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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枣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城西北 8公里处。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
枣园。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领导了全党的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了党的七
大，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于抗战胜利
后为争取民主团结、和平建国，同国民党顽
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粉碎国民党
反动派的全面内战做了充分准备。

（选自傅瑞珉编《红色印迹》）

毛泽东思想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提出
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提出：“毛泽东思
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少奇在
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全面系
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内
容和伟大意义。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
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
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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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这天，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的晋绥边
区革命纪念馆再度迎来参观热潮。馆中一
幅篮球比赛的老照片，不时吸引着过往游
客驻足。

这是一幅八路军120师“战斗篮球队”
与兴县李家湾篮球队比赛的旧照。照片
中，两名球员高高跃起，伸长手臂，争抢着
空中的篮球，赛事的紧张和精彩跃然其上。

抗日战争时期，由贺龙率领的八路军
120师在晋西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在打仗、
搞生产之余，部队还大力开展体育活动，其
中以“战斗篮球队”最为著名。

在崔乐泉等主编的《中国体育通史》中
这样记述：“1938年初，由八路军 120师的
司、政机关和师直属队干部战士组成了一
支业余篮球队，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曾
久负盛名……不但打遍晋西北边区没有敌
手，而且还两次战胜抗日根据地的另一支
篮球劲旅——东干队。1940年，战斗篮球

队在延安战胜了所有强队，最后还以95∶20
的成绩战胜了延安各单位联合组成的篮球
代表队。”

在“战斗篮球队”的带动下，根据地的
战士、民兵、群众都参与到篮球运动中。

如今已 90岁的李家湾村村民李高斌
还记得，120师师部驻扎在村里时，战士们
经常在河滩一块空地上打篮球。平整了
地，用木杆和木板钉起球架，挂个简易篮
筐，就是一个球场。

“村里的人以前哪见过篮球啊，都是跟
着部队才开始打。”李高斌回忆，自己也上
过球场，但是“打不过人家”，只能“打打包
围”。

八路军和“战斗篮球队”把篮球的种子
播撒在了老区，部队离开后，这项运动在兴
县兴盛至今。时光飞逝，80多载岁月将往
事尘封在几张黑白照片和所剩不多的几名
老人的记忆片段里，但梦想与热爱却在吕
梁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至今仍

有“回响”。
65岁的李继生是李高斌的儿子，年轻

时曾是李家湾篮球队的一员。他回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家湾篮球队在兴县甚
至整个吕梁地区都有名。“那时村里人都爱
打球，我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组队练球，
农闲时出门比赛，还拿过好几个大赛的冠
军。”

31岁的李文凯儿时就总在球场边看
父辈们打球，如今，虽然工作忙碌，他依旧
保持着打球的习惯。“早上送了孩子就去球
场，打完八点多，正好去上班。”

在不久前结束的兴县2023年“全民健
身日”篮球赛上，以“战斗篮球队”命名的蔡
家崖村代表队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兴
县篮球协会副主席张兴永告诉记者，蔡家
崖、李家湾等村一直保留着篮球传统，蔡家
崖村篮球队至今仍然活跃。

“因为有历史传承，兴县的篮球氛围非
常浓，群众基础非常好。”张兴永说，这些年

县里每年都会举办篮球比赛，参赛队伍都
在 20支以上，观赛群众众多，现场经常是
人山人海。“裁判中场休息出去上厕所，挤
得走不回来，还得靠吹哨、亮工作证才能回
来。”

兴县篮球爱好者张虎军告诉记者，在
兴县，看球的观众里，十个有九个都懂球。

“我常在场上当裁判，这个球走步了，那个
球拉人了，你要是不吹，观众都会喊，这在
其他地方也是很少见的。”

“如今，篮球已成为兴县群众参与最多
的体育项目之一，打篮球、看比赛是很多百
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兴永说，“未
来，我们要利用好、发扬好篮球传统，推动
兴县体育事业更上一层楼，为百姓的幸福
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战斗篮球队”的八十余载“回响”
新华社记者 马晓媛 刘扬涛 季嘉东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王思北）中国文
艺志愿者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5日在京闭幕，大
会选举殷秀梅为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三届主席。

大会还选举山翀、刘劲、任军、任鲁豫、何加林、李
仙花、杨红、张凯丽、汪舒南、宋靖、吴碧霞、孟广禄、林
永健、姚建萍、黄渤、龚宇、樊建川、冀彦伟为中国文艺
志愿者协会第三届副主席。

殷秀梅在致闭幕词时说：“接下来的五年，我们将
同心同德、携手并肩，勤勉工作、竭诚服务，始终做到
讴歌时代、服务人民，深扎一线、奉献社会，崇德尚艺、
潜心耕耘，将文艺志愿服务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本次大会于4日至5日在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
了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章程》，选
举产生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会
议期间还举办了“服务中国之治 创造美好生活”——
中国文艺志愿服务十年成果展等活动。

殷秀梅当选新一届中国
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

这是9月5日晚在甘肃省敦煌市的敦煌大剧院拍
摄的音乐剧《飞天》（音乐会）演出现场。

9月5日晚，音乐剧《飞天》（音乐会）在位于甘肃省
敦煌市的敦煌大剧院上演。本场演出精选音乐剧《飞
天》中 14首经典唱段，以敦煌飞天为灵感，以“一带一
路”为主题，荟萃丝路文化元素，讲述敦煌精彩故事。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

音乐剧《飞天》（音乐会）在敦煌上演

精兵简政的实施
（1942年—1943年）

战火中的神笔——《解放日报》
杨安乐

●《解放日报》报样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
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全国抗日
战争进入第四年和第五年，即1941年至

1942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中
建立和发展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
难的境地。这时，日军以其主要军事攻
击力量来“扫荡”“蚕食”和“清剿”抗日
根据地军民，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和
抢光的“三光政策”，以破坏抗日根据地
军民生存和斗争的条件。当时国民党
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抗日根
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日趋缩
小、物质条件愈来愈困难的局面。当
时，边区在断绝外援的情况下，部队、机
关仍很庞大，需求和供给之间发生了很
大矛盾，群众负担越来越重。如 1939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只向农民征收公粮
5万石，1941年却增加到 20万石。官僚
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的存在，也引起了
群众的不满。

针对上述情况，在 1941年 11月召
开的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上，李鼎
铭等 11人提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其主要内容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
济紊乱之现象。”提案还提出五条具体
实施办法。

这个议案提出后，在参议会上引起
了热烈的讨论。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
意见。毛泽东对这个提案非常重视，认
为：这个方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

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
药。11月18日，大会就这一提案进行了
表决，最后以 165票多数赞成通过了这
一提案，并且作出决议交政府速办。

参议会闭幕后，12月 6日，《解放日
报》以《精兵简政》的醒目标题发表社
论，论述精兵简政的意义所在。12月中
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
的指示》，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

“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
民众团体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少
于该地人口总数的3%，财政政策必须注
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到1942
年 9月，毛泽东根据 10个月来推行精兵
简政的情况，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个
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要求各根据地
都要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
政策来看待”。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进
行了三次整编精简。

1942年 10月，西北局召开高级干
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抗日时期
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他指
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
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
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
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
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三
卷）边区各级政府负责人学习讨论毛泽

东的报告后，统一了思想认识，为普遍
实行精兵简政政策扫清了思想障碍。
11月，边区政府党组草拟了《陕甘宁边
区简政实施纲要》，经西北局高干会讨
论通过。12月 3日至 9日，边区政府召
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根据毛泽东提
出的五项要求和西北局高干会的精神
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
1943年3月13日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
明令公布，下达施行。

经过1943年一年的努力，边区精兵
简政工作获得了预期效果。从精简机
构的情况看，边区政府的内部机构裁并
了 1/4，直属机关从 35个减至 22个，分
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
半。从精简人员情况看，边区政府的办
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
物资局等 6个单位，原有 469人，减为
279人，减少 40%。精兵简政政策的大
力推行，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的办事效
能，进一步统一了政策、法令、命令、指
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大
大地节约了财政支出，节省了民力。以
延安县为例，1942年动员民力 6万个，
1943 年减为 2.8 万个。再如绥德县，
1942年动员民力 7.5万个，1943年只动
员 900个。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得
到很大缓解。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8年
10月—1943年 12月），随着党领导的敌
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日益
发展壮大，中共中央亟须主办一个大型
日报，以加强对各地的宣传和工作指
导。1941年春，中央政治局决定停办三
日刊的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将该刊
与新华社编发的《今日新闻》合并，在延
安出版大型日报《解放日报》，作为中共
中央的机关报。

《解放日报》的社址设在延安清凉
山上，1941年 5月 16日，《解放日报》正
式创刊，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
一个大型日报，它受党中央党报委员会
直接领导，毛泽东对它十分重视和关
怀，他不仅为报头题字，而且亲手撰写
了《发刊词》，阐明了报纸创刊的宗旨和
任务，论证了党报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使
命的一致性，党报就是要准确地宣传党
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及为了完成政
治任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
为教育人民群众、指导革命工作的武
器。《解放日报》写文章介绍工作经验，
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
的机关报。博古（秦邦宪）曾任社长兼
总编辑，编委有余光生、艾思奇等人。
下设国内部、国际部、采访部、校对部、
资料室等部门，其后为适应革命形势发
展的需要，将解放日报社机构做了重新
调整，成立了编委会，由博古（秦邦宪）、
余光生、曹若茗、吴文焘、陈克寒等组
成，余光生任总编辑，艾思奇任副总编
辑，解放区部和国统区部分别由高杨文
和廖益隆负责。

《解放日报》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
导中国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为《解放日报》撰
写重要文章和社论，率先垂范，成为我
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佳话。毛泽东对《解
放日报》的办报方向和文风尤为关切，
并具体指导。整风运动初期，它在排版
上一欧洲、二太平洋、三蒋管区、四根据
地，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把党的新闻

消息放在极不显著的地位，群众反映看
不懂。毛泽东批评说：“我们不是站在
喜马拉雅山办报，既不属于这个阶级
的，也不属于那个阶级的，党报文艺副
刊上刊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影响
不好。”为此，1942年 3月 16日，中宣部
发出了《为改进党报的通知》。31日，毛
泽东亲自参加《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
会上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不从
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

念和冷潮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
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
现。批评应该是严肃的、尖锐的，但又
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
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潮
暗箭则是一种消蚀剂，是对团结不利
的。”（刊登于《解放日报》1942年 4月 2
日）。1942年9月起，《解放日报》兼作中
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为加强对宣传
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把原党报委员
会改为宣传委员会，成员由毛泽东、王
稼祥、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组
成，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目为之一
新，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李木庵作诗写道：“清凉山上晚风
凉，清凉山下水波扬，夜半文星齐放彩，
光芒万丈耀天长。”歌颂《解放日报》为
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

《解放日报》密切联系读者，听取群
众的呼声，鼓励读者提意见，经常刊登
读者批评报纸缺点的来信，以改进办报
工作，这在当时中国报界是罕见的，报
纸正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办报指导思
想和善于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才赢
得了无数热心读者的爱戴。由于国民
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解放日报》于
1947年 3月 7日被迫停刊（共刊出报纸
2130期），社报编入党中央队伍序列，跟
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9年4月24日，
中央决定把《解放日报》的报名交给上
海，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
上海市委机关报。5月28日，上海《解放
日报》创刊，现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

（作者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

●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
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毛
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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