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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四军纪念馆时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近日，盐城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组织师生，围绕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城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阐释如何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城时的重要指示
精神。本期“理论周刊”摘编部分专家、学者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城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的理论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城新四
军纪念馆时的讲话，语句平实、立
意深远、催人奋发：回顾新四军在
江淮大地的战斗征程强调“民心
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殷殷嘱
托“要用好这一教材，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
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
神”；指向未来“紧紧依靠人民，把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
向前进”。

回顾历史：民心向背决
定着历史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
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
是历史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人的
百年历史、新四军在盐阜大地的
革命史是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
位、“与群众一起苦，与群众一起
干，得到群众拥护，推动工作”的
历史。

新四军纪念馆第五展厅内珍

藏着的宋公碑上记录了修筑“宋
公堤”的红色历史：盐城地处黄海
之滨，盐阜人民饱受海潮、海啸之
苦。1941年，我党领导下的阜宁
县抗日民主政府甫一成立就将修
海堤作为头等大事，首任县长宋
乃德在华中局、新四军大力支持
下，军民合力，仅78天就建成45
公里长的坚固海堤。不再受水
患侵扰的老百姓将新海堤与北
宋名臣范仲淹所修的范公堤相
媲美，称其为“宋公堤”，并刻石
为碑，永作纪念。正是新四军和
抗日民主政权关心群众、依靠群
众，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信念和
种种举措，让老百姓用直白的语
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
新四军”，把新四军比作白菜中最
精华的白菜心，发自肺腑地感慨

“当兵要当新四军”。1941 年新
四军到达盐城时只有万余人，
1945 年离开盐城北上时已发展
到7万人。

“民心向背”，军旗跟着党旗
走，正是融入人民、依靠人民，新
四军才能保留星星之火在敌后心
脏地带建立根据地，终成燎原之

势，在日、伪、顽、匪内外夹击中纵
横驰骋。

立足当下：发扬不怕困
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精神

“陕北有延安，苏北有盐城”，
盐城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
地，是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政治、
军事、文化中心，也是新四军活动
的主要区域。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1.8万余名烈士长眠在这片土
地上，盐城全市遍布248处红色遗
址遗存、128个烈士命名村镇……
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
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八路军新
四军会师纪念地、中共华中工委纪
念馆、华中鲁艺烈士陵园等地标，
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的红色资源，新四军精神是这座
英雄城市的精神图谱。在战火的
淬炼中，新四军在盐阜大地上浴火
重生、发展壮大，涌现出刘老庄连、
老虎团、大胡庄连等许多英雄团
体，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铁
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团结、铁

的意志、铁的作风。
重温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感悟新四军的精神气概，“用好红
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
基因薪火相传，“传承发扬不怕困
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
利的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激励盐阜人民凝心聚力，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
干笃行。

展望未来：紧紧依靠人
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不断推向前进

回顾来时路，传承红色基因，
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
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战争时
期，新四军在人民的支持下发展
壮大，陈毅在《新四军在华中》一
文中指出，“与江淮河汉各地之人
民武装汇合，更加强了敌后抗日
阵线，由零星游击武装，变为集中
的抗日部队”。在新时代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中，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要尊
重人民主体作用，善于向人民问
计，勤于向人民请教，挖掘人民的
潜能，将14亿人的力量凝聚成磅
礴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
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人民群众
做好事”，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维
护人民根本利益为中心，立足时
代，满足人民现实需求，顺应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目标稳步迈进，让人民在共享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中提
升幸福感。

（皋艳为盐城工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江淮人文研究
院研究员；包雅玮为盐城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江淮
人文研究院院长。本文为江苏省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2020SJA1919〉成果）

赓续红色血脉 接力奋斗新时代
皋艳 包雅玮

天蓝地绿基因红，铁军忠魂鹤鹿鸣。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四军纪念馆时
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
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这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这一教材，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发扬不怕困难、
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
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不断推向前进。”要求我们赓续红色血脉，
弘扬新四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凝聚精
神伟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
力量。

回溯历史，铁胆忠心爱国魂

忠诚铁血军，立志振中华。新四军是
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是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军光荣传统的传承者，由红军主力
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14个地区坚持斗争
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新四军成立后，
忠诚于党和人民，浴血奋战，不畏艰难险
阻，不怕流血牺牲，功勋卓著，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
力量，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华
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被人民
誉为“铁军”。

新四军在国民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独
立领导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
中，始终将对党忠诚、人民至上根植于心，
在党和人民的领导支持下，熔铸发展了以

“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团结、铁的意
志、铁的作风”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精神。
回溯历史，铁胆忠心爱国魂，新四军立下
卓越功勋，所依靠的是新四军革命精神这
种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此精神力量魅
力永恒，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催人奋进。

叩问初心，人民利益高于天

新四军始终对党忠诚，人民利益高于
天。“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你
生，大家来参军。”脍炙人口的《白菜谣》见
证了新四军与人民的军民鱼水情；“由南
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不闻
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家喻户晓的民
谣传唱了新四军人民利益高于天、守护人
民铁一般的信念意志；“枣红马深夜乱跑，
踏坏了老乡的芦秫，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打死活该。”陈毅的随笔印证了新四军
严以修身律己、矢志为民服务的作风纪
律。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
的创造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那就
是与群众一起苦、与群众一起干，得到群
众拥护，推动我们的工作”，揭示了中国共
产党赢得民心的奥秘。广大党员干部必
须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
为中心，顺应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
坚持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

鉴往知来，革命精神代代传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抗
日战争时期，盐城作为华中敌后战场和皖
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成为新
四军革命精神的重要传承和发展之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四军精
神成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的生动教材。要用好用活以新四军在盐
城的历史和新四军革命为代表的宝贵红
色资源，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素材，顺应当
前新媒体时代智能数字化发展趋势，讲好
新四军故事，讲好盐城故事，让新四军革
命精神浸润人心、代代相传。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
推动新四军精神更好融入高校思政教育
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过程中，把新四军的历
史学好、讲好、宣传好，把新四军革命精神
发扬好，大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陈俊为盐城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江淮人文研究院研究员；武素云为
盐城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淮
人文研究院研究员）

用好红色资源
凝聚精神伟力

陈俊 武素云

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新四军纪念馆时强调，要传承
发扬新四军不怕困难、不畏艰
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
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
进。

弘扬不怕困难、不畏艰
险的新四军革命精神

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是在
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一种大无
畏的精神、战天斗地的乐观精
神。新四军的历史，是一部于
困境中诞生、在艰险中成长的
革命史。新四军由红军长征后
留在南方八省 14 个地区坚持
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整编而成。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队员一边
面临缺枪、缺弹、缺药、缺医的

困难，一边突破国民党的重兵
围剿，处境十分艰苦。

新四军成立后，不仅要面对
凶狠的日伪军，还处于国民党
顽军的重重包围，每一寸生存
空间都靠斗争而来。1941 年 1
月，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
南事变，新四军遭受国民党部
队 围 攻 ，9000 余 人 被 困 ，仅
2000 人突围成功，大部分壮烈
牺牲，新四军番号被蒋介石取
消。同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
军委发布命令，新四军军部在
盐城重建。在抗战中，新四军
物资匮乏，经常只能以盐蒿、野
菜充饥。面对华中地区存在的
日、伪、顽、匪四类敌人，新四军
一边粉碎日军的大扫荡，一边
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还
要坚持清匪反霸。在恶劣的斗
争环境中，新四军从建军时 1万
多人发展到主力军 21 万多人，

新四军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
环境中突破重围、不断壮大，靠
的是不怕困难、不畏艰险的革
命意志。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
族复兴，需要拥有强大的意志
力量，克服复兴路上的各种艰
难险阻和风险挑战。进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继续
传 承 和 弘 扬 新 四 军 的 革 命 精
神，锤炼钢铁意志，不怕困难、
不畏艰险，于逆境中不屈不挠、
于顺境中戒骄戒躁，坚定信念、
坚韧不拔，朝着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前
进。

弘扬勇于斗争、敢于胜
利的新四军革命精神

勇于斗争、敢于胜利，就是
勇敢斗争，充满必胜的决心。

新四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充
满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是
其一贯的品格。新四军成立之
初，便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
动势力作斗争。抗战中，新四
军在日、伪、顽、匪多面夹击、腹
背受敌的情况下，在物质条件
极端艰苦、装备武器相对落后
的情况下，依然敢于斗争，并取
得最终胜利。刘老庄连 82 名战
士为掩护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
转移，与 1600 余名日伪军血战
到底，歼灭敌人 170 余人，全连
82 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这是
勇于斗争、向死而生的新四军
革命精神的生动体现。

据统计，抗战八年间，新四
军对日伪作战 2.46 万余次，击
毙日伪军 29.37 万余人，俘日伪
军 12.42 万余人，另有日伪军 5.4
万余人投诚，沉重打击日本侵
略军，坚持和发展华中抗日阵

地，解放国土 25.3 万余平方公
里、人口 3420 多万。新四军之
所 以 能 在 华 中 有 力 抗 击 日 伪
军，正是其勇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革命精神的生动体现。

民族复兴的征程，从来不是
一帆风顺的。马克思指出：“如
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
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
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
了。”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向前
发展的，斗争过程就是解决矛
盾的过程。在新时代，要继续
发扬新四军勇于斗争、敢于胜
利的革命精神，遵循社会矛盾
运动规律，把握历史发展主动
权，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推动民
族复兴向前迈进。

（作者为盐城工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助教。本文为江苏省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
目〈2023SJYB1982〉成果）

弘扬革命精神 汇聚磅礴奋进力量
王欢

12 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参
观新四军纪念馆时强调，新四军
的历史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
这一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
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
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不断推向前进。

“东进，东进”，经过 80 多
年的岁月变迁，盐城这座英雄
的城市上空仿佛还萦绕着新四
军的嘹亮歌声。1941 年，新四
军军部在此重建，军民情深，
诞生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烙下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为
打造“天蓝地绿基因红”的现
代化盐城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
资源。牢记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殷
殷嘱托，盐城大力实施新四军
革 命 历 史 展 示 和 革 命 文 物 保
护利用工程，积极创新爱国主
义教育实践，让革命事业薪火
相传，让红色资源成为生动教
材，让信仰力量跨越百年时空

生生不息。

继承革命传统，讲好红
色故事

凤凰涅槃鸣江淮，浴火重生战
华中。新四军纪念馆作为全面、
系统地反映新四军抗战征程的综
合性纪念馆，是盐城市最具吸引
力的打卡地之一。新四军纪念馆
兴建于1986年，对新四军抗战的
辉煌历史、人物事件和重要战斗
等均有较为丰富的收藏和展示，
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较为全面
的探索和实践。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叹
缺粮，三月肉不尝……”，在第一
展厅的“南方星火”展区，新四军
纪念馆馆长仇金标读起陈毅所写
的《赣南游击词》，习近平总书记
紧跟着说出了“夏吃杨梅冬剥
笋”。在盐城，陈毅留下很多可歌
可泣的故事。皖南事变后，作为
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率部在盐城
阜宁单家港地区与日寇进行顽强

抗战，正如其七言绝句“红旗十月
满天飞”所描述的那样，在盐城这
片充满牺牲和英雄主义精神的土
地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相
传。戎马倥偬的革命军旅生涯
中，41岁的陈毅迎来第一个孩子，
因革命形势复杂，陈毅在带领部
队进行转移时，将6个月的孩子托
付给盐城当地老百姓。面对日伪
军对革命干部子女的残酷报复，
分离后不知能否团聚。但他更清
楚革命利益为先的道理，直到
1943年一家才团聚。

红色故事是史实与爱国主义
教育的桥梁，陈毅托子是千万红
色故事的代表，通过有情、有景、
有味、有吸引力的故事传播历史
文化，赓续红色血脉，教育党员、
干部、青年学生投身强国建设和
民族复兴事业。

传承红色基因，用活红
色资源

盐城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要让红色资源发挥好教
材作用，需要多样化的形式和
更具创新性的手段，在继承中
发展、发展中弘扬。

文艺党课激活革命老区的
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驻足
第二展厅，一件旗袍见证了王
海纹那一代青年人追求民族独
立与解放的梦想。如何将历史
与现实有机结合，从当代青年
的 视 角 回 望 新 四 军 的 艰 苦 卓
绝？杂技报告剧《芦苇青青菜
花黄》突破以往表演模式，采用

“党课+演艺”的创新形式，引导
观众穿越时空走进华中鲁艺那
段历史。曲艺剧《盐阜往事》、
淮剧《村里来了新四军》、舞剧
《烽烟桃花飞》、民族音乐剧《华
中鲁艺记》……近年来，盐城持
续打造“铁军魂 盐城红”红色
文化品牌，围绕赓续红色基因、
保护红色资源、激发红色动能、
传播红色文化四大主题，在全
市广泛开展“铁军魂 盐城红”
红色文化主题系列活动，用好

新四军红色资源，助力文化自
信自强。

新兴技术弘扬革命老区的
红色基因。除了讲解员生动的
讲述，纪念馆还通过 720°实景
文物观感，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
红色文化之旅。新四军纪念馆
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建设，利用三维数字化场景重建
技术，搭建集红色文物、场馆实
景展示为一体的集成化系统平
台，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红色文化
产业大数据日益增长的需求。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
之水，必有其源。走在新时代
的征途上，盐城要不断推进新
四军革命历史展示与革命文物
工作守正创新、融合发展，充分
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让
红色精神成为前行路上永不熄
灭的灯塔，鼓舞广大人民群众
汇聚力量、奋勇向前。

（作者为盐城工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助教）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蒋晓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