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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来山东视察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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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把对沂蒙精神的
认识和弘扬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给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以极大鼓舞和有力鞭策，为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山东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宣传弘扬沂蒙精神。省委书
记刘家义到山东工作后的第一次外出调研，首站就来到革
命老区临沂，缅怀先烈，从革命历史中汲取营养，并就学习
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提出要求。省
委制定印发《关于大力弘扬沂蒙精神的意见》，就沂蒙精神
的研究阐发、宣传普及、教育传承等作出全面安排。“七一”
前夕，第十一届省委产生后的第一次常委会，就走进沂蒙革
命老区开展党性教育。

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山东着力在深化研究阐发、创新宣
传普及、推进教育传承、强化党建引领、积极躬身践行、结合
贯穿融入上下功夫，凝心聚力，成风化人，让沂蒙精神在加
快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
中不断发挥更大作用。

这是一组令人欣喜和感动的数字：2011年建成运行以
来，沂蒙党性教育基地已累计承接国家部委、省内外各类班
次3500多个，培训干部21万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13000
余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浦东、井冈山、延
安干部学院，慕名派人考察，无不为之震撼。

沂蒙精神不仅成为山东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强大动
力，还走出山东，成为全党和全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深化研究阐发

9月17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光明日报社等主办
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弘扬传承沂蒙精神”理论研
讨会在临沂举行，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
的重要指示和论述，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取得了一批成果，
凝聚了广泛共识，有力推动了对新时期沂蒙精神的研究阐发。

近年来，我省通过各种形式，以更高的站位、更宽广的
视野，从历史与现实、内涵与外延、理论与实践等多个维度
和角度，组织思想理论界深化对沂蒙精神的研究，努力把研
究弘扬沂蒙精神提高到新水平，为沂蒙精神发扬光大提供
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撑。在省社科规划项目中设立了“沂蒙精
神研究”专项,每年列出20至30个重点选题；挖掘整理史料,
抢救性搜集老党员、老战士、老模范等革命前辈的口述历
史、回忆录；统筹各级党史研究和党校、高校、社科研究机构
等研究资源，形成研究合力；开展研讨交流,省级层面在重
要纪念节点年份、平时每两年举办一次高层次理论研讨会,
积极加强与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省外高端社科研究机构
和干部院校合作，提升了研究层次和水平。

创新宣传普及

去年9月26日，中宣部在央视演播大厅公开发布“时代
楷模”赵志全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赵志全

一生致力于振兴民族医药，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小药厂,发展
成净资产60亿元、年缴税8亿元的鲁南制药集团，用毕生追
求诠释了新时期沂蒙精神。省委作出开展向赵志全同志学
习活动的决定。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我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和创
新对沂蒙精神的宣传普及，增强了沂蒙精神的渗透力和感染
力，推动沂蒙精神深入基层、深入人心。除了赵志全，近年来
我省先后涌现出“忠诚卫士”张楠、“兵妈妈”朱呈镕、“当代新
红嫂”于爱梅等一大批践行沂蒙精神的先进典型，通过对他
们先进事迹的宣传，有力地宣传弘扬了沂蒙精神。创作一批
文艺精品,讴歌传颂沂蒙精神。近年来精心创作的情景组歌

《沂蒙红崖》,柳琴戏《沂蒙情》等一大批文艺作品,使沂蒙精神
如春风化雨般渗透进人们的心田。创新“走出去”，组织临沂
籍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沂蒙精神百校行”，目前已赴全国
108所高校开展课堂宣讲180多场。今年6月在嘉兴南湖革命纪
念馆，举办了“沂蒙精神图片展”，累计超过12万人次观展。

打造载体平台

打造18个现场教学点，编写30多部特色教材,累计承接
国家部委、省内外各类班次3500多个 ,培训干部21万多
人……近年来，我省深入挖掘沂蒙革命老区丰富红色资源，
打造提升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沂蒙党性教育基地，在教育
引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固根守魂、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
作作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出了影
响力和知名度。

重点打造了沂蒙根据地群众工作展馆、沂蒙红嫂纪念
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革命纪念馆等18个现场教学
点。这些载体平台把沂蒙精神与党的各项建设有机对接，形
成了具有鲜明特色和针对性的党性教育品牌。我省还以沂
蒙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深入推进美德山东、
文明山东、诚信山东建设，深化“四德工程”建设,深入开展

“学雷锋,做山东好人”活动,在齐鲁大地形成了健康向上的
精神风貌、文明风尚、人文氛围。

融入发展实践

我省在传承弘扬沂蒙精神中，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目标
定位，着力推动沂蒙精神融入山东发展实践。深入开展“六
进”活动，组织专家学者和老党员、老干部、老支前、老战士、
老模范等，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农村和军营,弘扬光
大沂蒙精神。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我省各级党员干部
把沂蒙精神作为强大动力，扑下身子，扎实苦干，2016年共
实现151万贫困人口脱贫，超额完成全省120万人的年度减
贫任务。沂蒙精神也推动了双拥工作的蓬勃开展。在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命名表彰中，我省被命名的城(县)数量连续九
次居全国之首，被誉为“九连冠”。

今年6月召开的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了始终走
在前列、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目标任务。蓝图已绘就,奋进
正当时。面对新的历史使命，更需要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以只
争朝夕、时不我待、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埋头苦干，
拼搏实干，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凝聚起攻坚克难的
强大合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这才是对革命先烈、对山东人民最好的回报，也是对沂蒙精
神最好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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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大家好，我是众哥，又见面了，今天和大家聊聊沂蒙精神吧。

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了沂蒙精神。战争年代，八路军帮助

老乡打扫卫生、挑水，如今沂蒙精神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不断发扬光大，扶贫

车间开到了村头，临沂商城也发展到海外。

本版供图：记者 王洪涛

沂沂蒙蒙红红嫂嫂纪纪念念馆馆第第二二展展室室。。 老老区区人人民民老老""游游""所所乐乐。。

国国防防大大学学研研究究生生院院学学员员在在沂沂南南红红嫂嫂纪纪念念馆馆听听
取取于于爱爱梅梅老老师师报报告告。。

老老区区经经济济发发展展迅迅速速，，山山村村农农家家乐乐发发展展红红火火。。

红红色色旅旅游游成成为为研研学学旅旅游游中中的的一一抹抹
亮亮色色。。沂沂蒙蒙魂魂雕雕塑塑下下宣宣誓誓言言、、明明信信仰仰。。

峥嵘岁月不能忘，沂蒙精神如何代代传？说说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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