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纪念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八一前夕，
在上海市双拥办和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的组
织下，70余名来自上海双拥事业一线的工作人
员，前往延安开展研学活动。大家通过参观烈
士陵园、纪念馆、革命旧址，聆听讲解，研讨交流
等形式，回顾革命历史，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对延安精神和双拥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是一次革命圣地红色之旅、历史源头寻
根之旅、延安精神学习之旅、双拥工作交流之
旅、精神境界淬炼之旅。深刻感受到了当时极为
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切身体会到党在中华民
族危亡时刻唤醒民众、团结抗战的伟大创举，参
加活动的学员们纷纷写下感悟感想，表示要进
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双拥运动精神，创新工作方
法、加强社会动员、提高民众参与度，不断促进
上海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重返圣地，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

”

“

1986年9月，我28岁，一身戎装、

血气方刚，满载对革命圣地无比敬仰

之情首奔延安。时隔37年，我跟随上

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怀揣对双拥工

作溯源之心，再赴延安。两赴延安，脑

海中始终不停翻滚着延安黑白与彩色

的两组照片，感慨时时腾起。

首赴延安，心慕宝塔之光而去。

那年，我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

系学习。毕业前一学期，为撰写毕业

论文，学校安排本系80名学员，分赴

上海、广州、延安实地研学。我首选延

安。当时延安虽然最远、最偏，但我认

为，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如

果不到延安，就难以悟到真谛。

那个年代，去趟延安还真不容易。

我们一行20人，打着背包，带着介绍信，

犹如当年热血青年一样，怀着一颗赤诚

之心，踏上朝往革命圣地之路。从南京

出发坐了一天火车到达西安，在解放

军西安政治学院招待所住了一夜，第

二天早早挤乘大巴直奔延安。

西安到延安将近400里，一路上道

路崎岖难行，公共汽车颠簸了10多个小

时才抵达延安。让我深切感受到当年

全国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

克服千难万阻，冒着生死危险，是何等

艰辛。“当年是什么力量驱使全国爱国

青年和社会精英奔赴延安？”这是我首

赴延安时心中带着的一个大问号。

今年再赴延安，尤其观学了延安

大学纪念馆，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慢

慢清晰。观学中，首先撞击我心灵的，

是从纪念馆恢宏大厅步上二楼展厅的

台阶，伴随登阶的沉重步伐，讲解员深

情讲解在阶梯墙面上展现的当年爱国

青年和仁人志士从西安奔赴延安必经

的七个关口，层层设卡，危险重重。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

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

安城。”当年流传着的这句话，将爱国

青年的斗志表达得淋漓尽致。

两赴延安，使我更加深刻认识到：

是理想、信仰、希望之光和力量。当

年，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国土，抗日救

亡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最强音。这个

时候，迫切需要有人站出来挽救危局，

这无疑就是中国共产党。当年延安宝

塔之光，成为中华民族希望之光，延安

成为吸引全国爱国青年的圣地也就理

所当然。

再赴延安，在宝塔山上山坡壁上，

镌刻着延安宝塔歌“延安有宝塔，魏魏

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

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的标语，这也

是对延安宝塔之光的真实写照。

延安，既是革命圣地，也是双拥运

动发祥地。如何使双拥圣地的宝塔之

光成为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前进方向和

力量源泉？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社会化

拥军优属事业的人而言，心里都有一

束光，这束光就来自延安宝塔山。更

重要的是，要用延安双拥之光，像当年

吸引全国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一样，

聚光成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

会力量，汇聚到新时代社会化拥军优

属的伟大事业中来，让延安宝塔之光

永辉。

孙庆祥

两赴延安感受宝塔之光

每次到革命圣地延安，我都深受

教育和感动。从杨家岭到枣园，从七

大会址到延安大学校史馆……一路上

充满红色的氛围，充分体现了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在延安窑洞诞生的《矛盾论》《实

践论》，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从四八广场张

思德烈士墓志铭到《为人民服务》经典

阐述，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此次重返延安，就是要用延安精

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进一步加深对

双拥精神内涵的认识。在延安革命纪

念馆，那幅当年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

领导看望慰问359旅官兵的照片，真

实记载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历史画

面。讲解员介绍，在军地双方相互推

动和配合下，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

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双拥

运动由此兴起。无论是解放战争时

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双

拥运动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展现出

了巨大威力。老百姓踊跃支前支援人

民军队，子弟兵热爱保护人民群众，军

民团结战无不胜。

此次寻根之旅，使我们在理论与

实践上进一步提高，更加深刻认识延

安双拥运动。正是80年前中国共产

党为“实现革命力量大发展”而作出的

实事求是伟大创举，彰显党性牵引传

承、问题倒逼推动、战略主动布局和自

我革命引领等价值。

至今，双拥精神历经80年沧桑而

愈久弥坚，在新时代强国强军新征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军民融合发展、脱

贫攻坚、抗击疫情等新的人民战争中

不断升华，对提高党的组织领导和科

学决策能力具有重要启示，对助力提

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值得我们永久铭记和传承。

经过延安革命圣地红色精神的熏

陶和激励，我进一步坚定了投身社会

化拥军优属崇敬公益事业的决心。阳

光照进四八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掩

映中的碑身上，镌刻着毛泽东同志的

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这里

安葬着13位“四八”烈士和15位革命

先烈。我们要赓续他们的革命精神，

做好新时代社会化拥军优属崇敬关爱

工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我们

这代人应有的贡献。

张长东

重返圣地体悟精神内涵

在延安学习期间，特地参观了红

街。这条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新

时代，红色文旅如何创新表达，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红街位于延安高新区，距机场和高

铁站10分钟车程，距宝塔山只有5公里，

其由主题街区、窑洞酒店群，还有市内湖

——延湖共同组成。红街主题文化街区

主要有：会师广场、边区广场、胜利广场

等，从会师广场到胜利广场，代表着党中

央在延安13年的光辉历程。延安红街

以“文旅+科技”为主题，以沉浸式情景剧

《再回延安》为红色文化创新表达，日渐

成为年轻人红色文旅首选目的地。

延安红街开业首日，吸引了26万

名游客慕名而来，开业首月游客超

200万人次。据统计，接待的游客中

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年轻人。

难怪，我的几位青年朋友，到陕西

旅游，先不去看兵马俑，却专程到延安

红街走一趟，看了之后他们啧啧称赞：

在延安不仅看到了宝塔山、杨家岭、枣

园等革命旧址，还看到了红街一条街

上时尚与传统、科技与红色主题紧密

结合的崭新成果。如今，我行走在红

街，看着延湖边逶迤曲延的传统建筑

和驻满的商家，售卖着地方特产——

硕大的狗头枣、甜咸适口的枣泥饼、酥

脆的炸麻花……一条街写满了延安地

区传统文化的灿烂丰富。

在圣地广场，一座恢弘的红色建

筑——红色时光剧场冲击着游客们的

视觉。我兴奋地站在五角星形的大门

前留影。剧场内，没有一个座位，观众

们随剧情行走在四个演出区域，国内

首部红色室内情景体验剧《再回延安》

就这样迎接八方来客。

《再回延安》以一本红军战士的日

记为创作元素，从聆听红军讲述长征

故事开始，用倒叙的方式，讲述了长征

路上某红旗班翻雪山过草地，用生命

护送红旗到达延安的故事。

不同于以往镜框式的“坐着看”，

《再回延安》采用了年轻人喜爱的新型

观演形式——“走着看”。置身剧场，

观众和演员“零距离”，仿佛自己也是

一名红军战士。我边看边落泪，悄悄

观望四周，发现不少人与我一样。

《再回延安》还利用声光电、真实

风雪等高科技手段，打造多重体感互

动的体验，让观众真切地感受着那段

岁月。例如，当进行到攀爬党岭雪山

这一幕时，现场寒风呼啸，大片雪花乱

飘，舞台上战士们饥寒交迫，但还是毅

然地往上爬着。台下的观众则在现场

真实风雪的环境中，与演员一起体验

着爬雪山的艰辛，身临其境。

基于当代年轻人对于中国历史的

了解和对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趣在提

升，《再回延安》通过对题材的挖掘和

创新形式的演绎，让这个节目能吸引

更多年轻人，更好传承红色

文化、助推红色旅游，这无疑

是成功的。

缪琪

《再回延安》何以吸引年轻人

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丰富的人物模

型、沧桑的历史图片、生动具体的文字介

绍，给大家再现了革命延安的战争、生产、

生活情况。在陕甘宁边区人民支前运动

展区，书写毛泽东同志“战争的伟力之最

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大幅画，

引起大家驻足观看、相互交流，感到军队

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走进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住的窑洞，一个

个简陋的窑洞、一件件朴素的陈设、一幅

幅珍贵的图片，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老一

辈革命家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

神。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在简陋的窑洞

里，中共中央指挥着抗日斗争敌后战场，

开展了大生产和整风运动，提出了“统一

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形

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

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等。

宝塔山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是

革命圣地的象征。一早，登上宝塔山，俯

瞰延安城，青山环绕、绿水依傍，延安建

设日新月异，深感不变的是延安精神，不

变的是老区人民朴素的情怀，实实在在

感受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力量。

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集中展示了

军民大生产时期的富饶风貌，还原了大

生产运动及359旅边开垦边练兵的场

景，脍炙人口的《南泥湾》，是延安精神的

原生形态，领悟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从延安发源，80载时光荏苒，双拥

优良传统薪火相传。80年前，在党

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和

八路军留守兵团掀起了轰轰

烈烈的双拥运动热潮，使军

政、军民关系有了显著改

善，形成了“军民团结

如一人，试看天下

谁能敌”的生动

局面。听着延安双拥工作的介绍，感到

延安军民始终接续传承双拥光荣传统，

创新开展新时代双拥工作，重现火热的

延安岁月，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

的时代华章。

几天来，无论在纪念馆，还是革命旧

址，一拨拨的游客来来往往，人流不绝。

来这里的人们是怀念一段岁月、怀念一

段历史、怀念一种精神，让大家感受到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

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双拥运动

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我党我军我

国人民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一座城与一种精神。新时代新征程

上，作为一名双拥工作者，要大力弘扬伟

大延安精神和双拥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准确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特点规律，不

断完善军地协调机制，加强相互支持配

合，更好服务军地建设发展；发挥双拥工

作优势，聚焦“前线、前沿、前哨”，服务部

队备战打仗，落实拥军优抚法规政策，破

解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广泛开

展社会化拥军活动，引领社会力量热爱

双拥、支持双拥、参与双拥，巩固发展新

时代军政军民团结，为巩固提高一体化

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推进强国强军

汇聚强大力量。

何汉林

感受一座城与一种精神

6月的延安是沸腾。在多年的

生态保护下，延安城的6月不像过去

那样干燥炎热，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的人们，纷纷来到红色之都进行寻根

之旅。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分子，在

数天的参观学习中再一次感受到学

习、再学习的重要性，再次体悟到80

年前双拥运动的伟大和精神传承的

必要。

无论是四八烈士陵园、延安革命

纪念馆，还是宝塔山、杨家岭，一群群

佩戴党徽、神情肃穆的游学者穿梭往

来，在讲解员的讲授中与革命先辈进

行跨时空的交流，在感悟历史中一遍

遍洗涤心灵、明史明智。作为以双拥

运动为主题的研学团队，我们当然更

关注发生在延安的双拥故事。

在各个展览馆、纪念馆，我看到

的不少历史材料，都详实地证明了一

个道理：没有军政军民关系的巩固团

结，就没有生产力和战斗力。1943

年，陕甘宁边区的贸易还是负增长

（-187625边币），到 1944年就变为

1563128边 币 ，1945年 更 是 增 长 到

303060边币；边区私营商业户从1937

年的150户，增长为1944年的473户，

类似的家庭纺织业、手工业作坊、民营

企业、煤炭开采、化学工厂、纸厂等各

类增长统计表令人眼花缭乱、惊讶不

已，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了经济社会发

展背后双拥工作的重要价值。

沉浸在讲解、座谈、访谈、情景剧

等各种形式课程下，我们对80年前

双拥运动的产生、发展及价值认识，

不再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而是深入

到其如何直面问题自我革命、如何坚

持党性创新发展、如何抓住时机战略

布局、如何转化升华提高效能等深层

次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双拥工作顺应

时代发展，组织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思

想根基更加坚实牢固，军地多层次全

方位合作硕果累累，特别在脱贫攻坚、

抗击疫情等方面得到升华。面对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国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新的发展机

遇和挑战任务，我们需要坚持问题导

向，挖掘并解决“真”问题，才能进一步

做好双拥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

石的军政军民关系。

今天，我们再回延安，已不是简单

的自我学习、知识学习，而是要以继续

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自觉，

以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型社会、学习型

国家一体建设的自觉锤炼党性、传承

精神、创新实践。党的二十大强调，建

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全民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这对每位党员干部建设马克思主

义学习型政党的自觉,提出了明确要

求，而知信行合一是重要评判标准。

借助这次延安学习之旅，相信我们都

能以新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之中，创新

实践、再立新功。

张雪梅

从双拥精神中汲取力量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在革命圣地回

望80年前延安双拥运动。

1943年初，为进一步密切军政、军

民关系，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八路军后

方留守兵团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

中央指示，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开展双拥

运动。现在留有的杨家岭等红色旧址遗

址里仍有踪迹可寻。1943年2月的一份

老报纸上，仍可见到《甘泉军民团结互

助》和《民众借给菜地种籽菜蔬，驻军数

十头牛代为耕地》等报道，字里行间可见

当年的双拥热潮，也激励着新征程上双

拥事业的践行者们。

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再回延安》，让

我久久沉浸在英雄激情体验和精神境界

的淬炼之中。“军队是扛枪的老百姓，老

百姓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军为利箭民

做盾，为保江山团结紧。”讲解员用陕北

方言，唱出了边区军民鱼水相依的血肉

相连。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双拥运

动的发祥地，拥军优属的初心之地。此

次来延研学，使我深切感受延安的精神

魅力，也为基金会下一步拥军优属工作

提供了动力与思路：弘扬双拥传统，推进

双拥工作继续创新发展，谱写新时代双

拥工作的崭新篇章。

在延安参观研学中，我一直为延安

军民对党忠诚，为全国进步青年向往延

安、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所感动。《再回延

安》中，一名红军战士在全班战友壮烈牺

牲后，仍坚守“一面不朽的旗帜”，赤诚向

党，感动全场观众，也让大家受到精神洗

礼和党性淬炼。

80载风云变幻，80载双拥如潮，双

拥精神火炬烛照未来实践。我越来越

感受到，穿越历史云烟，走过80年光荣

历史的双拥，正面临着崭新的发展机

遇——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

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只要

我们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双

拥工作就一定能够永立时代潮头。

正如一名学员所言，到延安，就是要

把精神状态激发出来，把奋进力量凝聚

起来，在建功拥军优属事业、推动创新发

展上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顾华

  年双拥面临发展新机遇

游
客
们
观
赏
大
型
沉
浸
式
情
景
剧
《

再
回
延
安
》
。

申
卫
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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