进了南泥湾，边生产、边
打仗，谱写了革命战争史上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动人篇章。

“大生产运动初期遇到的困难，我
们现在难以想象，但三五九旅指战员们
你追我赶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生产劳动
中，往往天未亮就上山开荒，天漆黑
了，还不肯收工。”左铁说，为此，部
队不得不制定一项罕见的规定：生产时
不得早到和迟退。

“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也
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左铁介绍，
到 1944 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三五
九旅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
生产运动的模范。

“正是通过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创业精神，党带领边区人民开展轰
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受住了恶劣生
存环境和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考验。”
张岁太说。

行走在南泥湾，让人感动的，还有
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
作风。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
作则，起带头作用。”延安干部培训学
院南泥湾分院教师张涛说，毛泽东同志
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同志组
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
年，中央直属机关等举行纺线比赛，
周恩来同志被评为纺线能手，任弼时
同志夺得第一名。

在三五九旅，王震同志率领各级
干部坚持在开荒第一线，担负与战士
一样的生产任务。一位到边区采访的
外国记者由衷赞叹道：“王旅长的双手
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
茧。”王震同志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
英雄，毛泽东同志为他亲笔题词“有创
造精神”。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谱写了
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心同德、战天
斗地、艰苦奋斗的凯歌。”张岁太说。

“在极为艰苦条件下铸就的南泥湾
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

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
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
之中。”王涛说。

继续从南泥湾精神中汲取
力量，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
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
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走一条更
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
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继续从南泥湾精神中汲取力量，走
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已经成为广
大干部群众的共识和行动。

2020 年，侯秀珍拿出全家的积蓄，
在自家院子里盖起6间房，展出了珍藏
多年的三五九旅革命文物和革命老照
片，其中两把老镢头格外引人注目：一
把是刘宝斋的，80年前用来开荒种地；
另一把是侯秀珍的，20多年前成为退耕
还林的历史见证。

“上世纪 40 年代，为了解决温饱，
开荒种粮；现在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
活，栽树种草，保护环境。”侯秀珍
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不能丢。”

2016年底，延安决定成立开发区建
设南泥湾。“我们着力利用好红色资
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
因。”南泥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鉴君
介绍，开发区成立5年来，区域人均纯
收入从9500元增长到1.65万元。

南泥湾以北 200余公里的榆林市绥
德县郝家桥村，是绥德地委在抗战时期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的一个模范村，通过
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
厚”活动，掀起了大生产热潮。党的十
八大以来，这个“红色山村”积极发展
特色产业，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发生了
深刻变化，今年再获一份荣誉称号：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

党人的品质。”郝家桥村党支部书记刘
振喜说，“我们会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敢为人先、
奋力拼搏，努力把郝家桥村建设成为乡
村振兴的楷模。”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
司长曾衍德表示，在新发展阶段，南泥
湾精神对农垦改革发展仍具有特殊重要
的现实意义。全国农垦系统要大力弘扬
传承南泥湾精神和农垦精神，赓续红色
基因血脉，持续深化垦区集团化农场企
业化改革，着力推进农垦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推动农垦农场全面振兴。

“谁先揭开海洋的神秘面纱，谁就
将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主动。”中国科
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海洋光学
技术研究室主任吴国俊和他的同事，近
年来积极推进“水下光学”和“海洋光
学”的研究和工程应用，“当前，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号角已经吹响。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一定继续从南泥
湾精神中汲取力量，攻坚克难、集智攻
关，着力攻克‘卡脖子’难题。”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
战，越需要知重负重。”中共延安市委
党校副教授刘国成说，奋斗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我们要弘扬南泥湾精神，保
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
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