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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
土地政策的决定》的发布与施行

（194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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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
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实
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可以动摇封建统
治，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
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这是党
在抗日民族战争条件下处理土地问
题、发动农民抗日的重要政策。它兼
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有利于
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发展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
合起来。1941年 11月，林伯渠在陕甘
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
与扩大抗日团结，为了提高我们的民主

政治，不但要保障人民的民权，保障人
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徙与信
仰的自由，而且更要完备地保障人民的
财权……我们要实行减租减息，缴租缴
息，保障一切人民现有之土地私有权；
要改善工人的生活，也要提高劳动纪律
与劳动积极性；要照顾到雇主与地主的
利益，也要照顾到工人与农民的利益，
以调节各阶层抗日人民的利害关系。
这是坚固扩大抗战团结之前提，也是

“三三制”政权巩固的物质基础与总的
施政原则。

减租减息政策获得各阶层群众的
拥护，团结了人民，支持了敌后抗战。

1942年中共中央在总结减租减息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于1月28日颁布了《中共
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重申了减租减息政策。决定指出：“抗战
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
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
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
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由于各根据地情况不同及在同一
根据地内情况也有差别，关于解决土地
问题的具体办法，不能统一施行整齐划
一的政策。因此，中共中央在发布关于
土地政策决定的同时，还发布了《关于
地租和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

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等 3个附
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施行办法，
以供各地采用。

抗日民主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的
执行，使农村的阶级关系逐渐发生了变
化，封建经济日益削弱，地主富农的土
地减少，农民经济的负担大大减轻。在
陕甘宁边区，由于绝大部分地区普遍实
行了减租减息，并以年利一分为标准去
清算过去的债务，取消了正租以外的额
外剥削，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减轻了。
这样一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激发了
他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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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宣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 2023年《开学
第一课》9月 1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后取得积极反响。观众认为，节目通过

“行走的课堂”充分诠释了在各个领域
“强国复兴”的征途中“如何有我”和“何
以有我”。

节目以“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从传
统文化、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国防教育、
科技创新等方面，在“行走的课堂”中鼓励
青少年以昂扬向上、不懈奋斗的姿态接过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接力棒。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中，汤一介老

先生的行为使我心潮澎湃，他‘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主持编纂《儒藏》，推动了
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四川省泸州
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六年级 11班学生
李蕴宸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还有许
多文化等着我们去传承发展、探索发
现。接过前辈的接力棒，让我们共同努
力，一起加油吧！”

神舟十六号乘组在《开学第一课》中

送出的礼物激起了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师
生的强烈共鸣。校长窦桂梅说，中国航
天人为青少年树立了奋斗坐标，清华附
小的师生今后会继续学习中国航天人刻
苦训练的意志品质、攻坚克难的科学精
神，将梦想之根深深扎进创新的泥土，以
昂扬姿态成长为新时代的栋梁。

“我很兴奋能在这堂有文化力度、有
历史厚度、有思想深度的‘开学第一课’
中寻找到自己与国家、社会的紧密连
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

士研究生李怡霖说，“行走天地间，节目
在重大主题和方向中寻找创作灵感，用
影像之美创造性表达和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德
育工作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唐汉卫
说，《开学第一课》节目已成为全国中小
学生的年度公共课、公开课，今年的节目
通过“行走的课堂”在充分展示各个领域
的“强国复兴”征途中“如何有我”的同
时，也生动诠释了“何以有我”。

2023年《开学第一课》：

诠释“强国复兴”征途中“如何有我”“何以有我”
新华社记者 白瀛

“我们村里有世界冠军。”提到武术，
武乡县石北乡东河村的村支书崔五峰自
豪地说。

这位世界冠军名叫崔碧晖，他在
2019年获得第十五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太
极拳冠军。“武乡人自古爱练武，每个村
都有擅长的武术，长拳、飞镖啥都有。古
时候这里环境不好，都靠走镖、卖艺吃
饭。”崔五峰说。

顺着崔五峰的话头，这个尚武之乡
的红色历史徐徐展开。

武乡的第一名共产党员李逸三就出
生在一个武术世家。据《武术与武乡革
命》记录，李逸三受其祖父影响，曾一心要
考武举人，但因社会动荡未能如愿。1932
年，经过多年革命洗礼的李逸三回到武
乡，在他的努力下，1933年8月，中共武乡
县委成立，地方党组织得以迅速壮大。武
乡早期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是习武的农民，

一位名叫魏名扬的年轻人就在其中。
魏名扬的侄子魏书文回忆说：“枣烟

全村只有我们一家姓魏，爷爷是到枣烟
村给地主打长工然后安家的。”

魏名扬在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 8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为了不受欺
负就习武强身。他利用扎拳房（即开设
拳馆）的方式发展党员，促成建立“国术
团”，最壮大时有将近600人。

“‘国术团’里就是那些练武的，他们
胆子大。”魏书文说。

魏名扬最出名的角色是游击队长。
“太行名扬游击队”在武乡赫赫有名，老
百姓一直把他们简称作“名扬游击队”。
虽然只是游击队，但人数最多时有800余
人。他们承担着警卫、护送首长等职责，
经常穿梭在最危险的战区，在百团大战
中也做出不小的贡献。

“可以说如果没有练武的基础，他不

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魏书文说，“没有
武术就没有魏名扬。”

新中国成立后，魏名扬在山西省阳
泉市兵役局任职，感到自己文化水平不
高，在五十多岁时主动申请退休。但他
没有离开武术，20世纪 70年代初，他创
建了太原黑龙潭武术队，时常在当时的
太原动物园带徒弟习武，也促进了太原
市群众武术运动的开展。

受到父辈的感染，魏书文在武乡县
委宣传部任职时带头开展群众性武术活
动。“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想把武术
传承下来，练武的人不怕吃苦，有胆量，
这是需要我们保护的遗产。”魏书文说，

“习武之人支持了武乡的革命和抗战，反
过来让武乡的武术更加珍贵。”

近年来，每到春节，武术展演是村里
不可或缺的重头戏，崔碧晖等一批武术
健儿也经常登场。因为承载了红色记

忆，这里的人们很重视武术的传承，武乡
县体育与服务中心组织的武术进校园等
活动一直在持续开展。

在作为体育项目的武术赛场上，武
乡人也不乏高光表现。在今年 5月的第
十七届全国武术之乡比赛中，武乡县的
武术健儿们获得14枚金牌、10枚银牌和
8枚铜牌，并收获“武德风尚奖”，创造了
参赛最好成绩。

漫步在武乡街头和乡间村落，你会
看到那段红色记忆刻在一块块砖瓦
上。这里有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百
团大战总指挥部砖壁旧址、红色情景剧
《太行山上》、门盈客满的八路军太行纪
念馆……从以武为生，到用武革命，再到
习武健身；千年来，武乡人在这片厚土上
走过风霜、穿过炮火，终于迎来了崭新的
生活；而武乡的武魂带着红色印迹，正以
崭新的面貌传承下去。

从游击队到武术队，不灭的武乡“武魂”
新华社记者 季嘉东 刘扬涛 马晓媛

追寻红色体育印记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特
殊背景，加之各根据地处于被日伪分割
包围的状态。为加强党的领导，1942
年 9月 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
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
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
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
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这就明
确了党与军队、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关系，
确立了党是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的
精神，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理清了党、
政、军、群等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强
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

创建于1936年12月，是党中央和毛
泽东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时期，亲自培
育的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是陕甘宁边
区经济建设的典范。1942年12月，毛泽
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精辟
地总结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教训，并号
召全边区向南区合作社学习。

（选自傅瑞珉编《红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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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9月2日电（记者 赵丹丹）第十八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2日晚闭幕，并揭晓金鹿奖。《流浪地球
2》斩获金鹿奖最佳影片奖，《八角笼中》获金鹿奖评委会
大奖，《满江红》主演易烊千玺获金鹿奖最佳男演员奖，
《消失的她》主演倪妮获金鹿奖最佳女演员奖。

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新突破”
为主题，展示中国长春电影节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
当晚，本届电影节金鹿奖逐一揭晓。此前，已有 15部
影片入围“逐鹿”。

颁奖典礼上，导演饶晓志凭《万里归途》将金鹿奖
最佳导演奖收入囊中，七七、王宝强凭《八角笼中》获
金鹿奖最佳编剧奖，刘寅凭《流浪地球 2》获金鹿奖最
佳摄影奖，黄烁、张嘉辉（中国香港）、杜媛凭《封神第
一部：朝歌风云》获金鹿奖最佳剪辑奖，李衡（中国台
湾）凭《万里归途》获金鹿奖最佳音乐奖，夏铭泽、阎凯
凭《茶啊二中》获金鹿奖最佳处女作奖。

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于8月28日至9月2日举行，
其间举办了电影展映、电影论坛、致敬“摇篮”、群众文化等
多项活动，从1992年创办至今，已走过三十一个年头。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 杨淑君 彭韵佳）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
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办。

2023北京文化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
主题，以“传承优秀文化 促进交流合作”为年度主题，
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强国建
设战略部署为主旨，打造文化建设成果的展示平台、
文化建设经验的交流平台、文化创新发展的合作平
台、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平台。

论坛包括开幕式暨主论坛、5个平行论坛及相关
惠民文化活动，邀请国内外嘉宾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
利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文
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开展深
入交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人类文明共
同进步汇聚智慧力量。论坛将发布《中国文化发展研
究报告》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2年度十件大事”等
重要成果，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演讲、对话。

论坛举办前后，将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在北京冬奥会标志性景观首钢大跳台举办文艺
晚会，邀请论坛嘉宾和社会观众观看。举办“大戏看
北京”展演季、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十月文学月、“书
香京城”全民阅读活动，重启“我与地坛”北京秋季书
市，吸引群众广泛参与。

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
各金鹿奖逐一揭晓

2023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14日至15日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