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1月11日 星期二 第67期

热线电话：18660496553 Email：dzrbytz@163 .com 13

导读

14版 政 经

胶东革命历史地位和贡献得到党史专家肯定

数地域红色文化，须看胶东

新起点建都市

莱山亮出“文化牌”

□ 责任编辑 霍丽娜

□记者 郑书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烟台市委召开全市

科学发展观摩会议。11月6日至7日上午，与
会同志观摩了各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现场和
机场、铁路等重点工程项目。7日下午，烟台市
委在东山宾馆集中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张江
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利分别讲话。

张江汀说，今年以来，全市改革发展各项
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进展。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全市上下要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动力，以党的教育实践活动激发出的热情
为牵引，在思想上“拧紧发条”，在作风上
“求真务实”，在行动上“积极作为”，聚
焦重点、精准发力，确保打赢全年改革发展
攻坚战。一要全力以赴抓转调，在转型升级
促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二要快马加鞭抓项
目，在提升实力增后劲上实现更大突破。三
要真刀真枪抓改革，在破旧立新增活力上实
现更大突破。四要真心实意抓民生，在增进
民祉促和谐上实现更大突破。

打赢全年

改革发展攻坚战

□于冬亮 王杨 报道
本报莱州讯 依据农业部玉米专家指导

组、中国作物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中国作物
学会栽培委员会玉米学组2005年8月联合制
订的“关于玉米高产、超高产田间测产验收办
法和标准”，10月18日-19日，全国玉米栽培学
组有关专家对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紧
凑型夏玉米百亩方、十亩方高产攻关田进行
了测产验收，该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新品种

“登海618”创造了全国百亩方夏玉米高产新
纪录，“登海661”刷新了全国十亩方夏玉米高
产新纪录。

最终验收结果表明，该公司选育的紧凑
型高产早熟杂交玉米新品种“登海618”，面积
102 . 60亩，亩产为1151 . 65公斤，实现高产纪录
重大突破，创造了全国百亩方夏玉米高产新
纪录；中矮秆大穗型玉米品种“登海661”，面
积10亩，亩产为1335 . 81公斤，刷新了全国十亩
方夏玉米高产新纪录。

1151 . 65公斤

1335 . 81公斤
登海玉米新品种两创高产纪录

□记者 吴洪斌 杜晓妮 赵丰

革命贡献不可忽视

说起山东的革命老区，很少有人将其与经
济发达的胶东挂钩。“革命老区经济条件相对
较差，但胶东着实是个例外。”在研究胶东抗日
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对胶东的经济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胶东
地区为全国、全省革命斗争提供了巨大的经济
支持，这改变了我一贯的穷乡僻壤闹革命的看
法。”

1942年，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税收入是整
个山东抗日根据地财税收入的39 . 3%；1942年
和1943年，胶东抗日根据地上缴的公粮和田赋
均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42%以上；1945年上半
年，胶东抗日根据地与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相
比，工厂数占到62 . 5%，职员数占到54 . 05%，工
人数占到67 . 04%，资金数占到59 . 39%。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
长刘克崮作为土生土长的胶东人，看到这样一
组数字也为之振奋，“胶东地区海岸线长，商埠
口岸颇多，商品运输便捷，且饶渔盐之利。”

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报告中，指
出胶东的三项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创办北海
银行发行纸币，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坚持黄金生
产，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输送43万余两黄金，成

为中国革命取胜的主要经费来源；创办军工生
产，成为“华东军工的主要部分”。在刘克崮看
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只是武装斗争，其背后
也需要强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
支撑，基于此，胶东地区的贡献是不可小觑的。”

胶东精神植根于血脉

胶东地区是全国、全省最早开展革命活动
的地区之一，是为中国革命贡献人财物力最多
的地区之一，是发生革命历史事件最集中的地
区之一。当年浴血奋战、烽火连天的战斗史延
续至今的当属不可磨灭的胶东精神，但究竟何
为胶东精神？

经历了战火洗礼的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
军史办原主任张克勤讲了一个故事：潍县战役
我军攻占北关后，81团奉命为攻城部队开辟通
道。在北辛庄两条大街交叉口，丧心病狂的蒋
军开枪扫射30多名抱小孩的妇女，其中一名被
击中头部，手中不满三岁的女孩被摔出两米

远。向前沿送弹药的班长宫振宾，冒着敌火匍
匐过去，救走小女孩。当一个鲜活的小生命被
交到孩子外公手里时，老人早已泣不成声。“这
样的故事不计其数，胶东子弟兵的血液里就流
淌着胶东精神。”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丁龙
嘉认为，胶东红色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表现
为：视野开阔，追求进步；干事创业，勇于担当；
通权达变，敢于革新；兼容并包，善于协和；顾
全大局，甘于奉献，概括起来就是进步、担当、
革新、协和、奉献。

人们根据红色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提
炼出不同的红色精神，著名的有“井冈山精
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三种精神虽
以地名冠名，但反映的却是时代性，而胶东精
神却是地域性鲜明的红色文化。”丁龙嘉说。

对于胶东精神的提炼，刘克崮提出自己的
观点，“精神不足以反映胶东红色文化的精髓，
胶东革命所取得的历史贡献和作出的巨大牺
牲，源于根植于胶东文化基因中的胶东魂，其不

为时代、民族所影响，是胶东人民的精神主宰。”

历史具有现实作用

“200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拍了个专题片，谈到八路军在山东的抗日战争
史时，那么多英雄事迹、重大战略不去细讲，讲
的却是父亲罗荣桓为何为我起现在的名字。”
说到几年前的事，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
研究会会长罗东进不免几多感慨，“胶东的历
史是厚重的，是悲壮的，更是应该挖掘铭记
的。”

“对于胶东革命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了框
架，但仍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探索。”李忠
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充分发挥党史
资料丰富、成果丰硕的优势，“在党史成果转化
和红色资源开发的各项工作中大显身手，真正
做到党有所需，‘史’有所为。”

2013年，烟台便以“打造胶东红色文化龙
头城市”为己任，在传承和弘扬胶东红色文化
上持续用力，整理完成了《胶东革命史料目
录》，对69名老将军、亲历者进行了1700多分钟
的影像留存，核实登记了全市332处红色遗址，
推出《大秧歌》、《胶东烽火》等优秀作品。

罗东进对烟台所做的努力给予肯定，“思
想界现在存在很多混乱的东西，发掘胶东文化
的正能量，为思想活跃的青少年‘补钙’，将会
对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带来长效作用。”

◆核心提示：11月5日，“胶东革命历史地位和贡献暨胶东革命精神”
座谈会在烟台召开。提炼“胶东革命精神”，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北京八
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烟台市委面
向全国征集论文，并邀请14位优秀征文作者代表参与座谈会，为进一步研
究探寻胶东军民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性贡献。

□ 本报记者 洪斌 晓妮 赵丰

11月6日下午，海阳市郭城镇战场泊村。夕
阳西下,漫天的红霞映照着“许世友将军在胶
东纪念馆”。

自10月24日开馆以来，每天来参观的能达
到五百人次。“来纪念馆参观的人次大大超出
了我们的预期”，纪念馆馆长张真说，“附近的
村民更是一天来好几次。”“我们庆幸，在这场
保卫本地抗战历史记忆的战役中，我们没有

‘迟到’、‘缺席’”。

纪念“将军之风”

纪念馆里，一批参观者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正认真地参观着八路军缴获的斑驳的三八
大盖和一幅幅再现当年抗战历史的有些昏暗
的图画。

“纪念馆建得很好，很多东西和我小时候
见到的一样”，村民修正禄说。修正禄来自鲁古
埠村，今年已经70岁了。“以前听说过许世友将
军的传奇故事，但并不详细，听了讲解员介绍
后，对许世友将军有了更多的了解。”

相比于修正禄老人，25岁的张翠霞虽然也
是当地人，对许世友将军及其与胶东军民的深
厚情谊就知之甚少。

“正是看到了这种现象，市委、市政府感觉
是时候做些事情来保存、保卫这段历史记忆
了”，海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东生说。

原许世友将军秘书孙洪宪也认为，许世友
将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他的事迹大都流传
在民间，流传在口头上。“这样知道许世友将军
事迹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段历史可能被遗忘，
这对党的事业无疑是重大损失”。

为发掘、保护好这一具有传奇色彩的红色
文化资源，海阳市委、市政府通过大量的细致
工作，挖掘抢救，将过去分散在各地或流传在
民间口头上的许世友将军及胶东子弟兵的感
人事迹，以纪念馆的形式永久地、系统地保护
起来。

“纪念馆的建立，将使这一段宝贵的历史
记忆可以永久传承”，孙洪宪说。

红色胶东 军民情深

“许世友将军大勇大谋，更是忠于祖国、孝
顺母亲的典范”，讲解员李亚亚说，“用今天的
话说，就是他特别懂得感恩，每次讲到他‘三跪

慈母’的时候，很多参观者都闭上了眼睛，重重
地点了几下头”。

正是因为感恩，在许世友将军领导胶东抗
战期间，“民拥军、军更爱民”，一个个细小而生
动的故事，为我们串起胶东军民鱼水情深的记
忆珠串。

“思源”古井见证胶东军民鱼水情深。当年
胶东军区机关迁驻此地时，为使部队吃上干净
放心的水，村民们把这口井重新淘了一遍。军
区政治部派人立下石碑，上书“思源”两字，以
铭记胶东人民的深情厚意。

点滴小事体现将军爱民之心。许世友借住
在老乡家时，为防止半夜或清早出门开门关门
声影响百姓休息，就下了不准关门的命令。

正是因为军民一心，仅1943年一年，许世
友将军指挥作战975次，攻占敌伪据点23处，歼
灭日伪军1万余名，占胶东敌伪总数1/3强，粉
碎了日军的“蚕食”推进政策。

2013年12月，在纪念馆筹建之时，许世友
的夫人、胶东人民的女儿田普亲笔题写了：“红
色胶东，军民情深”，是对那个时代军民鱼水情
深的最好注解。

打造红色文化教育窗口

“‘许世友将军在胶东纪念馆’展示了许世
友将军传奇一生、凸显了战时军民情深和胶东
子弟兵的丰功伟绩，将成为独具特色的革命传
统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党性教育和国防教育
基地”，徐东生说。

“这次参观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许世友
将军对敌人威武，对百姓温暖，对母亲孝敬的
精神境界，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一名党员干部对记者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
红色文化既是当地人民的财富，也是资源，要
充分发挥本地红色文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作
用。种种事实表明，保卫本地抗战历史记忆，不
能迟到，更不容缺席。

“为发掘好、保护好、传承好红色文化资源，
海阳市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按照烟台市对海阳‘先行一步、做出表率，为烟
台打造胶东红色文化龙头城市多作贡献’的要
求，加快推进《大秧歌》电视连续剧、八路军胶东
军区机关旧址、赵疃地雷战遗址‘三大红色文化
工程’，打造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基地，把红色
基因融入城市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海
阳市市委书记姜仕礼说。

海阳“许世友将军在胶东纪念馆”汇集大量民间故事，再现许世友将军传奇———

让“将军之风”留在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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