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德从抗战前线返回延安
（1940年4月—5月26日）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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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 7月
18日，朱德自延安出发，前往陕西泾阳
县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23日
到达云阳镇后，就和周恩来、博古等参加
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
重点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
题。同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为
总指挥，于9月6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
镇出发，经陕西蒲城、澄城、合阳，在韩城
芝川镇东渡黄河入晋，开赴抗日前线。

朱德是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也是
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1938年8月25
日，他回延安参加过六届六中全会，而后
于11月下旬又重返抗日前线。1940年4
月，中共中央准备尽早召开中共第七次代
表大会，毛泽东等一再致电前方，希望朱
德早日回延安。朱德安排好前方工作后，
准备南下。他决定先去洛阳会见卫立煌，
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再去重庆。申凌霄
见到朱德面交卫立煌的信件后，先回去复
命。朱德和王藻真一行同去洛阳，随行的
有康克清及总部供给部政委周文龙等
人。左权抽调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
送朱德去洛阳的随行卫队。

1940年 5月 5日，朱德抵达河南济
源县，夜宿在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
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
离开这座血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他不由
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赋诗抒怀。那首
著名的七绝《出大行》就是这时写的：“群
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
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诗前题
道：“一九四〇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
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
起，国人皆忧。”

5月 6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7日，
渡过黄河，卫立煌派人到码头迎接。下
午6时许到达洛阳。因为朱德既是十八
集团军总司令，又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副
司令长官。欢迎总司令的军官停立在路
旁凝视，直到最后一个人过完，也没有发
现朱德总司令。一问，才知道朱德总司
令早已骑着马过去了。也难怪他分辨不
出。当朱德总司令第一次去云阳赴任
时，等在路口迎候的卫士李树槐也没有
辨认出谁是朱德总司令。一位外国记者
曾说：“如果总司令从台上走下来几分钟
后，你就再也分辨不出谁是总司令了。”

在洛阳与卫立煌会晤。他在卫立煌举行
的欢迎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
军队团结的重要性。

5月 17日，朱德一行到达西安。在
西安，朱德与 5月 13日先期到达的周恩
来会面，交换了意见。他曾和陕西省政
府主席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胡宗南先后会晤。5月 24日，朱德和从
新疆到延安参观的文学家茅盾（沈雁
冰）、张仲实（社会科学家）一行离开西安
回延安。为了把一批要去延安而滞留在
西安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带走，把一批国
民党当局禁运而延安又急需的通讯器材
也带去，朱德不坐小汽车而坐大卡车。
他们一行由三辆卡车组成车队，共有四
五十人，大多穿了军装，充作朱德的随
从。朱德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
八集团军总司令，他坐在第一辆卡车的
司机旁边，国民党特务不敢盘查和阻
拦。途中夜宿同官县（今属铜川市），25
日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参观黄帝陵。

5月26日，朱德一行回到延安，受到
延安干部和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本
来决定在第二天开欢迎晚会，但是，听说

朱总司令回来了，许多机关、学校群众自
动整队来到南门外操场上，只好临时决
定当天先在这里举行一次欢迎大会。朱
德应邀在会上讲话，他说：华北广大的抗
日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这奠定了华北
抗战胜利的基础。尽管敌人“扫荡”、破
坏，顽固分子制造摩擦，可是华北广大人
民已把自己组织成伟大的独立的力量，
他们不但不会消灭，而且将日趋坚强。
朱德强调：今后应更加加强华北抗战，坚
持统一战线，加强团结，由相持到反攻，
争取最后胜利。

27日晚，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
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也参加了，吴玉章
致欢迎词后，朱德、茅盾、张仲实及康克
清先后发表讲话，并观看了鲁艺 200多
师生演出了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
唱》、京剧《陆文龙》等。

前方的同志，包括朱德本人没有想
到他这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留下
来协助毛泽东清理党内路线是非和指挥
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没有再回华
北前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 余俊杰）为用好红色资
源，讲好中国故事中的红色篇章，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展出233
件文物馆藏，其中包括多件珍贵革命文物，面向公众开放。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特展——“坐标”筹
备工作会19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据介绍，此次特
展将于 7月 27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共分五个单元，展品
包括手稿、书信、图书、字条、函件、字画、照片等。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表示，举办此次特展，
旨在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牺牲的英雄们致敬，向
在民族记忆星空上铭刻英雄之名的作家们致敬。

据悉，此次特展中一大批珍贵手稿将亮相，包括作
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写下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
的人》手稿，巴金《赴朝日记》手稿原件，以及陆柱国的长
篇小说《上甘岭》油印修改稿等。

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展出
一批珍贵革命文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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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发力聚能量
产业发展势头足

（上接第一版）
为实现固废物粉煤灰及石膏就地转化、变废为宝和

资源化利用，富县在一季度还围绕延长石油富县电厂，
引进下游产业链的延伸项目延长电厂固废综合利用项
目目前正在修建原灰库、细灰库、粗灰库，一期计划10月
建成投产，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绿色建材产品，创造多维
度经济效益。

延长电厂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负责人周小燕说：“从
源头上进行减量化，提高资源利用率，给企业带来一定
的经济效益。”

传统能源持续转型升级，新能源项目也在不断崛
起。黄龙县率先在全市确立以新能源为主的生态工
业发展思路，并且把新能源应用在农业上。去年年底
建成投产的大唐黄龙三岔农光互补发电项目，以“光
伏+农业”互补模式开发建设，板上发电，板下农耕，提
升了土地利用率，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
兴，优化全县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大唐黄龙三岔农光互补发电项目负责人赵伟说：
“项目总占地规模 1840亩，装机容量 50兆瓦，正常年份
年发电量6000万千瓦时，预计年产值2127万元。”

目前，黄龙县已经建成新能源项目 14个，年发电量
85042万千瓦时，年产值 4.9亿元。同时，还将光伏混凝
土管桩厂、光伏组件厂、电力塔材及钢结构配件加工等
34个制造业项目列入新能源配套产业项目库，总投资约
204.2亿元。

黄龙县项目服务中心主任潘耀民说：“今年我县在
建的新能源项目有5个，装机规模达到900兆瓦，均为平
价光伏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网。还精准策划包装
了一批新能源配套产业项目，通过项目的建成实现了我
县制造业项目零的突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项目
推进的力度，推动库中项目逐步落地落实。”

在志丹县绿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高
端有机胺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施
工，该项目目前土建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设备安装已完
成 80％，整个项目完成了总投资的 70％，预计 8月底将
全部建成完工并进入试生产阶段。

志丹绿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高端有
机胺项目总投资3.81亿元，占地面积约50亩。该项目主
要为伴生气综合利用二期项目提供原料保障。预计8月
底建成投产，预计年产值14.35亿元，年利税1.34亿元。

志丹县绿能化工新材料板块总经理管坤平介绍：
“项目预计9月份开始试生产，这对整个志丹县工业园区
产业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是按照碳 1到碳 9
的整个产业链条规划项目的，它的建成对志丹当地的资
源利用和产业链条的延伸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市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优
煤、稳油、增气、兴电、促转型”发展思路，全面推动能源
稳产增产，建成了油田伴生气、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等
一批重大能源转化项目，生产化工产品 40多种，产能超
500万吨，能化产业实现了由初级加工向产业链中高端
的跨越。

按照中省“十四五”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结合延安资
源禀赋实际，我市确定了“优煤、稳油、扩气、增电”的发
展思路，规划到“十四五”末，原油年产量稳定在 1400万
至1500万吨，煤炭产能扩大到8000万吨，天然气年产能
增长至 150亿方，建成火电和新能源 3个千万千瓦级基
地，推动形成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能源化工 3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构建较为完整的能源化工产业链。

延安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勇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加快产业链延链补链
强链，全面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化工产业
体系。一是打造煤炭电力产业链，实现煤炭分级分质高
效清洁利用，力争‘十四五’末煤炭产能达到 8000万吨。
二是打造石油化工产业链，通过炼化转型升级使石油更
具价值。依托技术创新推动原油增储上产，确保原油年
产量稳定在1400万至1500万吨之间。三是打造天然气
利用产业链，建设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推动天然气利用
向燃料原料并重转型，力争‘十四五’末天然气产能达到
150亿方。四是打造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依托科技创新推动延安嘉盛、守山、延昌等
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力争形成新能
源全系列产品制造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