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渤海精神 建设现代滨州
——— 弘扬渤海革命传统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登

◆背景
滨州是渤海革命老区中心区、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在革命战争年

代，“老渤海精神”是渤海老区广大军民保家卫国、争取解放的制胜法
宝。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时期，“老渤海精神”是激励滨州
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追赶超越的强大动力。“老渤海精神”与一切
先进文化形态一样，具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品质。

滨州人民在弘扬“老渤海精神”、加深改革开放、加快实现小康社
会建设的过程中，培育提炼出了“奋斗、和谐、超越”的新时期滨州精
神，它是“老渤海精神”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升华。

2014年11月18日，由光明日报社、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山东
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滨州市委、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
据地研究会承办的“弘扬渤海革命传统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
论研讨会在滨州举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发来贺信，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
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获悉本次研讨会，欣然题词“继承革命传统，
弘扬渤海精神”。与会的领导、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和交流。

渤海区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
争后期山东三大战略区之一(另为胶东区、鲁中南区)。其东至胶莱河，
西抵津浦线，南跨胶济路，北止天津南，东北濒临渤海，版图面积最大
时达5 . 4万平方公里，人口1114万，下辖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中心
地域在现滨州市。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今惠民县城
及惠民县何坊乡。1950年5月因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渤海区奉命撤消，
所辖区域调整划分，涉及现在的滨州、济南、淄博、潍坊、东营、德
州、河北省沧州7个市共47个县。

抗日战争时期，渤海区的前身——— 清河区、冀鲁边区的抗日军民坚
持冀鲁平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粉碎了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
的反共摩擦，开创了以黄河入海口为中心的垦区抗日根据地。“七七事
变”后，日本侵略军自北平、天津大举南下，冀鲁边区首先进行抵抗。
抗日战争时期，渤海区部队共歼敌2 . 6万人，解放县城25座，人口575

万。除津浦、胶济两铁路线上部分城镇尚为日伪控制外，渤海区内敌伪
已被我军全部肃清。

解放战争中，渤海区不断发展壮大，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重大历
史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贡献：

一是不断地掀起大规模参军热潮，成建制调出野战部队，渤海子弟
兵成长为我军的骨干力量。抗战胜利后，杨国夫、刘其人、龙书金、徐
斌洲等率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和渤海区独立师共1 . 3万名渤海子弟兵奉命
挺进东北，后编入四野六纵，1948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解放
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6、1947年，刚刚求得翻身的渤海区广大农民纷
纷报名参军，为保卫胜利果实，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参军热潮。渤海区先
后共有17 . 2万人参军。渤海区还抽调50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
放区，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抽调30余名干部北上大连组建中共渤海区
大连工委，开展对敌占区城市的经济工作。

二是轰轰烈烈地开展大支前运动，“车轮滚滚”支援我军取得解放
战争的最后胜利。解放战争一开始，渤海区党委就把保障前方作战部队
的物资供应作为整个支前工作的中心任务，组织广大群众，为前线筹
集、运送粮草、副食，制作被服鞋袜，生产和运送武器弹药等，一批又
一批的支前大军源源不断地奔赴前线。据统计，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
全区支前的民工达81 . 9万人次，出动大小车近128万辆次，牲口97 . 8万
头，运送支前军粮1 . 35亿公斤(占山东全省这一时期全部支前用粮的
38%)。

三是渤海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度成为整个华东战区的战略大后方，
堪称华东地区的“小西柏坡”。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45万兵力重点
进攻山东。陈毅、粟裕率华野部分部队渡过黄河后，进驻渤海区阳信县
何家坊(今滨州市惠民县何坊乡)一带，指挥华野西线兵团，配合刘、邓
大军转入外线作战。张云逸、邓子恢、舒同等领导同志率领华东局、华
东军区所属部分机关，分别转移到渤海区黄河以北阳信县一带。同时，
华东局部分党政干部和野战军兵站、医院、后勤机关、荣军学校，鲁
南、鲁中区党委所属部分机关，还有大批伤病员、伤残军人、干部家属
和随军民工，苏北、淮北地区的部分人员，以及经渤海区转入鲁西南地
区作战的华野六纵等部，共40余万人转移至渤海区。渤海区成为这一时
期整个华东区和华东战场的后方基地。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渤海区军民在中共渤海区党委的领导下，为
彻底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进行了前赴后继、
英勇顽强的斗争。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渤海区留下了战斗的足
迹；景晓村、马耀南、杨国夫、廖容标、李人凤等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享
有很高的声望，留下许多传奇故事;著名烈士黄骅、杨忠等牺牲在这片
土地上；毛岸英在此参加过土改。据1982年国家民政部统一组织的普查
统计和后来的补充登记，有原始资料的渤海区烈士共55308人。渤海区
的光荣革命斗争历程和作出的巨大牺牲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渤海革命老区简介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弘扬革命精神更需要向前看

渤海区在它特殊的革命斗争过程
中，孕育和形成了独特的革命精神。
“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
奉献”，应该是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
这样一个革命精神的重要内涵。这样的精
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和基础。

我们党已经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涵，是从整体上、理论
上、战略上所作的提炼。但是它又表现
在方方面面，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
当中又有不同的表现。滨州市可以从自
己的实际出发，结合自己的历史和传统
来加以研究和弘扬。尤其是这片土地上
孕育出来的传统和精神，对于当地人民
来说有一种特有的亲切感，容易入脑入
耳入心。

弘扬革命精神，不只是简单地向后
看，更重要的还是向前看。所以，要把
弘扬历史传统与弘扬改革开放的精神紧
密结合在一起，推动现实的各项工作。

历史、现实、未来是连接在一起
的。我们搞历史的是需要向后看的，但
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向前看，因此在这一
过程当中，我们首先需要珍惜历史。渤
海革命老区具有优良的历史传统，也留
下了非常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精神遗产。

在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当看到那
一面长长的刻着多少英烈名字石碑的时
候，我们会肃然起敬。到了那个点着火
的墓前，我们几位跟两位将军一起三鞠
躬，表示敬意。此情此景，是会对我们
每一个人产生震撼的。所以，要保护好
历史遗产，抓紧时间收集更多的历史资
料，做好研究，搞好应用，以此推动建
设更加美好的现代滨州。

光明日报副总编沈卫星：

滨州是观察革命老区

改革发展的一个窗口

渤海区是一片红色的土地，革命先
烈用鲜血和生命孕育灌溉了这里的每一
寸草木，诞生了令人为之自豪和骄傲的
“老渤海精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渤海区广大军民
发扬“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
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前
仆后继，英勇斗争，为民族独立和解放
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也为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从
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一是在最深厚的民族精神里扎根，从红
色革命土壤里汲取营养，这就包括“老
渤海精神”。如何进一步发掘渤海老区优
秀传统、“老渤海精神”，将它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使它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强
大正能量，为推进改革发展提供有力思想
保证和智力支持，这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
命题和意义。光明日报也将利用这次机
会，深度挖掘渤海革命传统的内涵和实
质，搜集整理报道素材和资料，大力宣
传弘扬渤海老区革命传统。

今后，光明日报还将继续加强与滨
州的联系沟通，把滨州作为观察、了解
革命老区改革发展的一个窗口，广泛了
解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所需所
求。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

副政委罗东进：

“老渤海精神”

与延安精神一脉相传

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英勇的
渤海区军民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创造了可
歌可泣的光辉业绩，谱写了一曲曲荡气
回肠的英雄赞歌。涌现了“舍身炸敌

堡”的抗战英雄侯登山、“刘胡兰式的
女英雄”吴洪英、“铁打的英雄汉”刘
竹溪、“打不烂拖不垮的钢八连”等战
斗英雄和英雄群体；留下了“一马三司
令”、“一门四英雄”、革命老妈妈等
无数传奇故事；黄骅、杨忠等55308名烈
士的鲜血洒在了这片热土上；景晓村、
李人凤、马耀南、杨国夫、廖容标等多
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留下了战
斗足迹。

渤海区军民不仅创造了彪炳史册的
辉煌战绩，而且孕育了丰厚的精神财
富，形成了弥足珍贵的革命精神。这些
革命精神，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同仇敌
忾、自尊自立、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
神；二是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崇高的革命
理想；三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艰苦
奋斗、不屈不挠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四是重于求实，勇于
创新的革命精神；五是忠诚于党，服务
人民，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
崇高品德；六是顾全大局，爱党拥军，
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老渤海精神”是无数革命先烈和
革命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
人优秀品格特征的真实写照。她是与井
岗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
蒙精神等一脉相承的伟大革命精神，为中
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和丰厚的政治资源。弘扬“老渤海精神”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
需要，对于资政育人，坚定理想信念，推
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完善和国家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国防大学原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李殿仁：

弘扬“老渤海精神”

必须强化使命担当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我们
更要继承和发扬“老渤海精神”，把“老
渤海精神”作为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精神
动力，为全面深化改革聚集正能量。

弘扬“老渤海精神”，必须强化使
命担当。渤海区人民之所以能够勇于牺
牲、慷慨赴命，最根本的原因是坚信中
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走出灾难深重的
深渊、奔向光明的未来。今天，在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时代
潮流中，同样需要我们党员干部的使命
担当，做到胸有全局，心有人民。

弘扬“老渤海精神”，必须坚持以
民为先。革命和战争时期，人民支持我
们，是因为共产党实实在在为最广大人
民谋利益。今天，我们深化各项改革，
就是要以服务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制定各项改革措施都要体现以民为先。

弘扬“老渤海精神”，必须大胆探
索创新。抗日战争时期创造出的针对平
原地区作战的战术和战法，解放战争的
支前运动中创造出许多经验做法，都是
在艰苦环境和严峻斗争实践中勇于探索
创造出来的。今天，我们同样要像当年
那样，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攻坚战
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勇于创造。

弘扬“老渤海精神”，必须认真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老渤
海精神”是我党我军光荣历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的
深厚土壤，是需要我们大力弘扬和传承
的“红色基因”。我们要把传承“老渤
海精神”的过程转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弘扬“老渤海精神”，必须紧紧依
靠群众。当年，渤海区之所以取得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诸多成就，就在于
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广大军民的革命积极
性。今天，在深化改革、推进事业发展的
道路上，只有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我们才能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

把优良革命传统

转化成“硬约束”

我们的好传统、好精神，怎么样让

它真正起作用？我谈三点感受。
第一点，中国革命的传统，最本质

的东西，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成
立前后，政党林立，有过二三百个政
党，为什么很多政党很快就见不着了，
甚至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而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
胜了各个强大的对手，最终建立了新中
国，取得了今天世界瞩目的成就？就是
因为我们党始终为国为民，坚定地抗日
捍卫民族国家的利益，努力解决老百姓
的民生问题，特别是满足了农民的土地
诉求，让老百姓当家做主。

第二点，弘扬革命传统，最需要弘
扬的重点人群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
我们的革命传统需要向全社会弘扬。但
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教育我们的
干部。我建议，应该更多地让各地的干
部学习当年的老共产党人，是怎么做老
百姓工作的，怎么满足老百姓诉求的，
怎么去发动群众的。

第三点，要把我们的革命传统，我
们 的 各种精 神 ， 想 办 法 化 成 “ 硬 约
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各种教育活
动搞了若干次，但是在有的人身上就是
没起到应有作用，这就跟我们有些东西
没有变成“硬约束”有关。我们的核心
价值观也好，我们党的很多好理念、好做
法也好，应该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变成
党内的法规体系，变成“硬约束”，让任
何一个人只要在某个位置上，就得按照这
些要求去做，如果做不到或者不想做，就
应该对他有说法、有惩戒。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常连霆：

“不屈不挠”是

“老渤海精神”的灵魂

革命精神是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进
程中创造的一系列精神财富。“老渤海
精神”则是渤海区党组织和广大军民在
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精神
风貌的生动写照，是我们珍贵的精神财
富。

(一)不屈不挠。“不屈不挠”是“老
渤海精神”的灵魂，体现了老渤海人民
的坚强意志，表现为不畏艰险、不怕困
难、矢志不渝、锲而不舍。抗日战争时
期，渤海区斗争形势复杂、残酷。但渤
海区广大军民并没有被艰难险阻所吓
倒，一批倒下了，一批又站出来，以一
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顽强拼搏，愈挫愈
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老
渤海精神”的精髓，体现了老渤海人民
的厚重人格，表现为吃苦耐劳、朴实无
华、自立自强、顽强拼搏。渤海区原是
一片盐碱地，人饮无水，寸草不生，条
件极端艰苦，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
中，渤海区军民不畏困难，迎难而上，
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终于使荒漠变粮
仓，打造出了一片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三)顾全大局。“顾全大局”是“老
渤海精神”的核心，体现了老渤海人民
高尚的政治品质，表现为团结协作、生
死相依、患难与共、大局为重。渤海区
军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完成党的任务
视为最高利益，体现了渤海区广大军民
一切听党指挥、舍小家为大家、牺牲局
部利益、支援全国解放的政治觉悟。

(四)无私奉献。“无私奉献”是“老
渤海精神”的具体体现，展示了老渤海
人民崇高的精神境界，表现为公而忘
私、甘于奉献、至纯至诚。在渤海区艰
苦奋斗的岁月中，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坚
定地跟着共产党，以毁家纾难的豪情壮
志，毫无条件地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
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拥军支前。当时，不
管是急需的粮食、物资，还是兵员，凡
是需要在短期内突击完成的支前任务，
多由渤海区承担，而渤海区每次都能圆
满完成任务。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致福：

应不断赋予“老渤海精神”

新的时代内涵

“老渤海精神”，发源于渤海革命

老区，成长于齐鲁大地。它与沂蒙精神

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同时又有独

特的内涵和魅力，包括：不屈不挠的坚

定信念、前仆后继的革命热情、顾全大

局的宽广胸怀、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

等。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形成的重

要基础，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

动体现。从指导思想上看，“老渤海精

神”最初就是在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其形

成和发展过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指导；从精神实质上看，“老渤海精

神”的核心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

的无限忠诚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

爱，充分体现了渤海区军民崇高的政治

信仰和坚贞的政治感情；从内在品格上

看，“老渤海精神”虽然具有地域特

征，但它始终以开放包容、创新发展的

品格，彰显着与时俱进的开拓进取精

神；从价值取向上看，“老渤海精神”

时时处处都体现了老渤海人民先国后

家、公而忘私、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的

崇高境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生动教材。

弘扬渤海革命传统，就是要把“老

渤海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的过程之中，不断赋予“老

渤海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历久弥

新、永葆活力、世代相传，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更大作用。

为此，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共产主义理想

的坚定信仰者。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自觉做顾全大局、促进和谐的参与者、

推动者。三要引导干部群众做红色革命

文化的有力传播者。四要引导干部群众

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忠实推动者。

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长、研

究员岳思平：

渤海军区在全国

战略反攻中有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军队进行的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

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八路军渤海军

区，在山东军区统一组织指挥下，乘日

军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的有利时机，连

续参加了以攻歼大股伪军和拔除深入抗

日根据地的日伪军据点为主要目标的正

式局部反攻，进行了1944年的春、夏、

秋、冬4季攻势作战和1945年春季、夏季

攻势作战。
1944年春季攻势开始后，渤海军区

于3月和4月，相继在乐陵至阳信间和陵

县大辛村，截击、伏击日伪军，歼灭440

余人；相继进行了胶济铁路金岭镇东段

和张(店)博(山)铁路淄(川)博(山)段破袭

战，一度断敌交通8天。

在夏季攻势的第一阶段中，渤海军

区成功争取了伪军灭共救国军第8团司令

王道部1600余人起义和广饶县伪军警备

队一部100余人反正，扩大了益(都)临(淄)

寿(光)广(饶)边区抗日根据地。第二阶段

作战，以利津战役为中心，共歼灭日伪

军1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9挺，长短枪
900余支和粮食75万斤，取得渤海军区首

次城市攻坚战的胜利，扩大了抗日根据

地。

秋季攻势自8月下旬至10月底，渤海

军区向西北挺进沾(县)利(津)滨(县)边区，

扫除日伪军据点100余处，歼灭日伪军
5 0 0 0余人，收复乐陵、临邑和南皮县

城，扩大和打通了各分区的联系，从而

变小块游击区为大块抗日根据地。

在冬季攻势中，渤海军区自11月1日

至12月中旬，进行了沾化县徐万良村和

广(饶)北辛集战斗，粉碎了日伪军4000余

人报复“扫荡”，共歼灭日伪军2200余

人，解放了大片地区。
1945年2月中旬至8月，渤海军区以最

大股、最反动的伪军为主要打击对象，

不失时机地发起了春、夏季攻势，共歼

灭伪军6200余人，解放了寿光城外大片

地区，打通了渤海区东部与胶东、鲁中

区的联系。渤海革命老区机关旧址

渤海老区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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