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群同心新实践 写在蒙山沂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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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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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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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东考察时强调

  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沂

蒙儿女历经血与火的淬炼。他

们以“最后一口粮，做军粮，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

个儿子，送战场”的无私奉

献，书写了军民血肉相连、共

同奋战的壮阔篇章。

“首发督办”“晾晒评理”

这个办事平台不寻常

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精神财富

  临沂市蒙阴县，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有三辆
独轮车。它们大小不一，木架木轴，看起来粗老
笨重，却蕴含着沂蒙精神的关键密码。
　　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 年5月13日，孟良崮战役打响。一方是装备
精良的国民党整编第 74 师，自诩为“天下无
敌”；一方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华东野战军，
被认为“必败无疑”。
　　这场战役中，沂蒙人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
前民工大军，用小推车抢运弹药、运水送粮、运
医送药。车轮滚滚，民心如潮，人民军队也因此
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5 月16日，
华野全线出击攻上孟良崮，国民党整编第74 师
全军覆灭。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在这片被鲜
血染红的土地上，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在白彦争夺战、五井歼灭战、塔子山战斗等
载入史册的壮烈战斗中，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狠狠打击了日军；
　　沂蒙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所，抚养40
多名革命后代长大成人；
　　沂蒙红嫂明德英先后救助了两名落难的八路
军战士，危急时刻，更是用自己的乳汁挽救了身
负重伤的子弟兵；
　　……
  今天，当我们走进沂蒙革命纪念馆，依然会
被一组名为《力量》的巨幅群雕所震撼：支前老
乡弯腰推着装满物资的小推车，在蜿蜒曲折的道
路上前行……
  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党中央
批准，沂蒙精神基本内涵正式表述为“党群同
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2022 年 5 月，山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明
确提出，要大力弘扬“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
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综合新华社、大众日报报道）

三辆独轮车蕴含

沂蒙精神关键密码

  沂蒙根据地诞生了无数可

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

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其中，广大沂

蒙女性创造的“爱党爱军、忠

诚坚韧、勤劳勇敢、无私奉

献”的红嫂精神，成为沂蒙精

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日的临沂，民营经济发

达、动能澎湃，百万级的市场

主体、六千亿级的经济体量、

万亿级的商贸物流叠加成势，

全市规上工业企业4594 家、居

全国制造业百强市第 54 位，

2023 年生产总值达6105 亿元、

列中国城市百强榜第45位。

  临沂商城是中国最大的市

场集群，现有131 处批发市场、

4 . 5 万经营业户，3000 条公路专

线通达中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

港口和口岸。2023 年，临沂商城

市场交易额、物流总额分别达到

6100亿元、 93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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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商贸物流大数据平
台。（□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
者 卢鹏 报道）

  临沂人民广场成为市民
休闲好去处。（□资料图）

  五位“沂蒙支前六姐
妹”的合影。（□资料图）

  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
用小推车运送军粮。（□资料图）

同是共富领头雁

朱村代村有何异同
  □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张九龙 纪伟 杜辉升

  “1944 年1月24日是除夕，500多名日伪军向朱村发动了突袭。‘枪
声就是命令’，驻扎附近的八路军115师老四团八连听到枪声后，立即赶
来营救朱村百姓，战斗中有24位官兵壮烈牺牲。从那以后，各家各户纷
纷自发用过年的第一碗饺子，祭奠为朱村牺牲的烈士。”9月10 日，在
临沂市临沭县朱村，年过七旬的义务讲解员王经臣操着乡音，向游客们
讲述朱村“第一碗饺子敬英烈”的红色故事。
  革命战争时期，朱村是抗战支前的堡垒村。如今，朱村人民正走在
乡村振兴大道上。村党支部书记王济钦说，近年来，朱村以沂蒙精神为
内核，打造朱村旅游区，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自2021 年正式运
营以来，旅游区累计吸引游客150万余人次，村民年人均增收1 . 5 万元。
  受益的不只是朱村，周边村落也吃到了红色旅游的红利。
  在朱村正西方向的马庄村，一幢幢整齐鲜亮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
走进一看，每座小院各有“乾坤”。 61 号院，为学生提供课后辅导和课
外培训；99号院，村里老人不出村就能享受理发、洗衣、洗浴、体检等
助老服务，其中85岁以上老人还能享受免费助餐服务；38号院，当地妇
联牵头对接片区内的欧拉柳编产业园，为妇女们传授最新的柳编编织技
法……马庄村村民吴清雪说：“现在我们村景色美、人气旺，日子一天
比一天好。”
  依托朱村丰富的资源优势，临沭县提出建设“一村带九村”好日子
示范片区，让更多朱村的“邻居”共享发展红利，马庄村正是其中一
员。如今，片区内的各个村庄，现代农业、旅居度假、红色研学等产业
实现了融合发展、抱团发展。“村里有了产业，村民鼓起了腰包，日子
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临沭县委副书记王俊国说。
  “一个村富不算富，抱团共富才更有奔头。”这在沂蒙革命
老区已成为共识。
  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内，工人们正在整理景观造型，管护立体
栽培的蔬菜，为国庆假期的旅游热作准备。走出公园不远，整齐规
划的小洋楼掩映在绿荫里，一条小河从村中缓缓流过。老人们坐在
亭子里拉家常，孩童们在公园里嬉戏打闹。
  这里是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代村曾经是村集体负债严重的贫
困村。 20 多年来，在村党委书记王传喜带领下，代村不断上新农旅
融合项目，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在此基础上，代村开始走联村共建、抱团共富之路。2018 年，代村规
划了占地20 平方公里，辐射带动11 个村、2 . 6 万农民的“田园新城”项
目。在兰陵县委支持下，代村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牵头成立了由12 个村
组成的片区党委，并选派代村党委委员结对帮扶基础薄弱村。
  与代村仅一街之隔的晒米城前村，就是“田园新城”项目的受益
者。在片区党委的指导下，晒米城前村打造花卉交易市场，如
今村集体年收入超过70万元。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正让村庄“独唱”走向
乡村振兴“大合唱”。沂蒙革命老区人民物质
更加充裕，精神更加富足，好日子更有
奔头。
  （□通讯员 王东 冯磊 参
与采写）

  □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纪伟 杜辉升 张九龙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诞生在抗战烽
火中的《沂蒙山小调》，跨越时空，广为传唱，让沂蒙
山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地标。但鲜为人知的是，沂蒙山
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而是始于党中央、
毛泽东主席对115师东进的指示电文：“要建立沂蒙山抗
日根据地。”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以沂蒙山为核心的山
东抗日根据地，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壮大革
命队伍，使沂蒙山成为党群同心的坚固堡垒，被誉为
“华东小延安”。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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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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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新征程，弘扬沂蒙精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和当代价值，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2022 年 5 月，山东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党群同
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人人都说沂蒙山好，究竟好在哪？新中国成立75 周
年之际，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重访沂蒙大地，进行
了深入蹲点采访。

小戏小剧，演绎军民鱼水情深

  9 月 11 日，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一处老院
子里，鏊子上烙着煎饼，纺车拉动棉线缓缓转动，悠扬
的歌声在院内萦绕，红色小剧《妇救会》正在上演。
  当八路军战士筹措军粮的通知送到小院里，几位村
民刚开始都称：难处太多，实在拿不出粮食。扮演妇救
会会长的刘煕艳，从八路军如何救下村民的孩子、如何
赶走侵略者等故事说起，生动阐述革命道理，将大伙的
心拢到了一起。小院里的军民鱼水情，生动温暖。
  小剧谢幕。村口的广场上，一出名为《重走支前
路》的沉浸式体验剧目也已准备妥当。农民演员们搭上
肩带推起满是物资的小推车，带领游客们踏上崎岖的小
路。队伍前头，红旗开路；两侧巷道，红歌飘扬；队列
之中，游客们手持大刀与步枪，这是出发前领到的
道具。
  时值初秋，草木葱茏，满眼翠绿。正当游客们因欣

赏景色而放松警惕时，导演组布设在草丛中的炸点被一
一引爆，硝烟骤起。嘈杂的爆炸声中，传出带队演员的
引导声：“同志们，我们遇到了敌机空袭，快寻找掩体
卧倒。”
  待“敌机”飞远，重整秩序，小推车再次踏上征
程，穿过硝烟的红旗，也显得愈发鲜亮。
  常山庄村是沂蒙红嫂纪念馆所在地。马牧池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胡明莹介绍，以往，游客只能通过文字、
图片和讲解员的口述，了解沂蒙红嫂拥军支前的故事。
近些年，红嫂家乡旅游区与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先后来到
这里落户，大批剧组驻村后，带来了形式多样的服化道
技术。当地村民便在此基础上，排练了以《妇救会》
《识字班》为代表的十几出小戏小剧，向游客展演。
  将影视剧制作技术与当地红色历史有机结合，是新
时代沂蒙人民弘扬沂蒙精神的具体实践。“目前，我们
围绕一座红色景区，引导当地村民进景区工作成为职
员、进剧组拍戏成为演员、在景区售卖土特产成为店
员、加入专业合作社成为社员。”胡明莹说，随着“一
区四员”模式逐渐成熟，已有600多名当地村民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
  “在景区，从事的工作不同，领到的工资也不一
样。现在，在这附近找个每天能挣一两百块钱的活儿，
不算难事。”演完《妇救会》，换上便装的刘煕艳，恢
复了普通山村妇女的模样，谈起家门口的好日子，她称
赞起来。
  临沂是一片红色沃土。革命战争时期，蒙山沂水间
先后发生了4000 多场大小战斗。当时，在沂蒙根据地420
万人口中，有120 万人拥军支前、 21 . 4 万人参军参战、
10 . 5 万名革命烈士血洒疆场。
  光辉的历史，为临沂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近年
来，临沂市按照“以红带绿、以绿映红、红绿接蓝、古
今辉映”的发展思路，加快构建“红绿蓝古今”精品旅
游体系，通过实施“激活蒙山”区域交通规划，打造了5
条红色漫游线路，串联起费县大青山、莒南省政府旧
址、蒙阴孟良崮等59处革命遗址和22个红色景区。

两份“手册”，彰显不变的为民初心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用好群众路线宝贵经验？两份
跨越时空却相互呼应的工作手册，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答案。
  在位于临沭县的“刘少奇在山东纪念馆”内，陈列
着一张历史文件的影印照片，泛黄的信纸上清晰地誊写
着文件标题《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
运动的决定》。
  1942 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党中
央派刘少奇前往山东。刘少奇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
军115师师部驻地临沭县朱樊村，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

认真系统的分析，找准了山东问题的根源，提出了“争
取优势、壮大自己”的斗争方向。 1942 年 5 月，山东分
局颁布《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
定》，成为根据地党员干部的工作手册。
  “这些措施，解除或减轻了多年以来压在广大群众
身上的沉重负担，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共产党、革命与
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抗战积极性大大提高。”
讲解员陈杨介绍，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对巩固山东抗
日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解决抗战时期的各种困难起
到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群关
系也更加密切，沂蒙精神逐渐形成。
  当年山东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形成党群同心的好局
面，离不开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入落实。如今的沂蒙大
地，正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继续用好群众路线宝贵
经验。
  在“12345·临沂首发”客户端（以下简称“临沂首
发”）热线接办中心，也有一份工作手册。 9 月 9 日下
午，临沂市农业农村局新录用公务员赵孝凤，正与同事
对照手册中的工作规范，梳理群众诉求转办事宜。
  手册主要分三部分内容：一是接听群众电话时的话
语规范，要注意热情礼貌有耐心；二是临沂市各级各部
门工作职能，要保证及时解答群众咨询的问题；三是工
单分类明细，如遇复杂问题，及时转办给相关部门跟进
办理。
  虽然手册内容详实，且已接受过一周的培训，但面
对各式各样的群众来电，赵孝凤仍感觉“本领恐慌”。
当天她接听的来电，内容涉及小区停水、车位管理、不
动产登记等领域。“后续我还要驻村工作，在临沂首发
的工作经历，可以提高我与群众交流和为群众办事的能
力。”赵孝凤说。
  2022 年4月以来，为了顺应互联网时代新要求，更好
地践行沂蒙精神，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临沂市以12345 热
线改革为切入点，开发建设了临沂首发，打造集“为民
办事、宣传教育、问计问策”功能于一体的融媒集智平
台，探索出一条“12345+首发”“电话+网络”“政务+
融媒”的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
  目前，临沂首发已累计受理企业群众诉求 1265 万
件，“一次办好率”由 70% 提升至 79% ，“问题解决
率”由88% 提升至93% ，“群众满意率”由89% 提升至
94%。像赵孝凤这样的新录用公务员，都会被安排在临
沂首发参加实训，上好为民服务第一课。
  从“刘少奇在山东纪念馆”里的历史文件，到如今
新录用公务员手中的工作规范，两份“手册”虽相隔80
多年，但其中彰显出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沂蒙革命老区意气风发走向未来

  牢记革命历史，走好群众路线，是为了凝心聚力争

取更大胜利，加快建设新时代时尚繁荣革命老区。
  临沂物流产业的加速蝶变，就是老区新貌的生动代
表。从一家劳保市场的普通个体户，成长为年营收37 亿
元的劳保行业“独角兽”——— 山东新明辉安全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明辉”）只用了20多年。
  9 月 10 日上午，在新明辉的智慧云仓内，上万种劳
保用品正在储存转运。在一垛货物前，仓库经理陈福涛
举起手中的扫码枪，对准托盘上的二维码一扫，品名、
数量、入库时间等货物信息一览无余。“这张二维码就
是货物的‘身份证’，借助我们的智慧仓储管理系统，
货物从入库到出库可以实现高度自动化，分拣发货的错
误率大幅降低。”他介绍。
  陈福涛在新明辉已供职10 余年，从库管学徒一直干
到仓库经理。据他回忆，搬到这座智慧云仓之前，管理
货物出入库信息，需要一册厚厚的账本。信息登记入册
后，为了方便后期快速分拣货物，还需要记住不同货物
的存储位置。虽然那时公司经营的劳保用品只有几百个
品类，但库管工作还是劳心又劳力。
  此后几年，新明辉开始向电商领域转型，逐渐搭建
起全国最大的劳保用品垂直电商平台，陈福涛需要管理
的货品种类，也从几百个迅速增长到上万个。“面对这
种规模的库管工作量，再好的脑子、再厚的账本也不好
使了，建设智慧云仓项目就提上了公司日程。”他告诉
记者，如今手中的扫码枪，就是他的“新账本”，曾经
最看重吃苦耐劳品质的库管工作，如今成了需要掌握自
动化知识的技术工种。
  这几天，陈福涛正带领团队调试AGV机器人，计划
应用于仓库内的自动搬运工作。待新设备投入使用，这
座智慧云仓的工作效率还将大幅提升。
  新明辉坐落在临沂现代物流城，紧邻京沪高速，共
有12 个新物流园区。今年7月，临沂市兰山区1700 多家
物流企业搬离分散在城区的老物流园区，进驻这座现代
物流城。与传统物流园不同，这里虽然车来车往，但整
体空间开阔、秩序井然。园区迁建不只是空间转换，更
是服务标准的重新定义和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临沂人从零开始跑物流，艰
苦创业，奋力拼搏。历史上“四塞之固、舟车不通、内
货不出、外货不入”的临沂，现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
市场集群、重要的物流周转中心，被誉为“中国物流之
都”。 2023 年，全市实现市场交易额6126 亿元，物流总
额9334亿元。
  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正是沂蒙老区阔步新时代
的一个缩影。“革命老区是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最早
承载地，绝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新时代的革命老
区，不仅是红色的，更是多姿多彩的；不仅是传统的，
更是时尚繁荣的；不仅是致敬历史的，更是意气风发
的、走向未来的。”临沂市委书记任刚表示。
  （□通讯员 郑鹏飞 尹君 参与采写）

  近年来，临沂发扬光荣传统，弘扬沂蒙精神，加快实施现代化强市“八大战略”，奋力在全国革命老区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图为临沂城区航拍图。（□资料图）

  □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张九龙 纪伟 杜辉升

  时值九月，暑气尚未完全消散。临近傍晚，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
北京路与蒙山北路交会处西北侧的柳青·朱夏园里，家长们正陪着孩子
们嬉戏玩耍。这里原是一处建筑垃圾堆积场所，建成口袋公园后，变身
绿荫环绕、景观别致的公共空间。
  一个公园，被冠以“口袋”之名，大小可想而知。到临沂的街头走
走，这样的口袋公园可不少。进入口袋公园逛逛，可谓“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花卉、绿植、坐凳、景观石、健身器材等，不一而足，构成
精致的街头、小区一角。
  仅去年，临沂市就在主城区建设了311处口袋公园，推窗见绿、出门
入园渐成常态，市民实现了“公园自由”。
  口袋公园怎么建？先倾听群众的心声。“通过前期走访调研，我们
发现市民对于公园的要求并不复杂，也就是能有绿荫遮蔽阳光，能和邻
里朋友坐下聊天，能放下一张乒乓球台等。大多数时候，建一座小公
园，就能同时满足这些功能需求。”临沂市园林环卫保障服务中心发展
规划科科长蒋芳介绍。根据从“12345·临沂首发”等渠道收集的群众意
见，一些口袋公园还因地制宜设立林荫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便民服务
设施。
  什么是好事实事，先从群众切身感受和实际需求来考量，这是新时
代践行沂蒙精神的要义。除了职能部门主动问计于民，临沂还着力畅通
各种民意诉求通道，“12345·临沂首发”就是典型代表。
  在临沂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扫描二维码，下载了这个客户端。首
页点进去，“首发督办”“首发聚焦”“诉求入口”“晾晒评理”等功
能模块映入眼中。随着指尖下滑，可以看到大量最新发布的为民服务
信息。
  2022 年4月，临沂市在原有12345 热线的基础上，打造了“12345·临
沂首发”客户端，实现了电话端与网络端的互补和融合。所谓“首
发”，意即首先发布，群众有诉求、有建议，首选通过客户端发布，党
委政府的政策信息也首先在上面发布、解读。
  群众的诉求如何得到高效响应？临沂12345 热线中心主任刘向元解
释，临沂将诉求响应率、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三项指标纳入全市高
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作为评价干部工作作风、部门工作效能的重要
依据。事项办理不当，甚至可能面临公开晒单、曝光。“市、县、乡、
村都把热线首发作为‘一把手’工程全力推动。”
  可即便如此，仍会有一些问题找不到突破口，成为长期存在的“老
大难”。针对这类顽疾，今年初，临沂启动了热线首发“专项深办”行
动，首批确定16个“深办”领域。
  以学校、医院周边道路交通拥堵治理为例，以前这都是交警的工
作，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效果却不理想。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12345
热线首发专班负责人卢彦萌介绍，“专项深办”行动实施后，相关各方
一起想办法，形成工作合力。如今，相关领域诉求量大幅下降。各级干
部办理群众诉求的主动性越来越强、效率越来越高，久拖不办、推诿扯
皮现象越来越少。
  “12345·临沂首发”打通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最后一公里”，
成为践行沂蒙精神、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通讯员 臧德三 参与采写）

  9 月10日拍摄的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的口袋公园“柳青·朱夏园”。（□大众
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卢鹏 报道）

  9 月 11 日，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红色小剧《妇救会》正在上演。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卢鹏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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