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沂蒙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李彦龙 牛静静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建
设、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丰
富历史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这
些宝贵历史经验高度凝练为十个方面，
并把坚持党的领导置于首要位置，要求
全党必须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
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
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
好生活而奋斗。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深入学习
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在新时代实践中把这些宝贵历史经验坚
持好、发展好，对在新的“赶考之路”
上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

一、党的领导是沂蒙精神

的旗帜和方向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最鲜亮的底色，
党的领导是沂蒙精神的旗帜和方向，是
贯穿沂蒙精神形成、发展全过程的一根
红线，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守住党的
领导这个“沂蒙精神之魂”。立足党性
看，沂蒙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
革命战争时期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
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沂蒙大地
的生动体现。在沂蒙精神中处处体现着
党的领导，处处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以
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立足主体
看，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是中国
共产党与沂蒙人民在战争年代良性互
动、水乳交融的结果。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党组织深深扎根于沂蒙大地，发动
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与人民同
甘苦、共患难，为夺取革命胜利、实现
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无数
优秀共产党人血洒沂蒙大地，无数革命
烈士长眠沂蒙大地，在山东根据地党政
军民并肩奋战中诞生了沂蒙精神。在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人
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领导人民解放
思想、锐意进取，改变了过去厉家寨村
荒山秃岭、沟壑纵横的面貌，成为当时
农业发展的一面红旗，被毛主席誉为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
好例”；过去的九间棚村山高涧陡、四
面悬崖、土地瘠薄，九间棚村民在村党
支部书记刘嘉坤带领下移山填谷、劈岭
造田，现在已经成为一颗耀眼的“沂蒙
明珠”；过去的临沂“四塞之崮，舟车
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现在的
临沂已是“商通全球，物流天下”，是
“中国市场名城”“中国物流之都”，
这正是党领导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征
程中对沂蒙精神的发展。

二、人民至上是沂蒙精神

的宗旨和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根
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与
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
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
本保证”。沂蒙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宗旨和价值
取向，就是沂蒙精神的根本宗旨和价值
取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也
就因此成为沂蒙精神的价值追求。在朱
村保卫战中，24名八路军战士为救援保
护朱村群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
支援渊子崖自卫战中，40多名战士壮烈
牺牲，党的干部武善桐为救村民把日寇
引到村外抱敌跳崖，“何万祥连”30多
名战士为解救千名群众战死沙场……正
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

人民”，人民子弟兵“不管什么情况
下，只要群众遭劫遇难有危险，都必须
立即去解救”，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
人民子弟兵为保护沂蒙人民浴血奋战、
英勇牺牲，才赢得了沂蒙人民的衷心爱
戴和自觉认同，真心实意听党指挥、坚
定不移跟党前行，由此也培育了沂蒙人
民以党为重、无私奉献的思想品格，形
成了党群血肉相连、军民水乳交融的精
神特质。大力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就是要
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时
刻铭记于心，始终做到以百姓心为心，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就是
要不断叩问“我是谁”“为了谁”“依
靠谁”，终身践行党的价值观、道德
观，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的精神境界；就是要始终做到历经沧桑
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始
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
价值目标和道德追求，始终与人民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

三、“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党群关系是沂蒙精神的

特质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
时把沂蒙精神的特质高度概括为“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深刻揭示了沂蒙精
神一个特质、两个主体、三个方面的科
学内涵。所谓一个特质，即“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所谓两个主体，即
“双主体”，是指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和沂蒙人民“双主体”共同创造的；
所谓“三个方面”，一是指中国共产党
及其人民军队一心为民，二是指沂蒙人
民一心听党话、坚定跟党走，三是中国
共产党和沂蒙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作为沂蒙精神的特质，“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是沂蒙精神区别于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其他精神，如延安
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的
显著标识，是沂蒙精神特殊的内在的规
定性，是沂蒙精神最显著最突出的特
征，是沂蒙精神之所以是沂蒙精神的内

在依据，体现了沂蒙精神鲜明的党性与

突出的人民性两者的有机融合与统一。

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宗旨、践行使命，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宁可牺

牲生命也要守护好沂蒙人民；沂蒙人民

始终秉承“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

念，“党说啥咱听啥，党让干啥咱干

啥！”，宁可“舍上命也不能让烈士断

了根”；沂蒙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与

共、生死相依，深刻诠释了党与人民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特质，用沂

蒙人民的话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就在

人民中、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里”，就

是“子弟兵就在老百姓中，老百姓就在

子弟兵里”，就是“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建设伟大工程，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维护国家总体

安全，就是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关系，始终确保党同人民群众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确保“党要始终紧紧依

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就是要在不

断密切党群联系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在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中练就过硬的执政本领，在进行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提高战

斗力，“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

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

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

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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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营

沂蒙精神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在沂蒙
地区开展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与沂蒙人
民铸就的伟大精神。沂蒙精神形成和
发展的过程既是沂蒙革命根据地建设
的过程，也是山东党组织由小到大、
由弱到 强 、 不 断 加 强自身 建 设 的 过
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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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
我们新时代开展党的建设提供了方向。
新时代我们要深入挖掘沂蒙精神中蕴含
的党建元素，特别是沂蒙精神所蕴含的
“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伟大情怀；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
民立场，这对于推动党的建设具有重要
的意义。

一、加强党的建设，要牢

记沂蒙人民“爱党爱军、无私

奉献”的大爱情怀

人民拥护党和军队的建设与发展。
离开沂蒙人民支持，党的各项工作就失
去了其发展的基础。在战火硝烟中，沂
蒙人民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身
旁，无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涌现出了
王换于、“沂蒙六姐妹”、祖秀莲等一
大批拥军支前模范，有用乳汁救护伤员
的善举，有送子送郎参军的大义，有推
小车、挑扁担支援前线的壮举，更有与
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魄。沂蒙人民冒着
生命危险，克服各种困难阻碍，为人民
军队提供了充足的战略供给，为革命胜
利作出了无私贡献。在人民军队行军遇
到河流阻碍，而又没有渡船时，沂蒙地
区的老百姓义无反顾跳进冰冷的河水
中，用门板在肩上架起人桥。在军队需
要物资供应时，沂蒙人民不辞辛苦，用
肩挑、用小车推的方式将补给物资运到
前线最需要的地方。当军队需要兵员补
给时，沂蒙人民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
军参战，为战争的胜利无私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正是在党政军民的相互支持
下，沂蒙地区的革命斗争才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在革命战争时期，

为了服务根据地建设和革命发展需要，
沂蒙地区先后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等
群众性组织。据统计，抗日战争进入相
持阶段时，仅山东就有200余万人加入了
群众性群团组织。这些群众性组织在战
争期间踊跃投入到革命活动中，为革命
事业发展贡献着物资、兵员、粮食。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沂蒙地区涌现出了无数
的典型和代表，如厉家寨人民发扬愚公
移山精神，改变穷山恶水这一好例；王
家坊前人民敢于突破传统、迎难而上，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做法；九间棚人
民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实现自身蜕
变。为了革命事业发展，为了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的顺利推进，沂蒙人民无私奉
献着，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
力。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要用人民的大
爱情怀去引导党员、教育党员、感染党
员，让广大党员在沂蒙人民大爱情怀的
感染中，激发爱国情怀，以更加豪迈的
姿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激发爱民情怀，以更加务实的心态
增进人民福祉；激发爱党情怀，以更加
积极的状态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二、加强党的建设，要巩

固和加强“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党群关系

沂蒙精神是在党的发展史上形成的
重要精神财富，其蕴含的党群同心、水
乳交融的内涵生动诠释了党员与人民群
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其蕴含的军民情
深、生死与共的内涵生动展现了人民军
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
情；其蕴含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内
涵生动描绘了沂蒙人民为革命无私奉献
的感人情怀。其深刻展现了鱼水情深的
党群关系、不离不弃的军民感情以及人
民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舍生忘死
支持革命的博大胸襟。沂蒙精神中的宗
旨意识、为民情怀、党群关系就像一面
镜子、一把尺子、一个坐标系，让党员
干部能够对照沂蒙精神，清醒认识自己
是否符合共产党员标准，明白自己所处
的位置。开展沂蒙精神的宣传教育有利
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加强新时
代党的建设，要深入挖掘沂蒙精神的党
建功效，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之间
生死与共的关系。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沂蒙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支援革命、共抗压迫，在党政
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战胜强敌、赢得解
放。共产党是沂蒙革命进程的领导核
心，将维护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把为人民谋解放作为自己的目标，始终
将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始终将为
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追求，带领人民实
现了国家的解放、人民的解放。在长期
的革命实践中，党与人民建立了深厚感
情，党与人民唇齿相依，形成了浓厚的
党群关系。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党的
正确领导，沂蒙人民就不会找到革命斗
争的正确方向，革命活动就会成为一盘
散沙，革命组织也会一击即溃。同样，
党的建设也离不开沂蒙人民的拥护和奉
献，人民如果不能给予党和军队在兵
员、粮食、后勤保障上的支持，党的各
项事业在沂蒙地区将无法推进。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首要的就是要维系好党群之
间的密切关系。

在党的建设中，一方面要加强党员教
育，让广大党员全面掌握沂蒙精神的实质
和特征，特别是沂蒙精神体现的公而忘
私、勇于奉献的崇高价值取向；沂蒙精神
蕴含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优秀品格；
沂蒙精神呈现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自
觉抛弃一切僵化的、封闭的、停滞的观念
和做法的进取精神；沂蒙精神体现的党群
同心、水乳交融、军民情深、生死与共的
党群关系。另一方面要强化群众宣传，让
沂蒙精神成为激励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力量。沂蒙精神与
其他革命精神一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
召力。要引导群众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向
党看齐，对党的性质宗旨、责任使命、历
史贡献有基本的认识；对国际国内形势、
国家发展趋势有理性的认识。

三、加强党的建设，要坚

守和践行“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的人民立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在沂蒙革命根据
地发展过程中，党与人民建立了密切的联
系，党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中心位置。中
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在于为人民谋幸福，
革命的过程需要人民的大力支持才能获得
成功。沂蒙地区的党组织始终心系群众，

与群众共御外敌，共克时艰，得到人民群
众的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自进入沂蒙地
区，就把为人民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作
为自身的目标和追求。在这一目标的指引
下，中国共产党在沂蒙地区始终践行“一
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路线，全
心全意、舍生忘死践行自身的宗旨和使
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与人
民群众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密切关
系。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就是为人民
谋利益，我们党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就是为
人民谋幸福，只有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来
想问题、看问题，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
护和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信
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根本力量，国家的各项事业都要坚
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全党必
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新
时代加强党的建设要从坚定人民立场出
发。首先，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人民，发
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需
求、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群众在物质
生产、政治参与、文化生活、社会服务
等各方面得到实惠。其次，我们的发展
要依靠人民，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建
设的目标和国家富强复兴的目标是要依
靠人民群众汇集起来的力量才能实现。
要深入了解人民群众中的思想困惑和实
际困难，对于涉及群众的问题细致研
究，耐心解答，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
事为民所办、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
想、利为民所谋，多做暖人心、得人心
的实事，做好“最先一公里”工作。脱
离了人民，党的各项工作就失去了本来
的意义。只有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才能发挥凝心聚力、成风化人
的作用，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才能
在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中开创大好
局面。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委托项
目《沂蒙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研究》[19BWTJ13]和临沂大学沂蒙精神
专项重点课题《沂蒙精神网络化传播研
究》[21LDYMZ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
陈三营，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
师、博士，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大力弘扬沂蒙精神

弘扬沂蒙精神 加强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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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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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在
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等伟大的女
性群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她们不是仅指某个人，而是千千万万沂
蒙女性群体的代表和缩影。她们虽然身为女性，却用柔弱的肩膀撑起革
命的半边天，她们牺牲“小我”，只为成就“大我”，只为革命的成
功，只为广大的同胞可以翻身做主人。通过不懈努力，沂蒙女性实现了
从“翻身”到“翻心”的巨大蜕变，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这也是沂蒙精神的特色所在。

一、“翻身”做主人，成为自由身

沂蒙女性在奋力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积极争取自由、维护自身权
益的历程中，经历了从抵触到接受、从旁观到参与、从被动到主动的巨
大转变。

曾经的沂蒙山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沂蒙人民鲜有与外界接
触和交流的机会，加之备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和迫害，沂蒙女性观念保
守，思想落后。她们从小就被灌输“男尊女卑”等封建落后思想，于她
们而言，身体上遭受裹脚束胸的残害，这是“理所应当”；女子没有自
由，只能是男子的附属品，这是“自古之训”；她们终生围着卧房和厨
房转，足不出户、目不旁视，这是女子之“德”；有的女子刚出生就被
卖去当童养媳，这是无法反抗的父母之命……旧社会沂蒙女性备受家庭
的束缚、社会的压迫、经济的剥削、礼教的残害，生活于水火之中，如
此这般，就是早期沂蒙女性的生活写照。长期封闭在山区、闭塞在家中
的沂蒙女性深受封建顽固思想的束缚和残害，毫无独立、自由、平等可
言。

面对这样的女性群体，党在沂蒙地区开展的妇女工作遇到了很大阻
碍。当妇女干部试着深入民众，开展妇女工作时，沂蒙妇女见到她们都
唯恐避之不及，害怕被拉去充当女兵。所以，刚开始妇女工作者总是碰
壁，沂蒙地区的妇女工作难以开展。沂蒙妇女不愿抛头露面，不想成为
别人眼中和口中“不安分、不规矩”的特殊人，但是，她们逐渐被留着
短发、穿着红军服的女战士的坚持所感动，被她们宣传的进步思想所唤
醒。妇女干部们为了妇女的权益不懈地努力着，雨里来风里去地挨家挨
户做妇女工作，她们不害怕因自己未裹脚而被嘲笑，也不畏惧因整日抛
头露面而被指责，不久便得到沂蒙妇女的认可和接受。随着妇女干部和
当地先进妇女的积极宣传，以身作则，广大沂蒙妇女的思想开始慢慢转
变，并逐渐开明和积极起来。尤其是随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
关于开展妇女放足运动的指示》等政策文件的广泛推广和各级放足委员
会的建立，通过积极吸收绅士名流及有威望的妇女参加放足委员会、举
行放足竞赛活动等多种方式，让沂蒙妇女认识到封建思想对其身心的毒
害，感受到翻身做主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受到先进思想洗礼的沂蒙妇
女，开始扔掉裹脚布，尝试迈出家门，不再做任何人的附庸，而成为一
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人，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沂蒙妇
女逐渐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为了自己和广大女性同胞的自由权益而斗
争，这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翻心”为革命，成为自由人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妇女工作者的积极动员下，沂蒙妇女逐渐认
识到自己悲惨命运的根源，于是她们开始奋力反抗，努力挣脱传统思想
束缚，积极投身革命。《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山东省婚姻暂行条
例》等文件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号召妇女维护权益，引导其挣脱枷锁。
沂蒙妇女的斗争意识和维权意识被调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
放运动。在为自由和革命而战的历程中，她们经历了从消极哀怨到积极
反抗、从死守据点到主动进攻、从自在斗争到自为斗争的重大蜕变。

朱瑞曾在《妇女与中国》一文中将参战、参政、参加生产和参加文
化教育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四大中心任务，这也是沂蒙妇女不断解放自
我、争得自由的重要环节。第一，积极支前参战。一方面，沂蒙妇女冒
着战火硝烟，奋战在前线，夜以继日地抬担架、运弹药、救伤员；另一
方面，她们积极动员家人和身边人参军参战，涌现出了一大批母送子、
妻送郎的英雄模范。她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做好掩护、锄奸、破坏交通、
封锁消息等工作。第二，主动参政。首先，参加民主政权。为了替妇女
发声，保障妇女权益，沂蒙地区出现了一批先进的妇女组织和团体，如
妇救会、妇女宪促会、妇救小组、姊妹团等。这些进步的组织和团体对
妇女进行宣传教育，激发其参政意愿，发动会员和群众参加选举，培养
有担当、有能力的妇女参政人才。其次，参与民主斗争。当受到或者见
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时，沂蒙妇女便集结起来，要求讨回公道。如
有的村子在选举村长时没有通知当地的妇救会，妇救会便带领妇女们强
烈要求重选，最终一名进步的妇女当选村长。再次，开展反虐待和反压
迫的斗争。她们提出抵抗地主压榨、改善生活环境、坚决反对打骂等要
求，通过召开婆媳座谈会、婆媳联欢会等调解家庭矛盾。第三，积极参
加生产运动。沂蒙妇女围绕春耕运动，组织妇女合作社，拓展家庭副
业。在生产运动中，通过发挥妇女英雄模范的带头作用、银行合作社低
利息贷款帮助筹集生产资金等方式来打消妇女参加生产运动的疑虑，提
高其积极性。第四，参加文化教育。沂蒙妇女积极参加冬学、识字班、
女子轮训班、工艺训练班、生产技术传习所、识字小组等学习和培训，
提高理论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她们还自编自导了关于妇女解放题材的
戏剧、小调等，并出版了专门的妇女解放刊物。

围绕以上四大中心任务，妇女干部们通过开展“三八节”宣传周、
慰问抗战母亲、举办妇女工作展览会等多种方式，广泛动员妇女为自
由、解放而战。通过四大任务的深入开展，沂蒙妇女不仅提升了自身综
合能力，提高了社会地位，还为沂蒙根据地的建设和革命的胜利作出了
巨大贡献。

三、沂蒙精神在新时代闪耀着伟大的女性光辉

在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有一股不容忽视的伟力，就是沂蒙
女性群体的伟大力量。这不仅体现在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抚
养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身上，也凸显在倾其所有为革命的沂蒙六姐
妹、用柔弱身躯搭起人桥的沂蒙妇女身上……她们是沂蒙女性的典
型代表，是沂蒙精神形成的重要因子，没有她们，沂蒙精神便少了
绚丽的色彩。沂蒙精神不仅在形成中彰显了伟大的女性力量，在奋
进新时代的今天，伟大的沂蒙女性仍用奉献和坚守赋予沂蒙精神新
的时代内涵。以于爱梅、朱呈镕等为代表的沂蒙新红嫂，带领着沂
蒙妇女继续弘扬沂蒙精神，发展和完善自我，坚守在自己平凡的岗
位上，为沂蒙地区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光发热，继续谱写着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壮丽篇章。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委托项目《沂蒙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谱系研究》[19BWTJ13]、临沂大学沂蒙精神研究重点项目《山东革
命根据地妇女教育与沂蒙精神研究》[20LDYMZ1]的阶段性成果。作
者：刘慧，博士，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王淑彩，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

从“翻身”到“翻心”：

沂蒙精神形成中的女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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