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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结合”视角,凸显“交融”特质

———略论沂蒙精神的生成、内涵与弘扬

俞　 祖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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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相比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其他伟大精神,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

的最大特质就在于“交融”,在于党群、军民的紧密结合。 因此,可以从“结合”这一视角审视沂蒙精神的价值、
生成、内涵与践行,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视角深刻认识沂蒙精神的重要价值,从“两个结合”视角

深层剖析沂蒙精神的生成机理,从党群军民结合视角深度把握沂蒙精神中党政军民紧密团结的交融特质,从
“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视角深入推进沂蒙精神的弘扬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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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在考察山东时指

出:“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

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

的事迹十分感人。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

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

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1]35 又

说:“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

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1]432021
年 9 月,沂蒙精神被纳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的

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2022 年 3 月底,
经党中央批准,沂蒙精神的内涵表述为“党群同

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相比于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其他伟大精神,沂蒙精神

的最大特质特色在“交融”,在党群、军民的紧密

结合。 因此,我们可以从“结合”这一视角审视沂

蒙精神的价值、生成、内涵与践行,即结合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视角深刻认识沂蒙精神的重要

价值;从“两个结合”视角深层剖析沂蒙精神的生

成机理;从党群军民结合视角深度把握沂蒙精神

党政军民紧密团结的交融特质;从“结合新的时

代条件” 视角深入推进沂蒙精神的弘扬践行。

　 　 一、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体认沂蒙精
神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高度重视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以其为源头的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 报告提到:要“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要“学习和践行伟大

建党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

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要“弘扬以伟大建

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

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 [2]。 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沂蒙精神,是革

命文化、红色资源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其他伟大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我们要结合党的二

十大报告有关“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力量”“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等重要论断[2],进一步认识弘扬沂蒙精神的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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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弘扬沂蒙精神是实现人民精神富有、丰
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初心,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既关注维护人民群

众的物质利益,也一直关心满足人民的精神世界,
把实现人民群众“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作为奋斗

目标。 革命战争年代,物质生活匮乏,文化生活落

后,战斗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山东革命老区

的各级党组织不仅关注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也
关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

地在组织减租减息、生产运动的同时,还重视文教

事业。 例如,当时开展了冬学运动,“冬学运动不

是一种狭义的识字运动,而是一种具有广泛教育

意义的群众性的文化教育运动,通过它来完成政

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各种任务,通过它来

广泛的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通过冬学运

动“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活跃群众的精神生

活” [3]94-96。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一面开展

土地改革,使农民实现经济翻身;一面开展文教改

革,“费县、沂水、莒南等县已有四百余处学校转

给农民自办,农民欢天喜地打锣鼓扭秧歌赶着小

毛驴到处争聘老师,求得文化翻身” [4]258。 如今,
传承沂蒙精神成了文化文艺生产的重要源泉,要
创作以沂蒙精神为灵魂、以沂蒙文化为底蕴、以沂

蒙风情为底色的精品力作,通过文明实践、文化旅

游推介、全媒体传播等形式,不断丰富人民精神

生活。
第二,弘扬沂蒙精神有利于培育弘扬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中国精神谱系,不断增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沂蒙精神体现的

坚决抗击日寇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精神、
“人民至上”“亲民、爱民、为民”的根本宗旨、党群

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团结奋斗精神、“支
前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等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的

精神动力。 当年《支前导报》曾提出“宣扬支前中

的革命英雄主义”并“以此鼓舞群众、教育群众、
推动群众”,称“在爱国自卫战争中,上千上万的

民兵民夫,纷纷奔赴前线,担任担架、运输、押运、
警卫各种战时勤务;后方的妇女、老幼就肩负了全

部生产任务,并坚持着土改、拥军等后方工作。 他

们就在落后农村的生产条件下,完全供应了这样

大规模近代化战争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史无前

例的伟绩。 无论干部和群众都出现过许多英雄榜

样,也有过无数的模范事迹,而且都是十分动人

的” [4]367。 深挖沂蒙红色文化蕴涵“无数的模范

事迹”,传承沂蒙精神的红色基因,以不断增强中

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彰显其“以高尚的精神

塑造人”的育人功能,使沂蒙精神在培养新时代

民族复兴新人、提高人民精神境界的过程中充分

发挥作用。
第三,弘扬沂蒙精神有利于进一步展示齐鲁

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讲好山东故

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人民的故事,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山东形

象、中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沂蒙精神时,
使用了“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和“山东是革命

老区”两个地理概念,揭示出沂蒙精神是山东红

色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内核与“老渤海精神” “红
色胶东精神”“乳娘精神”“冀鲁边精神”等在山东

革命老区生成的革命精神是相通的,经过相互影

响、相互激荡脱颖而出,进而成为辐射全国的山东

红色文化亮丽名片,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

财富”。 齐鲁文化、山东大地对中华民族、中华文

明的贡献,从“精神标识”的视角看,最重要的莫

过于代表鲁文化的儒家文化、代表齐文化的海洋

海防文化和代表红色资源的沂蒙精神。 也就是

说,沂蒙精神是齐鲁文化的三大“精神标识”之

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这张文化名片推送到

全国、全世界。

　 　 二、沂蒙精神的生成体现了“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始终保持马克思

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他在 2023 年 6 月

3 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第二个结合”进
行了深刻阐述,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
“两个结合”是我们深层剖析沂蒙精神之生成机

理的钥匙,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即把握马克思主

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高度契合性,是分

析沂蒙精神生成因素的关键所在。 沂蒙精神是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产

物,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传统美

德、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先进思想理

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扎根齐鲁大地而盛开

的璀璨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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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

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

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2]。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包括我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倡导的

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关注民心等理念。 作为沂蒙

精神承载主体之一的党政军机构与人员,继承了

中华文明高度重视民心民意的传统,传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以民为贵、以民心为要、以民生为念

的民本思想,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结合,从
而实现了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

在人民。” [5]这一结论,沿用了打江山、守江山、得
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话语与民本理念,生动诠释

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

的支持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赢得胜利的根

基所在。 沂蒙精神充分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

下”的古训,充分表明打江山关键在于赢得民心。
当时根据地报刊曾刊文强调,巩固新解放区“最
基本的问题是争取多数人心向我” [4]41。 “得民

心”、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更成为 “得天

下”、创建新中国的关键条件。 据统计,在淮海战

役中参与后勤保障的民工总数为 543 万人,使参

战的 60 万人民解放军平均每人有 9 个支前民工

提供保障,支前的小推车 5 行 1 排可以从北京排

到南京。 陈毅元帅曾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
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现在“守江山”,守
的是人民的心,守的是沂蒙精神所体现的“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
沂蒙精神传承了中华传统美德和齐鲁良善民

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体现为历代杰出政治

家、思想家提出的精粹思想,而且体现为“人民群

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我国广大劳动

人民传承了崇德向善、崇尚正义、精忠报国、知恩

图报、笃实宽厚等传统美德,齐鲁儿女、沂蒙儿女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因而深具仁爱诚信、忠诚厚道、
善良质朴等精神品质。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以‘仁’为内核的价值取向,以‘忠’
为标志的爱国情怀,以‘义’为特征的做人品格,
积淀形成了山东人民忠诚爱国、敦厚淳朴、坚忍不

拔、勤劳勇敢的鲜明个性。” [6] 齐鲁良善民风成了

沂蒙精神的重要源头。 在战争年代,中共山东分

局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战士“应一方面以

‘诲人不倦’的态度教育群众,另方面又要以‘学
而不厌’的精神向群众学习。 学习些什么呢? 学

习群众的劳动习惯、生产知识、实际朴素的精神以

及群众的语言等” [3]201。 包括民本思想、传统美德

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沂蒙精神的根脉。
沂蒙精神孕育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之

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

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 同历

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

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 [7] 1943 年 10 月,时任中共山

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在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中指出:“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问题,是革命力量

的源泉问题,也是马列主义最基本的问题”,强调

党“必须保持与群众最密切的联系” [4]192。 沂蒙

根据地党政军各级机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

观,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支持,铸就了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因此,马克

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是沂蒙精

神的魂脉。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

分。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

神等其他伟大精神一样,都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

头;沂蒙精神所具有的党群、军民紧密“交融”的

特质,是建党精神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和“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必然发展。 正是战斗在沂

蒙大地的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践行“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与

“不负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扎根于这片土地,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

同铸就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三、从党群关系把握沂蒙精神的交融
特质

　 　 沂蒙精神是党群深度结合、军民深度结合、党
和人民心连心、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光辉范例,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彩华章。 在

“血与火”的考验中升华到“生死与共”境界的沂

蒙精神,是党政军各级组织“党心为民”与沂蒙大

地的各界群众“民心向党”的双向奔赴;是中国共

产党各级组织牢记“亲民、爱民、为民”理念宗旨

与广大沂蒙儿女践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12·

注重“结合”视角,凸显“交融”特质



忠诚担当的良性互动。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党史是一部光辉的奋斗

史,在百余年党史上书写了丰富多彩的奋斗故事,
留下了异彩纷呈的奋斗话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是奋斗故事、奋斗话语的高度凝练和升华总

结。 正是通过奋斗,铸就了中共党史的百年辉煌,
取得了开天辟地的救国大业、改天换地的兴国大

业、翻天覆地的富国大业、惊天动地的强国大业四

大成就。 也正是通过奋斗,取得了新时代的历史

性成就,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新时代

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
斗出来的”,新时代完成的三件大事“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 [2]。
展示中共百余年奋斗历程的奋斗话语有着多种类

型,如始终围绕伟大目标的不懈奋斗、不畏任何艰

难险阻的艰苦奋斗、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接续奋斗、
统一战线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共同奋斗、党和全体

人民共同成就历史伟业的团结奋斗,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就提到了“艰苦奋斗”“共同奋斗”“不懈奋

斗”“接续奋斗” “继续奋斗”等,其中最具浓墨重

彩的是“团结奋斗”,报告题目和会议主题表述均

提到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 [2]。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涉及了奋斗精

神的方方面面,但某一种特定精神还是有所侧重

的,如井冈山精神的核心是“勇闯新路”、西柏坡

精神凸显了“艰苦奋斗”。 具体到沂蒙精神,其灵

魂与核心、其特质与特色就在于“团结奋斗”,包
括党群团结奋斗、军民团结奋斗,团结到“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程度。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

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充分诠释了“是党和人

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要大力

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交融

特质,深挖“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党和人民

“一道拼”、一起干的感人事迹,不断增强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一)“党心为民”赢得人民信赖

战斗在沂蒙大地,乃至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党

政军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把贯彻群众路线视为

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根本所系,把做好群众工作

作为一项基本功,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最大职责,
忠诚实践着“亲民、爱民、为民”的宗旨。 他们深

深懂得“只要我们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一定爱

戴我们”“我们和老百姓一条心,老百姓就和我们

一条心”的道理、真理[4]259-260。 在日寇加紧扫荡

使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刻,党和人民生

死与共的团结显得尤为重要,“现在根据地已缩

小,我党在根据地上细心地认真地争取群众、和群

众共生死存亡的任务,较之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

义” [3]124。 罗荣桓强调:“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懂
得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切实做到照顾群众利益,这
是在困难中坚持边沿游击区决定的条件。” [8]40 黎

玉指出:党的前途最可靠的保证“在于越多越好

的、紧密的团结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党的周围,坚决

拥护党的主张,并决心为党实现党的主张而奋

斗” [3]189。 他还指出:“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
就首先问你自己,你那里的群众工作做好了没

有……归根到底只有真正的发动了团结了群

众的大多数,一切工作才有依托。” [3]292-293 为

了发动和组织群众,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为民

宗旨,关心群众利益,包括发展民主政治以争取群

众政治权力、发展生产并实行减租减息以实现群

众民生利益、发展文化教育以满足群众精神需要、
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以保障群众社会福利等。 山东

根据地注重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建立了主任公署、
专员公署、县政府、行政村等各级机构并“采取了

民主制度”;建立了有权力的民意机关,县以上大

多建立了参议会;逐步推进民主选举与村政改造,
“一般的村干部,由村民大会选举”,“改造后的村

级干部的积极精神和模范作用,为一般人民所钦

感,沂蒙区××村长麻某的坚持工作与吃苦耐劳的

光荣事迹,久已见诸报章,形诸讴咏”;抗日民主

政权把改善人民生活看成“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任

务”,推动减租减息,使人民减轻了负担、增加了

收入,如沂蒙区 1939 年雇工、童工年收入分别为

43 元和 27 元,到 1942 年增至 300 元和 190 元,分
别增加了 257 元和 163 元[3]14-17。 到 1942 年 6
月,“边连 68 个村庄已有 32 个村庄实行了减

租”,沂南“四个地区共有地主 215 家,实行二五

减租的有 179 家,未减的只有 36 家”,通过减租减

息使“沂蒙区抗日根据地”“向着更巩固的道路前

进着” [9]。
为了切实减轻民力、减轻人民负担,中共山东

分局十分重视政权机关精兵简政并要求尽最大可

能压减开支,1942 年 2 月 7 日,山东省战时工作

推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精兵减政的决定》要求

“轻装便服,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的加

强政权机关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要求各级政权

机关和干部,对于‘彻底消灭浪费现象’和‘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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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力’有更高的认识” [8]84。
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还高度重视人民军

队、人民武装的政治工作,将“密切与群众的血肉

联系,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 [3]101 作为基本

任务,指出党的组织作为人民军队、人民武装的堡

垒,“在今天战争已经直接威胁到每一个农村,威
胁到每一个人民的生命财产时,那末党是首先应

该领导人民进行这种斗争的,否则,党就不能取得

人民的拥护” [3]111。 1942 年 12 月 8 日,中共山东

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一九四四年拥

军与拥政爱民工作的指示》,规定正月十五日为

山东各地“拥军节”与“拥政爱民节”。 由于重视

拥政爱民与军队纪律教育,“我军和政权、群众的

关系是普遍的改善了,造成了相当高的拥政爱民

热潮。 莒南征粮,有的说:‘再不交粮就太没有良

心了,咱过的谁的日子呢?’” [3]255 1948 年沂源县

发生空前的灾难,各级党组织号召进行生产救灾,
做到了“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使“沂源人

民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爹亲娘亲不如共产

党亲’,这是全县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 [8]491。
(二)“民心向党”引发爱党拥军

正是各级党组织全心全意为民,正是广大党

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正是人民军队、人民武装

坚决捍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使各级党组织赢得了

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使群众口中一度所称的

“你们军队”变成为了“咱们的军队”,“富有光荣

革命传统的山东人民,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

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解放军打到哪

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为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作

出了伟大贡献” [8]28。 “党心为民”换来了“民心向

党”,使“跟着共产党走”成为沂蒙儿女由衷的、毅
然决然的选择;“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换来了“一切为了战争” “一切为了前线”。 1940
年诞生于沂蒙抗日根据地———沂南县东高庄村的

红歌《跟着共产党走》就唱出了沂蒙儿女“民心向

党”的心声,该歌歌词为:“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

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

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
类一定解放!” [10]113

“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许许多多

“民心向党”的感人事迹,代表着沂蒙精神高地的

范例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沂蒙六姐妹、沂蒙

母亲、沂蒙红嫂。 在 1947 年 5 月华东人民解放军

进行的孟良崮战役中,有“随军参战的 7 万余名

武装民兵及二线民工 12 万人”支援前线,他们

“因为土改分了田,翻了身,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有

深厚的感情” [8]101;“沂蒙六姐妹”就是孟良崮战

役期间涌现的支前模范群体,1947 年 6 月 10 日

《鲁中大众》发表了《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报道

了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姬贞兰、公方

莲六位支前女英模的先进事迹,并将她们称为

“沂蒙六姐妹”。 沂蒙母亲王换于与儿媳张淑贞

等精心照顾 86 个八路军的后代,而自己家的 4 个

亲骨肉因各种原因不幸夭折。 沂蒙红嫂原型人物

之一明德英展示了“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

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用自己的乳

汁救助八路军伤员的大爱情怀;另一原型沂水县

东头镇桃棵子村的祖秀莲,用自家唯一一只下蛋

的母鸡为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员郭伍士熬鸡汤并

精心护理,后来郭伍士写了《人民,我的母亲》以

表达深切怀念。 在 1947 年鲁南战役进行过程中,
平邑一区由 354 人组成的担架队,随军转战并组

织火线抢救,在转运伤员时担架队员“有的给伤

员喂水、喂饭,有的帮伤员解大小便,有的整理衣

架、铺叠衣服,有的问候伤员疼痛、寒暖”,有的重

伤员大小便不方便,他们“就用自己的茶缸、毛
巾、帽子给伤员接屎接尿”,该担架队荣获了“陈
毅担架队”的荣誉称号;陈毅曾经讲到,“我陈毅

死在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对我们的支援。 他

们在战争中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鲁
南平邑一区担架队就是一个范例” [11]491-494。 这些

感人事迹是“民心向党”的真实表现,是党团结人

民不断成就历史伟业的底气所在、本源所在、根基

所在。

　 　 四、“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
蒙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沂蒙精神“不断结合新

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这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

程弘扬践行沂蒙精神指明了方向。 “结合新的时

代条件”是不断随着时代发展发扬光大沂蒙精

神、不断彰显其时代价值与精神魅力的必经途径。
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精神,在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 随

着时代发展,沂蒙精神彰显出其新的时代价值,
“党心为民”有了不同的呈现形式,从“为人民求

解放”发展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一心为民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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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心向党”从当年的“最后一个儿子送战

场”、车轮滚滚支前,发展为“翻身不忘共产党”
“矢志如初跟党走”。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沂蒙大

地涌现出了毛泽东批示所称“愚公移山,改造中

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的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厉月坤等先进典

型。 改革开放时期涌现出了被称为山东乡村振兴

“头雁”的兰陵县代村和被提名为“全国道德楷

模”的该村党支部书记王传喜等优秀榜样。
新时代新征程,仍然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发扬光大沂蒙精神。 “党心为民”发展为“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2]1;“民
心向党”发展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从全国

层面,就是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扬光大沂蒙精神,不断增

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从全省层

面,就是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中,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大力凝聚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开新局”的强大动

能。 从落实层面,就是应将弘扬沂蒙精神与“今
天抓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贡献山东力量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首先,应该与“今天抓党的建设”紧密结合。

沂蒙精神的实质,是建立在落实群众路线基础上

的、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群众路线是

党的根本路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

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要以“党群同心”为统领,以“水乳交融、生死

与共”为目标,以沂蒙精神所体现的“为了群众、
依靠群众”为路径,重塑新时代党群关系干群关

系,通过“守住人民的心”使人民群众像当年支持

我们党“打江山” 那样,支持中国共产党 “守江

山”;使人民群众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执

政之基和力量之源。 要以沂蒙精神以“党心为

民”赢得“民心向党”的感人事迹,教育广大党员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

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做到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
个始终”,即“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 [2]。

其次,应该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紧密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

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

法宝[2]。 当年,“空前庞大残酷的战争,需要最广

泛的力量来支持,战争胜利需要从争取团结所有

可以争取的力量去进行才能赢得” [4]322,需要建立

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党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法宝,仍然要以沂蒙精

神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努力方向,推动大

统战格局中的五大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
教关系、阶层关系与三胞关系)构建,“动员全体

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

来想、一起来干” [2]。
再次,应该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紧密结

合。 沂蒙精神是激发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不同历史时期,沂蒙大地涌现了厉家寨、王家坊

前、高家柳沟、沈泉庄、九间棚、兰陵县代村等农村

基层党组织带领村民战胜各种困难、实现脱贫致

富的先进典型,这些先进典型对当下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仍有激励作用。 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大地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一面组织土改与生

产,一面动员村民踊跃支前,在党的群众工作方面

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人民踊跃支前其重要原因是

“村干部的领导和群众是结合在一起,村干部很

重视支前工作,他们对于执行动员民夫、征粮拥军

等任务,从来不叫苦” [4]336,这对当下推动乡村组

织振兴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当前我们应该大力

发展沂蒙红色旅游,打造乡村振兴的 “诗和远

方”,树立山东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品牌,如 2008
年由山东省沂南县南村社区投资 7. 8 亿元建成

的、位于红嫂家乡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沂蒙红色

影视基地,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成为全国

产业扶贫的标杆。 弘扬沂蒙精神,讲好沂蒙革命

故事,对重塑乡村基层社会关系、涵养新时代文明

乡风、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应该与推动山东文化强省建设紧密结

合。 如前所述,沂蒙精神是齐鲁文化、中华文化的

重要精神标识之一,也将是山东文化强省建设应

该大力书写的重要篇章之一。 在培育、传承与弘

扬沂蒙精神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诸如红歌《沂
蒙山小调》《跟着共产党走》 《沂蒙颂》、小说《红
嫂》、现代革命京剧《红云岗》、芭蕾舞剧 《沂蒙

颂》、电影《红嫂》、现场沉浸文献史诗剧《沂蒙四

季·红嫂》等文化文艺精品。 今后,要生产出更

多体现沂蒙精神“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特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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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党群与军民紧密团结的优秀作品,推动山东

文化强省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推动齐

鲁文化、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推动沂蒙精神成为

山东文化强省的亮丽品牌。

总之,我们的事业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但沂蒙精神依然是也永远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一定会在奋进新

征程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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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ing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ation” and
Highlighting “Blending” Speciality: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Generation,

Connotation, and Promotion of Yimeng Spirit

YU Zu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reat spirits in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greatest speciality of Yimeng spirit forged by the perfect harmony of the Party, government,
army and people, and sharing a common destiny lies in “blending” and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 Party and
masses, the army and people. Therefore, the value, generation,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of Yimeng spirit
can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ation”.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Yimeng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rom the 20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deeply analyz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Yimeng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
nations”, deeply grasp the blending speciality of the close unity of the Party, government, army, and people
in Yimeng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combination, and deep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Yimeng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new era conditions”.

Key words: Yimeng spirit; guiding principles from the 20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generation mecha-
nism; blending spec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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