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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五四指示》与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工作
（1946年5月—1947年2月） 《甲辰年》数字邮票在香港发行

解放战争初期，随着反奸清算和减
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农民对于
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在一些
解放区，已有部分农民通过清算霸占、清
算不合理负担等方法，开始从地主手里
取得土地。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千百年
来广大农民渴望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
支持农民的要求，既能改革农村的生产
关系，又能进一步巩固解放区，并调动农
民支援人民军队的积极性。因此，1946
年 5月 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
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
日战争以来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
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随之解放区的
土地改革从减租减息开始转向没收地主
土地，分配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实现

“耕者有其田”的新阶段。
《五四指示》的基本内容为：肯定解

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主张充分
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形式解决土地问题，
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
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
运动，不可侵犯中农的土地；一般不变动
富农的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区
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反对乱打乱杀，一
般地主应以土地清偿所欠农民债务；保
护工商业，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
阶级的办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
资产阶级的斗争；团结知识分子与党外
人士；斗争果实公平合理地分配给贫苦
的烈士遗属、抗日战士及无地少地的农
民；禁止命令主义、包办代替与恩赐。解
决土地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
主的土地，而是除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
汉奸的土地之外，主要通过清算、减租、
减息和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里
获得土地；对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我们合

作而不反共的开明人士等，抗日军人及
抗日干部的家属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
要谨慎处理，适当照顾；对中小地主的生
活给以相应照顾，给汉奸、豪绅、恶霸留
下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土地。

为了更好地贯彻《五四指示》，1946
年7月中共中央就征购地主土地问题征
求各解放区的意见，即由政府颁布法令，
以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定额的土地，然后
将这些土地分配或低价出售给农民。9
月 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试
行土地公债办法草案》。

1946年11月，边区三届二次政府委
员会一致同意李鼎铭副主席提出的在土
地未改革区域贯彻减租减息并采用土地
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消灭封建
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12月20日，正
式公布《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
案》，就征购范围、地价评定、土地承购、土
地公债清偿及其他有关事项作出具体规
定。条例规定，一般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
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
的50%；在抗日战争及自卫战争中卓有功
绩的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
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的一倍；富农土
地不得征购。多余的土地由政府发行公
债征购，并将其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
民。公债作为地价交付地主，分10年还
本。12月28日，边区政府发出《贯彻土地
改革，准备明年生产，加强民兵整训以支
持战争胜利的指示信》，要求凡已普遍完
成减租的地区如绥德分区各县，首先普遍
征购分配土地；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镇
原三县，安边、彬县及关中分区各县未分
配土地地区，应在继续发动群众深入检查
的基础上进行征购分配，务须于第二年春
耕之前完成土地改革；征购所得的土地及

地主献出的土地，应保证全部分给无地和
少地的农民，尽可能做到使每人所有土地
的数量和质量达到大体平均；榆横新区普
遍实行减租减息、勾欠、保佃，对群众痛恨
的个别恶霸进行清算。随后，绥德、陇东、
关中3个分区派出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到
未分配土地的县、村进行征购工作。征购
期间，暂时禁止一切土地私人买卖和典
押。1947年1月，在边区政府工作团的领
导下，各分区普遍开展了土地征购试办工
作。针对土地征购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
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调查研
究，总结推广绥德新店区贺家石村和庆阳
王家原乡的经验。根据这些经验，西北局
于1947年1月24日发出《关于发动群众
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补充指示》，指出：公
债征购土地的意义主要在于发动群众，而
不是买卖土地，“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
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上是公债征购，
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
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
法律办法，实则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

为进一步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要
求，1947年 2月 8日，边区政府颁布《边
区征购地主土地修正条例草案》，对原条
例第 11条“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
础，进行合理之调剂”，修改为“征购土地
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
苦人民，使每人所有土地数量与质量达
到大体的平均”。对原条例中第 3条第
三款“地主自
力耕种之土地
不得征购”，第
25 条“土地上
之 树 木 及 果
园，属于佃户
栽 种 者 归 佃

户，属于地主栽种者归地主，荒山自生之森
林，随地处理”的规定全部取消。

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的颁布及
施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仅在施行征购
的 5个乡，就使农民承购到 2.6万亩土地。
到 1947年 1月，在没有进行过土改的 370
多个乡，有 120 余万亩土地回到农民手
中。在征购中，中农也积极参加，不少中农
承购到了土地。地主、富农留下的土地按
人平均一般超过中农。由于各阶层农民普
遍得到了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增强了内部团结，为发动群众保卫边区奠
定了思想、物质的基础。中共中央西北局
和边区政府，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在
征购前首先发动农民对地主开展面对面的
诉苦清算斗争，然后再讨论征购中的各项
问题，如根据清算应退赔多少，留下多少，
征购多少，地价为多少等。通过这种办法，
地主大部分土地无偿退赔给农民，一部分
土地以公债的形式转移到农民手中。中共
中央充分肯定了边区征购地主土地工作的
经验，在1947年2月8日的通报中指出，用
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不是以公债
征购代替清算、献地，而是在清算献地之外
新增加一个征购的办法，更有利于发动群
众，减少中间派资产阶级的反对，使土地问
题迅速彻底解决。因而，它是取消封建土
地关系与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
最好办法之一。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音乐跨越国界，文化架起桥梁。
在美国费城金梅尔表演艺术中心的

舞台上，费城交响乐团新春音乐会奏响节
目单上最后一首乐曲——中国民乐《茉莉
花》。清新优美的旋律缓缓流淌于现场两
千余名观众的心间，曲风倏然一转，一串
活力四射的音符跃入耳际——是费城老
鹰队的队歌！观众们的情绪一下被点
燃。在这个令人沉醉的夜晚，两国音乐家
特意为观众准备了这份“惊喜”。

1月 12日晚，结束访华之旅两个月
后，费城交响乐团在中国农历龙年春节前
夕，邀请中国指挥家余隆担纲指挥，为美
国观众带来一场东西合璧的艺术盛宴。

“音乐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在
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架起沟通的桥
梁。”费城交响乐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
思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就在习近平主席对中美艺术家表
达鼓励之后，两国音乐家再度同台演出，
东西方经典作品彼此呼应，这成为双方
交流合作的新起点。”为音乐会担任指挥
的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总监、
国际知名指挥家余隆告诉记者。

“对所有中美艺术家的鼓励”

1973年 9月，费城交响乐团成为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乐团，是
中美文化交流的破冰者之一。2023年
11月，费城交响乐团第13次来华演出交
流，续写与中国人民之间跨越半个世纪
的音乐友谊。

“这真是一次特别的访华之旅。”马
思艺说，令他倍感荣幸的是，去年在京演
出之际收到了中美两国元首的致信，“这
充分表明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人和音乐

作品过去 50年来在中美之间架设了桥
梁，发挥了积极影响”。

“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发
展。”余隆至今对费城交响乐团半个世纪
前首次访华掀起的热潮记忆犹新。“50年
来，中美双方的人文交流不断向前发展。”

费城交响乐团去年访华之际，习近
平主席在复信马思艺时强调，希望费城
交响乐团和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艺
术家一道，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
容，密切交流合作，促进艺术繁荣，为中
美人文交流和各国人民友好再续新篇。

“习主席的复信是对所有中美艺术
家的鼓励。”余隆说，希望通过中国艺术
家此次赴美演出，让美国观众和艺术界
更充分地感受到中方对加强两国人文交
流的重视。

在这位中美人文交流的亲历者看
来，艺术的交流交融带给人们一个重要
启迪——“世界就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
团，各国应像艺术家一样相互欣赏、相互
配合，才能共同演奏出和谐美妙的乐曲”。

从《二泉映月》到《夜深沉》

半个世纪来，中美艺术家在美美与
共的艺术交流、文明对话中缔结和传承
着友谊。

50年前访华交流时，费城交响乐团
同中国艺术家共同登台，演出曲目中既
有西方经典《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也有
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二泉映月》。

“当时我们在中国度过了差不多两
个星期，那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之一。50年来，无与伦比的演出如同纽
带一般发挥着作用。”乐团小提琴手达维
德·布思说。那次中国之行是布思第一

次出国，也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传统音
乐和乐器。

如今，美国舞台上出现越来越多中
国传统乐器，拉近布思和美国观众与大
洋彼岸东方艺术的距离。

1月 12日晚，在费城交响乐团第四
次举办的新春音乐会上，演出曲目既有
歌剧《水仙女》唱段《月亮颂》，也有传统
京剧曲牌《夜深沉》和喜庆热烈的《春节
序曲》。

上海交响乐团打击乐演奏家付艺霏
当晚在《夜深沉》中演奏中国大鼓，又在
《茉莉花》中演奏西方的定音鼓。“不管是
中国的鼓，还是西方的鼓，在表演中都可
以找到共通点。”她说。

余隆介绍，这份中西合璧的节目单
是双方精心策划的。人文交流有助于不
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他尤其期待
能借助春节这一中华传统节日，增进美
国观众对中国人文理念的亲身感知。

在同费城交响乐团的合作后，余隆
计划2月底至3月初再次赴美，指挥纽约
爱乐乐团。在他的促成下，纽约爱乐乐
团自 2012年起举办中国农历新春音乐
会，如今这已成为纽约城中广受欢迎的
新春文化活动。

共创文化交流新局面

无论是复信美国“老朋友”，还是面
向美国友好人士发表演讲，习近平主席
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希望中美年青一代能传承友谊，在
新的起点上，共同创造中美文化交流的
新局面。”余隆说。

“我们珍视同中国人民之间的深厚
友谊，”马思艺告诉记者，费城交响乐团

今年 11月将再次访华，“我们对此充满期
待”。他说，乐团“将继续与中国音乐家展
开交流合作，继续加强与中国艺术、教育机
构之间的联系，也欢迎中国音乐家继续登
上我们的舞台”。

在以往访华之行中，费城交响乐团曾
多次与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青少年展开交
流。听闻美国“老朋友”今年访华计划，中
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小伙伴艺术团团长
郑允华充满期待：“欢迎费城交响乐团常来
中国，我们期待与他们再次相聚，再次共同
奏响友谊乐章。”

“欢迎来到中国！”跨年之际，总部位于
犹他州的美国OneVoice儿童合唱团从西
雅图飞至上海，刚抵达航站楼就感受到中
国朋友的热情。

从摩天大楼到黄浦江畔，美国儿童的
优美歌声一次次唱响：“让我们以音乐会
友！”他们在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短视频中惊
艳亮相，还与上海小学生合唱团共同欢歌
迎新年。

“虽然要坐很长时间的飞机，但能在上
海演出，我很激动！”“漫游上海、了解上海
后，我更想在这里唱歌了！”“我都不想离开
中国了！”孩子们兴奋地诉说着对这座城市
的喜爱。

“我很喜欢中国！”合唱团成员塞安娜
告诉记者，她在中国结识的每一个人都亲
切友好，她最开心的经历就是同中国小伙
伴一起唱歌聊天，“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交
流毫无障碍”。

谈及这次友谊之旅的最大感受，合唱
团艺术总监米歇尔·布思对记者说，真期待
这样的交流“多一些、再多一些”。

（参与记者：孙浩 郭敬丹 杨淑君 孙
蕾 谢晗 李春宇）

新华社香港1月18日电（记者 郭辛）中国邮
政史上首枚数字邮票——《甲辰年》数字邮票首发
仪式 18日在香港数码港举行。

这枚数字邮票是中国邮政首枚发行于公有区块
链的数字加密邮票，邮票图案以中国邮政 2024年 1
月 5日发行的《甲辰年》特种邮票图案为原型设计。

本次活动共发布 5款由不同实物产品与《甲辰
年》数字加密邮票组成的组合套装，限量 10000份。
实物部分为纸质的《甲辰年》生肖邮票小全张，以及
贺岁邮票金、纳福邮票金、如意邮票金和祥瑞邮票
金等 4款足金套装。其中，《甲辰年》生肖邮票小全
张由中国邮政、香港邮政、澳门邮电共同发行；4款
足金套装采用《甲辰年》邮票图样，在黄金实物上印
刻《甲辰年》数字邮票唯一区块链合约地址。同时，
该枚数字邮票为集邮爱好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在区
块链上铭刻个性化信息，如签署收藏者的姓名、生
日或赠送寄语等。

这套数字邮票由中国邮政香港有限公司和金玖
银玖（香港）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龙源传统文
化交流促进中心合作发行。

用音乐筑起中美友谊之桥
新华社记者 兴越 谢锷

●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 ● 群众拥护《中国土地法大纲》

1月18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演员在
首届郯马土特产文化节活动现场进行年俗表演。

春节临近，神州大地年味渐浓。
新华社发 房德华 摄

神州大地年味渐浓

新华社香港1月18日电（记者 谢妞）由亚洲旅
游交流中心举办的2024年“欢乐春节·龙腾港澳”文化
和旅游推介月活动启动仪式18日在港举行，现场公布
多项2024年“欢乐春节”港澳地区的文化和旅游活动，
拓展旅游体验，迎接八方游客，活动将持续至 2月 25
日。

亚洲旅游交流中心主任张栋介绍，今年的“欢乐
春节”港澳地区文化和旅游活动涵盖举办摄影比赛和
推出15条龙年主题旅游线路等。此外，亚洲旅游交流
中心将有两辆花车分别参与香港和澳门的新春花车
巡游。

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在活动中致
辞表示，2023年全年访港旅客约为 3400万人次，多个
旅游产品广受欢迎，令业界信心倍增。特区政府会继
续秉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推动旅游发展，
说好香港故事。

亚洲旅游交流中心公布了 2024年旅游宣传口
号——“龙年游龙乡”。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精神
象征，该中心将全国各地与龙相关的景区景点串联成
多条优质旅游线路，希望港澳居民感受龙在神州大地
留下的足迹。

此外，2024年“欢乐春节”吉祥物“吉祥龙”首次在
港澳地区亮相。“吉祥龙”在五官、表情、动作等设计细
节上，表达中华文化对平安喜乐、吉祥如意的美好期
冀与追求，将龙的神圣庄严与吉祥物的可亲可爱有机
融为一体。

2024“欢乐春节·龙腾
港澳”推介月在港启动

季节变迁，岁月流转，不经意间已至大寒。北京
时间 1月 20日 22时 07分迎来大寒节气，这是由冬向
春的转折点。此时节，天气依旧寒冷，但也抑制不住
春的气息，正所谓“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
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寒冬将尽待春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