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文化化是是保保持持持持久久竞竞争争力力的的根根本本所所在在，，是是团团
结结凝凝聚聚广广大大群群众众的的精精神神纽纽带带，，是是城城市市软软实实力力的的
重重要要标标志志。。党党的的十十八八大大指指出出，，全全面面建建成成小小康康社社
会会，，必必须须推推动动社社会会主主义义文文化化大大发发展展、、大大繁繁荣荣。。
烟烟台台既既是是革革命命老老区区又又是是开开放放城城市市，，革革命命历历史史波波
澜澜壮壮阔阔，，红红色色文文化化传传承承不不息息。。烟烟台台的的实实践践充充分分
证证明明，，在在经经济济发发达达地地区区唱唱响响红红色色文文化化主主旋旋律律，，
既既是是凝凝聚聚党党性性锻锻造造向向心心力力的的时时代代需需求求，，也也可可为为
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和和谐谐发发展展提提供供不不竭竭动动力力。。

烟台市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也是全
国著名的革命老区。烟台处于胶东地理中心位
置，作为胶东红色革命的发祥地和中国进行红
色革命最早的区域之一，为中国革命胜利付出
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党的建设星火燎原
五四运动前，烟台就经销发行《新青年》

等进步报刊，传播新思潮。1920年春，烟台海
军学校学生李之龙、郭寿生组织成立读书会，
不久成为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
开不久，党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王荷波就到
烟台开展党团活动。1923年郭寿生经恽代英、
王荷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胶东最早的
共产党员。

1933年在牟平刘伶庄成立的中共胶东特
委，经过艰辛的努力，整合和稳定了党的组织
和党员队伍。1938年12月诞生的中共胶东区委
是山东第一个区党委，也是山东存在时间最长
的区党委。1945年胶东共产党员由抗战前的1840
人发展到63064人，到1949年9月，胶东共产党员
已发展到324233人，与人口比例为2 . 87%，而当
时山东为1 . 66%，全国为0 . 8%。解放战争后期，
中共胶东区委领导两个市委(青岛、烟台)、5个
地委(北海、西海、东海、南海、滨北)和43个县委。

二、胶东子弟兵血沃中华
1928年6月，莱阳县委举行的胶东抗粮军武

装暴动，开创了胶东地区武装斗争的先河。
1935年胶东特委领导的“一一·四”暴动，是抗
战前胶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斗争，创立
的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是华北地区唯一
一支坚持到抗战爆发的红军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特委和掖县(今莱州市)
县委先后领导发动了天福山、威海、玉皇顶等
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相继成立了“山东人民
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
队”近8000多人的抗日队伍，通过整合，组建
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牟平
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战第一枪，战
斗中一块0 . 8平米的铁皮雨搭子上竟被击穿了138
个弹孔，后来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被军事博物馆
收藏。1943年前后，海阳民兵创造了威震敌胆、
享誉全国的地雷战，共炸死炸伤敌人1025人。

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军民认真执行中共中
央的战略方针，以外交斗争配合军事斗争的特
殊方式，粉碎了美军在烟台登陆的企图，保住
了通向东北的重要海上通道。1945年，46500多
名八路军乘30多艘汽船、140多艘帆船，从蓬莱
等处出发渡海后挺进东北，完成了我军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为开辟东北根据地赢
得了时间，为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947
年华东局机关在饶漱石、黎玉等带领下进入
掖县，领导和指挥胶东保卫战，彻底粉碎了

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根本
上改变了山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为支援山东
和全国解放，胶东组织了“五次大参军”、
“四次大支前”，共组织40万人参军，280万
民工支前，7250多名干部北上南下开辟和建设
新解放区。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民子弟兵达4个
集团军另2个师又25个团，其中三个集团军仍
在建制。

战争年代，胶东地区消灭日伪军13 . 4万
人、国民党军16万余人；7 . 6万名优秀儿女献出
了宝贵生命；涌现出了“南京路上好八连”、

“济南第一团”、“塔山英雄团”、“守备英
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等英雄集体和杨子
荣、任常伦、夏侯苏民等著名战斗英雄，以及
赵守福、于化虎、孙玉敏等著名民兵英雄。

三、红色政权蓬勃发展
1938年3月，掖县(今莱州市)县委联合各界

抗日人士，成立了山东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
权。8月，在掖县、蓬莱、黄县(今龙口市)3县抗
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山
东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民主政权——— 胶东北海区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继北海专员公署成立之后，东海、西海行
政专员公署和南海行政联合办事处相继成立。
1941年2月，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1942
年6月，胶东区临时参议会成立。7月，胶东区
行政主任公署在栖霞正式成立。在胶东行政主
任公署的领导下，形成了从胶东区到4个海区再
到县、区、乡、村6级完整的抗日政权体系。

抗战胜利后，在原有基础上，胶东地区建
立健全各级民主政权，到1949年10月，胶东行
署辖烟台市和东海、北海、西海、南海、滨北5
个专署47个县。总面积约为3 . 5万平方公里，人

口约为1862万人。
四、经济建设支援全国
以烟台为主体的胶东抗日根据地，不仅保

证了全区军需和民用，还积极支援全省和全国
的抗战。在抗战最艰难的1942和1943年，胶东地
区贡献的公粮和田赋均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42%
以上。

创建于掖县的北海银行是胶东抗日根据地
建设的重大创举，后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成
立三大基石之一；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后来
成为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在对敌开
展金融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8年春建立的黄县圈杨家兵工厂是山东
第一个兵工厂。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兵工厂是
“山东兵工生产的主力”，所生产的武器弹药
源源不断供给胶东、山东和华东战场，被誉为
“华东的总后方”、“我军军事供应的主要基地
之一”。

胶东地区的黄金生产为抗战和根据地经济
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胶东军民在烽火连天的
抗战时期坚持黄金生产，拿出大量黄金支援山
东和全国抗战。1939年至1945年，经由“渤海走
廊”和“滨海通道”陆续运送13万两黄金到山
东分局和党中央，成为我们党当时重要的经费
来源。

五、革命文化的红色摇篮
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动员群
众、团结群众、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一条必
要的和重要的战线。

创立于1938年8月的胶东特委机关报《大众
报》是抗战时期山东省内创立最早的主要党报
之一，坚持出版了12年之久。《大众报》不仅
及时、全面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扩大了在
部队、群众中的影响，而且培养了大批新闻宣
传、电信机要、出版发行和文艺创作人员。

1938年9月在掖县成立的胶东文化界救国协
会，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较早、活动时间最
长、影响较大的党领导下的文化界团体。胶东
文协先后创办了大众剧团、鲁迅剧团、京剧
团、文艺实验剧团、胜利剧团等群众性文化团
体，还编辑出版了《文化防线》、《胶东大
众》、《胶东青年》、《大众戏剧》、《大众
画刊》。截至1945年6月，胶东全区共有文协会
员23000多人，教师抗日救国会员达26000多人，
民间艺人抗日救国会会员达3700余人，连同各
级文协所属专业文艺团体、群众业余文艺队
伍，联系着数百万工农大众，形成了浩浩荡荡
的文化大军。

胶东抗大是山东开展军事教育的典范。
1940年1月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后，先后设立
了3处支校。第二支校(鲁西)划归冀鲁豫边区
之后，胶东抗大成为省内仅有的两个支校之
一。胶东抗大培养了5000多名革命干部，在干
部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据不完全统
计，在胶东工作战斗过的将领，建国初期被
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有27人，其中有10人是从
胶东抗大里走出来的。原军委副主席兼国防
部长迟浩田上将就是胶东抗大优秀学员的代
表。

撰稿、组版：烟台市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

近年来，烟台市在巩固提升全国全省发展大格局
中的地位、做大做强经济实力的同时，把文化建设摆
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13年初，烟台市委、市政府作
出重要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全市上下要立足丰厚的
红色资源优势，把全面推进以烟台市为主体的胶东红
色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力争经过
3—5年努力，将烟台打造成为胶东红色文化龙头城市。

烟台市专门成立了“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市委书记张江汀任组长，7位市委常委和副市
长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成员单位包括32个市直单
位、驻烟高校和部队。研究制定了《“胶东红色文
化”建设工作推进计划》，高屋建瓴地明确了烟台发
展红色文化的战略定位，制定了9个方面59项具体推进
事项，为烟台市开展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打造胶
东红色文化龙头城市奠定了基石。该市确立的任务和
目标是，集中力量“形成四个一批、打造三个亮点、
卡实两个时间节点”。形成四个一批，就是挖掘整理
一批红色革命史料，整合提升一批红色文化场所，精
心创作一批红色艺术精品，集中推出一批红色革命典
型。打造三个亮点，就是高标准建设一座红色纪念
馆，高水平创作一部红色电视剧，高起点打造一条红

色旅游线。
从2013年下半年起，烟台市加大红色资源保护开

发力度，确保重要的遗址、纪念地、名人故居、文物
文献等得到妥善保护和修缮。加快建设红色文化景
点，坚持因地制宜、有合有分、点线结合，打造一批
红色文化经典场所和精品路线，以文化带活旅游业、
提升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配套设施
建设，健全完善红色文化景点道路交通、接待场所、
商业网点等基础设施，实现吃、住、行、游、购、娱
一条龙服务。构建红色文化宣传推广体系，通过影视
作品、文学传记、新闻媒体、学术研讨等各种形式，
全方位加大对红色文化的宣传推介力度。加强对重点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胶东红色文化”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以来，先后征集普查各
类史料5300多件，遴选确定了30个重要事件、100名重
要人物、70处重要遗址、700件重要史料。

目前，全市上下正按照市委、市政府制定的总体
目标和推进时间表，集聚一切资源、实施重点突破，
全力将烟台建设成为胶东红色文化龙头城市、省内最
具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和旅游首选城市、国内极具知名
度的红色文化领军城市。

弘扬胶东红色文化：

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

“济南第一团”授旗 1945年9月，美舰来烟事件中双方谈判代表合影

1945年，八路军从胶东渡海向东北挺进

1949年8月，胶东人民支前小车队

1944年胶东大众、胶东文化创刊号等文物

市民参观红色图片展

烟台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也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以烟台为主体的胶东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烟台：着力打造胶东红色文化龙头城市

20世纪初叶的烟台海滨

1937年12月24日，胶东特委举行天福山起义
1938年9月18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第五支队成立大会会场——— 掖县沙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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