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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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2公里处。1938
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
此居住和办公，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
地。这期间，中共中央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
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
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
座谈会。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延安
马克思列宁学院作的演讲。该演讲首先提
出共产党员在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同时
要 改造自己，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意
识修养的必要性，提出了共产党员修养的标
准、内容、目的、方法和途径，阐述了共产党
员思想意识修养同群众的革命实践、同理论
学习的关系，以及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
世界的关系，提出了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
具体标准，指出了修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
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文章发表后在党内
外产生很大影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列为
干部必读文件之一。

（选自傅瑞珉编《红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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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制定和发布
（1941年5月—11月）

●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
参议会正式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
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
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毛

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可以说这
个文件的主要作者是毛泽东。它的制定
和发布，不论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史上，还
是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
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从 1937年
到 1940年，边区先后发布过两个施政纲
领，它们是“五一施政纲领”的前身。这
三个纲领反映着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发
展的历程。

在由苏维埃制向民主共和国制过渡
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把陕甘宁
边区创造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示范区的
任务。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模范区，第一
步工作是进行由乡到边区议会的选举。
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就是边
区党委在民主普选运动开始前夕，于
1937年6月20日提出的，名称为《民主政
府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反映了由苏维
埃革命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时期的特
点，共16条。第二个施政纲领是1939年
1月 17日至 2月 4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
第一届参议会上制定的，共 28条，4月 4
日正式公布，名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
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制定，表明中国
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项原则和
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真

诚拥护的，对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也
是支持的。

在第二个施政纲领发布后的两年
中，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发展
壮大。国民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为对
内，反共摩擦活动愈来愈频繁，还掀起两
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
在思想理论上也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发起攻击。为此，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制
定并发布了“五一施政纲领”，共21条。

1941年 1月，边区中央局决定成立
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
该委员会依据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政
权的精神，起草边区施政纲领。3月，起
草委员会提出了施政纲领的初稿，并经
过边区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召开会议讨论
和修改以后，以草案的方式，上报中共中
央。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批
准了这个施政纲领。毛泽东对施政纲领
的条文作了具体的修改。关于制定该施
政纲领的原因，4月 27日中共中央在发
出的《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
指示》中指出：“此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
外形势发生激烈变化，国民党施行黑暗
统治，全国人民彷徨无主之际，实具有严
重政治意义。”纲领在一开始也提出，为

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
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
民胜利之目的起见，特提出本纲领。这
就把制定与发布纲领的国际、国内背景
和目的讲得非常清楚了。4月 28日，毛
泽东就发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致信
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要求“请在边区
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
境内外。支部书记以上，班长以上，乡主
席以上干部，须使之人手一张，并张贴于
通衢”。4月 3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
局作出《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
定》，强调：“无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一
切为本党同志的领导之机关、部队、团
体、学校，均须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党
员违反此纲领之任何条文，予以纪律之
制裁。”1941年 5月 1日，该纲领在《新中
华报》上正式公布。与此同时，边区其他
刊物，也发布了这一施政纲领。稍后，该
纲领加上通俗解释，以小册子发到各机
关、部队、团体、学校以及每一个乡村。
1941年 11月，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
大会通过接受该纲领为边区政府施政纲
领。这个纲领全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
结抗日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社
会的基本方针。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常年蓄水量达 1.38亿立方米的毛里
湖，保持着古洞庭湖原始岸线，自然环境地
造天成，是研究“长江之肾”洞庭湖生成、发
育、演变史的“活标本”。近十年来，历经实
施创建国家湿地公园和创建国际重要湿地
等行动，曾遭受工农业面源污染之“困”的
毛里湖，如今面貌焕然一新。

盛夏时节的清晨，记者乘小艇来到湖
南省津市市的毛里湖深处，只见碧波万顷、
水鸟翱翔、水清岸绿，呈现出一幅流动的诗
意画卷。

在树木葱茏、山环水绕的毛里湖植物
园，一组照片显示，记者脚下这片江南水乡
美景，过去竟是脏兮兮的“堆粪场”。植物
园负责人袁竹炮说，数年前这里还是养殖
粪便漫山、蚊蝇虫鼠肆虐。经过多年治理，
成了市民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彭敏
说：“当年湖区大搞网箱养殖。成吨成吨地

投肥养鱼，成片成片地拦网筑坝。加上环
湖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污水直排，毛里湖
生态环境最差的时候，一些水域一年四季
绿藻、水葫芦疯长，水不能喝了，泳不能游
了，连水牛都嫌脏不愿意下湖。水质一度
降至Ⅴ类甚至劣Ⅴ类，生态系统濒临崩
溃。”

毛里湖“起死回生”，起步于湖南省津
市市 2013年启动创建国家湿地公园。津
市市副市长戴宏凯介绍，2013年毛里湖被
从“渔业养殖水源”调整为“饮用水源”，生
态治理会战随之打响。湖区禁止投肥养
殖，拆除 1.19万只网箱和 2.2万米拦网；全
面查禁临湖拦坝养殖、推进农村和集镇污
水处理、打通鱼类生态洄游通道……

津市市市长彭子晟说，通过构建顶层
“引领圈”、打造试点“核心圈”、设立公园
“保护圈”、拓展全域“生态圈”的“四圈共
治”，毛里湖生态环境逐渐改善；筹资投入

5亿多元构建防洪排涝保护网、环境卫生
保护网、畜牧综合保护网和环湖水系保护
网，有效阻断了环湖各乡镇生活垃圾、畜牧
养殖、化肥农药、水土流失等对毛里湖湿地
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毛里湖中，记者乘坐的小艇行经岛
屿、峡湾时，水边不时会出现一丛丛随波摇
曳的野生荷花、菱角，一群群嬉戏觅食的野
鸭、鸥鹭。

“现在毛里湖水质全面稳定在Ⅲ类，作
为‘Ⅱ类水质风向标’的野生菱角不断出
现，野生鱼类越来越多，多种候鸟定居下来
成了毛里湖的‘常住居民’。”彭敏高兴地
说，“去年四季度到今年年初湘西北遭遇有
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毛里湖湖水
保障了环湖 6万多人的饮水供应、13万多
亩良田灌溉用水。”

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赵
斌介绍，毛里湖已经成为湖南重要的湿地

有机食品示范基地，出产的鱼类蔬菜水果
受到市场青睐，旅游休闲产业也在悄然兴
起，帮助湖区很多居民和企业增收致富，是
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彭敏说，毛里湖环境治理还得到了海
外资金的积极支持，包括：毛里湖国家湿地
公园湿地保护及可持续发展项目，得到德
国促进贷款1.2亿欧元支持；生物多样性示
范项目利用，获得法国开发署贷款3500万
欧元……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入选国际重要
湿地、国家湿地公园、国家良好生态湖泊、
湖南十大环保示范工程等。

彭子晟说，津市市还将继续动员社会
力量、多方筹措资金和引进项目，将毛里湖
打造成展现农耕文化和渔文化、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世界知名湿地公园，更好守护

“古洞庭”的诗意盛景。

“古洞庭”的诗意盛景又回来了
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郁葱

新华社福州8月9日电（记者 李慧颖） 9日，闽
台两地十多位艺术家携百余件书画艺术作品亮相泉
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为期五天的“艺同源绘两岸”
书画艺术交流展，以墨会友、以画传情。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百余件闽台艺术家书画
作品，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两岸艺术交
流。参展艺术家还现场挥毫泼墨，共同创作一幅国画
花卉作品，并赠予泉州闽台缘博物馆作为馆藏。

参加此次交流展的台湾“虾画”名家孙晖说：“这次
我们与大陆的朋友深入地分享了创作心得和感悟，机
会非常难得，盼望这样的活动更多一些，让两岸人民常
来常往，携手让根脉相连的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

高雄书法学会常务理事、台湾采风书画艺术馆馆
长张明琴表示，这次台湾艺术家带来了人物、花鸟等
不同主题的多件作品，与大陆朋友一起讨论切磋。“大
陆艺术家的‘大山大水大写意’艺术创作风格在台湾
比较少见，这次来到大陆获益良多，大家能够在艺术
上互相借鉴、共同提升，非常有意义。”

本次活动由泉州市丰泽区委台港澳办公室指导，
福建福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主办，活动期间还将
举办两岸艺术家书画作品义卖、网络直播“云观展”和
艺术研讨会等活动，探讨和推动中华传统艺术传承和
创新。

闽台艺术家共聚泉州
“艺同源绘两岸”书画展

参观者在西安半坡博物馆里了解半坡人的特征
（8月9日摄）。

进入暑期，西安半坡博物馆迎来参观及研学热
潮，参观者们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半坡遗址探寻史前
文明，并通过钻木取火、制作陶埙等体验项目感受古
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半坡遗址 1953年春被发现，面积约 50000平方
米，揭示了距今大约6000多年前的一处典型的新石器
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的社会组织、生产生活、
经济形态、婚姻状况、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丰富内
涵。西安半坡博物馆是新中国第一座史前聚落遗址
博物馆，包括了半坡遗址和遗址所发掘的珍贵文物。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半坡博物馆里探寻史前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