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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综合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人物介绍

到延安前

1925年，吴奚如进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学习，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他在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连党代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曾
任讨蒋运动委员会常委、《讨蒋周刊》主编、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
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长、团侦察参谋等职。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吴奚如曾任中共湖北军委代书记、中共河南军委委员
兼秘书。1928年冬被捕，1932年秋出狱，后到上海，以文学活动为
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任大众工作委员会主席。在上海期间，曾在《文艺月刊》《作家》
《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和杂文。1933年开始
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出版有小说集《小巫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
社1935年版）、《叶伯》（天马书店1935年版）、《卑贱者的灵魂》（潮
锋出版社 1936年版）、《阳明堡的战火》（上海杂志公司 1937年
版）、《忏悔》（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汾河上》（上海北野书店
1937年版）等，短篇小说《新任务》被译成英文在莫斯科《国际文
学》发表。

1934年，吴奚如加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担任鲁迅和党中央
联系的承转人。1936年，吴奚如参与“两个口号论争”，参与签署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同年秋，他奉命秘密赴西安张学良将军
处，担任张学良的秘密政团组织抗日同志会的机关报《文化周报》
主编。他还参与“西安事变”。

延安时期

“西安事变”后，吴奚如回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政
治教员。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先后担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
主任（主任为丁玲）、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友军工作组组员（负
责联络黄埔军校军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
任。“皖南事变”发生时，吴奚如指挥部队战斗到底，脱险后回到延
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初期，曾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为筹备委员，后被选为候补理事。
到延安后，吴奚如参与文协延安分会的建立，并被选为理事。在
延安时期，曾在《解放周报》《解放日报》《文艺阵地》等报刊上发表
作品。

1942年，吴奚如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5月16日的第二次
会议上，吴奚如发言认为，凡是搞文学的都要有一个立场。那么，
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
众的立场上，而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
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因为这样会不会更有利于统一战线？我们
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
于抗日，至于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他
讲完后，坐在主席台上的朱德认为他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
讲出这种话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接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央党校搞出了一个“党校的王实
味”——吴奚如、李周华（马列学院中共支部常委、“抗大”总校训
练部长）事件。由于吴奚如是后方来的文化人，又曾被俘，再加上
还曾是王明主持的中共长江局工作人员、延安黄埔同学会负责
人，因此，被主持“审干”的康生视为国民党的特务和异己分子，遭
到了“抢救”和“整肃”。中央党校除了把李国华作为“教条主义”
的典型加以批判外，更将第八支部学员的吴奚如作为具有“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来加以批判。

1942年10月，进入“审干”的高潮，中央党校批判斗争吴奚如
升级，给他的罪名是“叛徒”“特务”，由他牵连到其他的许多人。
当时，参与审查他的彭真于1943年1月4日作“反奸肃反”的报告，
结合中央党校破获了“吴奚如特务案”，介绍如何与反革命开展斗
争的经验。吴奚如愤而退党。

离开延安后

解放战争中，吴奚如任山东省文化协会常委，1947年调东北，
任牡丹江市及松江省总工会主席，1949年以后任东北总工会生产
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奚如任鸡西煤矿工业学校校长。至 1957
年，吴奚如调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1958年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曾担任作协武汉分会理事、专业作家、湖北省文联委员，
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等。在此期间，他出版有短篇
小说集《未了的旅程》（作家出版社）、《汾河上》（长江文艺出版
社）。

“文革”期间，吴奚如因“历史问题”等被打成“三反分子”，惨
遭迫害，后被迫退休。

1976年后，吴奚如重返文坛，彻底平反。1979年后，吴奚如任
湖北省政协常委，并以特约代表身份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会
议期间曾提出为胡风平反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代表的支持和中
央的重视。

之后，吴奚如发表有小说《一个伟大的死》（《长江文艺》），表
现瞿秋白烈士就义时的英雄气概；报告文学《惊雷》，反映西安事
变的历史真相。开始撰写长篇回忆录《五十五年落花梦》，并发表
《我所认识的胡风》《鲁迅和党的关系》，在全国率先实事求是地评
价胡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5年，吴奚如以荣誉代表身份被邀请出席全国作家代表大
会，因病未能出席。1985年2月27日，吴奚如在武昌去世。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干部培训中心 高慧琳）

11月 4日是马文瑞同志的生日。
每年这一天，都很想念我的老首长。

马文瑞一生实事求是，敢于抵制
和自觉纠正错误观点和错误路线。
这是他革命意志坚定的体现，更是理
想信念坚定、思想觉悟高的体现。因
此，我认为敢于坚持真理，锐意开拓
创新，是马文瑞一生献身中国人民革
命和建设事业的最显著的政治特色
和领导风范。

回想多年来我在马老身边工作、深
入学习研究他的革命生涯和思想理论
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如下几件事。

其一，1928年前后的抵制上级的
错误言行。马文瑞一贯性格内向，言
行沉稳但革命意志坚定，原则性极
强。他在担任米西区团委书记时，对
团县委书记不务正业和时常违背秘密
工作原则的言行展开坚决斗争，捍卫
了革命利益，受到党的县委书记白明
善同志的肯定和赏识。其二，1930年
前后，立三路线要求各地党组织搞
游行集会，公开活动。许多地方党
组织暴露，党员被捕。马文瑞作为
党的陕北特委委员兼安定县委书
记，提早意识到这种危害，坚持秘密
斗争原则，保护了党团组织和党团
员，使安定县成为陕北地区仅存完
整的县级地下党组织。后又亲自组
织人恢复了延川、延长、清涧等周围
县党的组织。其三，1931年，晋西游
击队 31人被迫渡过黄河到陕北，部队
找到安定党组织。马文瑞组织几十
名青年农民党团员参加部队，并主张
搞统一战线，收编一百多人的“保烟
队”壮大队伍。当时这里面有不少人
抽大烟，有同志提议让他们戒烟。马
老考虑到实际情况，说暂时不提这一

条，不然人就跑光了。并且约法三
章，严明纪律，慢慢改造。事实证明
效果很好，这些人不少成了坚强的革
命战士。这是西北革命史上第一次
成功的统一战线事例。这支部队成
为陕甘以后建立红军主力的根本。
其四，1933年，榆林无定河畔敌人杀
害六烈士后，许多人害怕就不干了。
最少时只有马文瑞一个人还在坚持
活动，形势十分严峻，但是他咬牙坚
持下来了。这期间他深刻反思，主张
坚决贯彻高起家坡会议精神，坚持搞
兵运，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他不顾个
人安危，只身到神府找到王兆相同志
指导成立了神府游击队，又深入杨虎
城部队冒险开展兵运。经历千辛万
苦，在庆阳城头把一个排的兵力从城
墙上放下，亲自带到南梁交给刘志

丹。其五，抗战时期在陇东担任地委
书记，为延安守西大门。六中全会王
明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
从统一战线”。会议精神一传达，马
老心想，“两个一切”，那就等于一切
都听蒋介石的呀，那还有我们共产党
的活路吗？于是陇东还是按照毛主
席的主张，以斗争求生存，以斗争求
团结，斗争讲究“有理、有利、有节”，
取得了很好效果。后来肃清王明路
线错误，陇东属于总结经验。其六，
政权干部配备实行“三三制”（即三分
之一共产党员，三分之一党外民主人
士，三分之一中间力量），也是在陇东
最早实行的，后中央给予肯定，在全国
抗日民主根据地全面推广。类似的事
例还有很多。

总之，我们纪念马文瑞，就是要像

他老人家那样坚持好学深思、坚持实
事求是。记得引发真理大讨论的那篇
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首先是马文瑞发现，同意中央党校内
刊《真理的追求》发表后才由《光明日
报》转载的。马文瑞担任陕西省委第
一书记期间，当时我也在陕西。为了
落实中央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文件精
神，他不顾年高亲率省级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带着一系列现实问题，赴关
中、陕南等 13个县调查研究，查实情、
谋实招、定实策。当时提出的“向山要
宝，向山要粮，向山要钱”等新发展理
念，也就类似今天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促进全省宜农则农，宜林则
林，宜果则果，种植、养殖、加工全面发
展。这一正确方针实行后，在全国较
早形成了多种基地经营、多渠道经济
发展的良好格局。经济发展出现良性
循环局面。后来，全国出现包产到户

“一刀切”问题，马老从陕西实际出发，
根据陕南、陕北和关中不同情况，提出
先在关中积极试点，结果被扣上行动
缓慢的帽子。事实证明，陕西当时的
做法符合陕西实际，也符合“三农”发
展规律。当时，有些地方出现以发展
经济为由，毁坏历史遗迹的现象。当
时有人提出拆除西安古城墙。马老深
刻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和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明确提出维修和保护西安城墙，
才有了今天的城墙公园。事实已经证
明马文瑞当时“反潮流”是对的。就像
以后出现的放松思想教育和忽视延安
精神传承，以及改革中某些地方出现
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马文瑞都敏锐
地认识到并积极建言加以抵制。事实
证明，组建延安精神研究会，就是最有
力的积极有效行动。

吴奚如

吴奚如（1906～1985），原名吴席儒，湖北京山城关

人，作家，政治、军事、文艺活动家。他的主要著作有《萧

连长》《殉难者》《中国的号手》《献旗》《夜的洪流》《一个寻

常的故事》《小巫集》《叶伯》《忏悔》《阳明堡的火战》《卑贱

者的灵魂》《汾河上》《未了的旅程》《一个伟大的死》《吴奚

如小说集》等。

编者按：马文瑞同志出生于1912年11月4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鞠躬尽瘁，在党内和人

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2022年11月4日，以“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为主题的纪念马文瑞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举行。现将

著名作家、书画家，国务院原参事忽培元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刊发，以资纪念。

学习缅怀马文瑞同志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几件事
忽培元

宝塔区荟萃工艺美术厂全体在册职工，请于见
报起 30日内，回厂办理劳动关系认定等事宜。逾
期厂里将单方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联系人；杨凤琴
电话：13909116635
特此公告

宝塔区荟萃工艺美术厂
2022年11月5日

公
告

（上接第一版）
“我总结出一个道理，那就是三三

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张海祥打比方说，
如果果园管理不善，一颗苹果3元，3颗
才能卖 9元。而管理得好，一颗苹果卖
5元，2颗苹果就能卖10元，而且还减去
了大量的人工和投资成本。

张海祥在当地还有个外号叫“张百
万”，不仅是因为苹果种得好，还因为能
把圪崂塬上的苹果卖个好价钱。从事
代办20多年来，张海祥积累了很多优质
果商资源，圪崂村的苹果销售价格常常
是十里八乡最高的。近几年，他每年都
要向外经销 500多万公斤苹果，切身感
受到苹果产业给村民带来的变化：全村
488户人，70%的果农都达到了城里有
房、家里有车的生活水平。

新担当：
苹果摘下就敢让自己娃吃

拿着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上海）的检验报告，洛川县果农党
刚良对自己的苹果品质格外自信：“你看
看，很多指标都能达到欧盟标准。”他拍
着胸脯说，“我的苹果摘下来就敢让我
娃吃。”

对于苹果品质，洛川一家苹果销售
公司的负责人分外自豪：我们的苹果最
经得起检测检验。今年公司发往国外
的苹果，通关时要最新的检验报告。公
司让西安经销店随便拿了两箱送检。
新招来的业务员非常担心：这么重要的
事情，应该精心准备送检样品，公司怎
么能视同“儿戏”，让经销店随便拿两箱
去送检？结果让所有人信服：随机抽检
的苹果，各项指标，全部高标准达标。
放心吃、带皮吃，脆甜的延安苹果，“杠
杠的”品质保证让市场声誉迅速提升。

延安苹果“杠杠的”品质保证背后，
一是严格的安全质量生产体系的推行，
二是果农生产高品质苹果的“用心追

求”。临镇镇任家塬村原支部书记刘佰
生，正忙着给果园里铺上厚厚的羊粪。

“一亩最少得1000公斤。”他将给果树施
有机肥戏称为“吃海鲜”上“套餐”，“这
样才能种出地道的有面苹果、绿色无公
害苹果。”

“延安富硒苹果好，抗氧化来防衰
老，大人娃娃都食用，谁吃都把拇指翘。”
刚走进该村果农李延军家的果园，就被
一树树又红又大的苹果和一阵阵用《拥
军秧歌调》唱出的“富硒苹果好”的歌声
所吸引。

富硒苹果如何好？为什么果农这
么看好它？李延军一边忙着摘苹果，一
边给记者答疑解惑。“硒可以增强人体的
抗氧化性，帮助人们防病抗病增强免疫
力。”李延军家一共10亩苹果，今年试种
富硒苹果6亩，苹果个头儿更加均匀，基
本都是直径85-90mm的果，颜色更鲜艳，
口感更甜脆。李延军高兴地说：“往年12
颗装的普通苹果一盒卖128元，今年富硒
苹果试种成功，作为功能性水果，同样是
12颗一盒，能卖到200元。这6亩富硒苹
果能产2万公斤左右，纯收入可达30万元
以上。”

延安是世界苹果优生区，目前，延安
苹果种植面积331.7万亩，约占全国的九
分之一、陕西的三分之一，年产量超过400
万吨，年产值上百亿元。“杠杠的”品质保
证，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也让延安苹果
走俏大江南北、走出国门，出口澳大利亚、
加拿大、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延安苹果已成为航天员太空
“出差”的必备水果，今年6月5日，延安
苹果作为航天员的营养品，随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这是延安苹果第
三次进入太空。

新农人：
“下地上班去”成口头禅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延川

县大禹街道南塬村的苹果喜获丰收，沉
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枝，果园里处处
弥漫着香甜的气息，托起了村民们“甜
蜜”的致富梦。

走进南塬村的果园，翠绿的枝叶点
映着红彤彤的苹果，微风吹过，阵阵果
香扑鼻而来。果农杨增福种植苹果多
年，积累了不少种植经验，在他的精心
照料下，今年他家的苹果迎来了大丰
收。“今年苹果是丰收了，质量好，卖得
也好，比去年每斤涨了1元，光今天我就
卖出去500多公斤，收入5200元哩。”杨
增福乐呵呵地说。

由于南塬村的科学管理，苹果产量
和经济效益都在逐年增加，随着南塬村
苹果产业的发展，村民摇身变成了“上
班族”，不出村就赚鼓了腰包，“下地上
班去”成了村民的口头禅。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种植苹果，效
益是一年比一年好。苹果种好了，村民
不出村就赚鼓了腰包。”大禹街道南塬
村党支部书记杨小江说。

相比南塬村杨增福的“下地去上
班”，许多果农已开始用“手机上班”。清
晨，不时响起的微信提示音，将33岁的张
秀秀从睡梦中唤醒。这位年轻的电商创
业者拿起手机，开始回复客户信息。张秀
秀的家在洛川县，这里是中国知名的苹果
之乡，种植有53万亩苹果，家家户户有果
园。张秀秀自家种苹果，但主业是在网上
卖苹果。今年以来，她已经销售了250多
万公斤苹果，销售额超过2500万元。

洗漱完毕，她驱车去自家的“秀之
果”门店上班。“最近是旺季，一个月能
发出 100多辆卡车的货。我们白天发
货，晚上和客户沟通，要忙到夜里 12点
多。”她说。

门店所在的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
区占地5000余亩，是国家级苹果批发市
场。52家规模企业、300多家小微企业
入驻于此，5000多人在这里就业。

如今生意已步入正轨，但张秀秀
仍时常想起创业之初的艰辛。在浙江
宁波打工 6年后，2016年张秀秀返乡创
业，和爱人做起电商。“我们从老乡手中
收购苹果，运回家里打包，再拉到苹果
产业园区发货。从家到园区 20公里
路，我俩开着小三轮，一天要跑 3趟。”
她说，遇到下雨天，自己浑身湿透也要
护住包装箱。

随着洛川苹果产业不断壮大，物流
配送体系变得越来越完善。2018年，张
秀秀搬进了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在
这里，从包装箱订购，到打包、装车和发
货，都有专业公司上门打理。“一部手机，
几乎就能搞定所有工作。”张秀秀说。

成功的创业，依靠的是中国互联网
行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促使农村人
才“走回来”，推动农村产品“走出去”。
作为网络时代的创业者，张秀秀和传统
果贩不一样。她扎着马尾辫、脚蹬高跟
鞋，略施粉黛、着装时尚。“我能有今天，
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张秀秀感慨万
千。这些年，她买了新房，开上轿车，在
洛川已小有名气。

苹果，让延安农民换了个活法，昔
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包子饺子肉丝
肉片”乡村里想破天儿想到的心愿，却
是今天这片土地上普普通通人家，过的
平平常常日子。

延安小康，苹果立功。如今，果业收
入已占到延安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以
上，占到果农人均收入的70%以上、占到
南部农民收入的90%以上，一批专业县、
专业镇、专业村、专业大户土脱颖而出，
收入千万元的明星村和百万元的专业大
户层出不穷。刘佰生曾为村民们勾勒出
这样的“富裕梦”：种着果子，包里装着票
子，开着漂亮的车子，住上舒适的房子，
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这样的梦想，在延安已开始变为
现实。

汗滴禾下土 滴滴是幸福

（上接第一版）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

度型开放机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施好新版《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深化国家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实施自由

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港，发挥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
台作用。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深
化国际合作机遇，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
易组织改革谈判，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积极推
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扩
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

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最后强调，路就在脚下，光明

就在前方。中国愿同各国一道，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凝聚更多开放共识，共同
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

习近平在第五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