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为人民服务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的公布和实施
（194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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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财权，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
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方针政策。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在从内战向抗战转折的
重要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对大政方针作
了一系列调整，开始注意到抗战与民主
的密切关系，党中央和毛泽东及其他领
导人就民主政治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
章及讲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顽固派践踏民主、摧残人权的种种罪
行，并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人权问题
上的原则立场。这些重要的论述，成为
抗日根据地制定人权条例与开展保障
人权活动的理论指导。

1941年 5月，陕甘宁边区公布了由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共中
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这个纲领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政
权与法制建设的经验，以边区根本大法
的形式，规定一切抗日人民广泛的民主
权利，“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
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
之自由权”，并规定了“改进司法制度，坚
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法制建
设任务。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保障
人权的口号。这是在外敌侵略之时，
国共合作之下，各个革命阶级最容易

接受的形式，同时也是建立抗日根据
地新的革命秩序的需要。以陕甘宁边
区为例，在保障人权条例制定实施之
前，由于长期的分散独立作战形成的游
击习气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不仅政府部
门的少数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就是
一些司法干部对于保障人权的意识也
很差。加之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
成，国民党统治区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

的渗入，一些区乡和部队基层干部的违
法乱纪行为时有发生。他们“对群众打
骂威吓，任意拘捕捆绑，滥用刑讯以及
随便砍伐树木、侵占土地房屋、敲诈勒
索”，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财产，造成社会
秩序的不安定，影响了党和边区政府在
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针对这种情况，在
1940年 3月，毛泽东就批评说：边区的
革命秩序还不够好。据此，边区政府和

高等法院立即着手整顿法纪，以保障人
民的权利，并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1.分析违法乱纪行为发生的原因，教育
提高广大干部和司法人员的法制观念，
力争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和蔓延；2.明
确了七项人民权利，真正尊重和保护人
民的权利；3.严格划定行政、司法和军
队的职责权限，拘捕和审判依法统一由
司法公安机关行使。在此基础上，边区
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
保障人权的各项法规，对于妨害生命与
人身安全等罪行都依法惩处，以保障人
民的权利和财产，维护边区良好的革命
秩序。

1941年 11月 6日，在延安召开的陕
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
代表们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
权财权条例》。1942年2月，该条例由陕
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实施。这个条例集中
地反映了《边区施政纲领》中确立的保障
人权的立法原则，用22条的篇幅对保护
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财产权利，
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的公布和实施，对保障边区人民的各项
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对建立边区新的
革命秩序，调动广大人民生产和抗战的
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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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9月 8日，毛泽东在为张思德
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作演讲，后经整理命题
为《为人民服务》，收入《毛泽东选集》。毛
泽东在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一是为人民服务要树立正确的生死
观；二是为人民服务要正确对待批评；三
是为人民服务要搞好团结。这篇演讲与
《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一起成为延安
时期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1937年 8月，红六军团和红军总部特
务团一营合编，成立八路军第三五九旅，
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1941年
初，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伟大号召，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
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
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
南”。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
的主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1939年 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
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
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
产自救的道路。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党中
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南泥
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
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克
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战胜利
奠定了物质基础，密切了党政军民关
系，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
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经济
工作干部。

（选自傅瑞珉编《红色印迹》）

广大市民朋友：
因对城区老旧供热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我公

司将于2023年9月18日至10月18日在小东门街
全段进行封闭式开挖施工，由此造成的出行不便，
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延安圣地蓝热力(集团)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5日

公 告

（上接第一版）双方要继续办好“中柬友好
年”系列活动，扩大两国青年、地方、教育、
旅游、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让中柬友好为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指出，不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
何变化，中国始终是柬埔寨最可信赖的朋

友、最为坚定的依靠。中方愿同柬方并肩
携手，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
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洪玛奈表示，我把中国作为首个正式出
访的国家，就是为了体现柬新一届政府将继
续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将柬中铁杆友谊

进一步发扬光大。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支持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愿同
中方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在“钻石六边”框架下
推动两国工业、农业、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
进一步发展，打造柬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柬方愿同中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密切配合，把柬中关系推向新高度。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首相洪玛奈

（上接第一版）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走
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非洲国
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
一极。中方愿同包括赞比亚在内的非洲
国家一道，落实好“支持非洲工业化倡
议”等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成果，加强战略
对接，深化各领域合作，支持非洲国家不
断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复苏和
可持续发展，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
共同体。

希奇莱马表示，赞方珍视由两国老
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赞中友谊。中国

发展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取得进步，提升
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赞方感谢中方支持非
盟加入二十国集团，感谢中方为解决赞
债务问题发挥的积极作用。赞方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国式现代化的
指导理念和原则，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
展经验，愿同中方一道，以两国建立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契机，深化共建“一
带一路”和矿业、农业、经贸、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实现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中非合作论坛是推
动非洲国家发展的重要平台，赞方感谢
中方将于 2024年举办论坛会议，愿同中
方一道推动非中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
应对能源和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为
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投资合
作、检验检疫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
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希奇莱马举行欢迎仪式。

希奇莱马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
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赞两国国
歌，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希奇莱马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
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希奇莱马夫人
穆廷塔陪同参加欢迎仪式。当天中午，习
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
希奇莱马和穆廷塔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会谈

（上接第一版）
蒿慧杰强调，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

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强化政
治之训、理论之训、实践之训、作风之训，
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
学促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强化
学习，真学真悟，笃信笃行。坚持原原本
本、逐字逐句学，联系实际、集中研讨学，
以上率下、领导带头学，实地体悟、现场体
验学，推动党员干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
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要深入调研，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围绕
中心工作，念好调查研究“深、实、细、准、
效”五字诀，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掌握实
情，形成一批高质量的调研成果。要攻坚

克难，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牢树正确政绩观，不断增
强能力本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
设取得新成效。要检视问题，深查原因，
扎实整改。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
终，在检视问题、整改问题、建章立制上使
劲，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实
际成效。要站稳立场，强化宗旨，为民造
福。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开门搞主题教育，下气力解决好就业、教
育、医疗等领域急事难事，把惠民生、暖民
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在群众身边、做到群
众眼前、做进群众心坎。要分类指导，精
准施策，统筹推进。按中省要求，针对不
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实际，采取相

应措施开展好主题教育。
蒿慧杰强调，要夯实责任。各级党

委（党组）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主要负
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领
导班子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各级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发挥好牵
头抓总和综合协调作用，着力营造学的
氛围、实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
要加强督导。全力配合中央巡回指导组
和省委巡回督导组搞好工作，加强督导
检查，坚持跟踪问效，强化以导带督，推
动主题教育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务求
实效。注重统筹兼顾，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确保主题教育的政治性和严肃
性。要强化宣传。用好网络资源，发挥
典型作用，做好舆论引导，形成强大声

势，确保唱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声音、唱响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延安生动实践
的声音。

赵亚宏强调，要聚焦主题主线，牢牢
扭住根本任务，严格对标对表，确保实现
预期目标。要把准工作要求，一体推进措
施落实，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
等贯彻始终。要注重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有效覆盖，精准科学作出安排，不搞“一刀
切”。要加强统筹协调，全力解决实际问
题，处理好主题教育和中心工作、干部受
教育和群众得实惠、第一批主题教育和第
二批上下衔接的关系。要切实从严从实，
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加强政治把关和政策指导。

全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会议召开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 王明
浩 罗鑫）走进石景山区石刻博物馆，大量
珍贵石刻及石雕文物映入眼帘。其中 12
块石刻浮雕“讲述”了苏武牧羊、耿恭拜井
等历史典故。

“文物上的图案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书
本里的历史人物仿佛就在眼前。”小学六年
级学生王兮感叹，“‘家门口’的博物馆越来
越多了！”

今年8月份刚完成备案的石景山区石
刻博物馆，是北京博物馆大家庭的新成
员。15日闭幕的 2023北京文化论坛上传
来消息，截至2023年8月底，北京备案博物

馆达 218家，全市每 10万人拥有 1座博物
馆，形成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博物馆
集群。

建设“博物馆之城”是北京推进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世界著名古
都，北京有 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建都
史。2020年起，北京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产，加快打造“博物馆之城”。3年多来
这座“新城”拔节生长、展露风姿。

如今，沿着北京两条关键城市轴
线——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
长线，地标性博物馆串联成群。除了久负
盛名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首都博

物馆等，国家自然博物馆今年6月揭牌，北
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重张开放，北京大运河
博物馆等一批现代化大馆提速建设。

在城市更新中，北京注重融入更多博
物馆功能。首都功能核心区利用腾退后的
文物建筑、名人故居、会馆，建设各具特色
的博物馆；朝阳区利用工业园区腾退空间
和集体产业空间，建设一批主题博物馆；企
业博物馆、乡情村史馆等“类博物馆”成为
所在区重要名片。多种类型博物馆竞相辉
映，其中蕴藏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
文化、创新文化，为城市留住丰厚文脉。

北京推动博物馆功能进社区、乡村，部

分博物馆错峰开放、延时服务，打造“随时
可闻、随地可见、随机可讲”的“全域博物
馆”，使“博物馆之城”越来越贴近群众、贴
近生活。

按照规划，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要
不断生长：到 2025年，博物馆总数超 260
座，每 10万人拥有 1.2座博物馆；到 2035
年，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馆，博物馆总数
超460座。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博物
馆之城”建设将成为推动首都文化事业提
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助力首
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北京：每10万人拥有1座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