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朱子钰 于新悦

  “延安有三宝，苹果、小米和枣。”初秋时节，刚
到延安市区，我们就看到一家特产店打出的醒目标语。
据说，全国每九个苹果中，就有一个来自延安。
  延安南部，是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山
峁川塬相间，丘陵起伏，却藏着一个“陕北小关
中”——— 富县。
  沿着崎岖的公路“上塬”，几十分钟后便到达了富
县茶坊街道伏龙村。宽阔的黄土塬面上，横卧着一个百
亩高塬玫瑰生态农场，连片果园采用高标准矮化密植技
术。眼下，缀满枝头的苹果已经套上了袋子，几位工人
正在树边除草，为即将到来的苹果丰收做准备。
  见到远方客人，农场负责人孔建军特意拿出了果面
洁净、色泽艳丽、形状圆润的“巴克艾”苹果。“味道
的确不一般！”品尝过后，大家忍不住夸赞。
  富县土层深厚，昼夜温差大，是国内外公认的苹果
最佳优生区之一。1940年，陕甘宁边区延安自然科学院
引入苹果苗木，在光华农场试栽。7年后，洛川县阿寺
村青年农民李新安，用毛驴从河南灵宝驮回200棵苹果
树苗，走街串巷推广苹果种植。从1998年开始，富县便
大面积推广苹果产业。
  “好种、好管、好吃”，是他总结的当地苹果产业的特
点。“好种”建立在生态底子上，当地林木葳蕤，果园周围
时不时出现野鹿；“好管”离不开农业科技现代化，立架栽
培、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有机种植等广泛应用；前两个
步骤做好了，“好吃”便水到渠成。
  好苹果不愁销路。“我们的苹果，在北上广深等地
的高端市场一炮而红，20万斤有机苹果曾卖出160万元
的高价。”孔建军说。
  苹果种好了，还能卖“风景”。在高塬玫瑰生态农
场，集观光、水果采摘、垂钓、旅游、餐饮于一体的休
闲旅游区正在培育。
  看到了好前景，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由孔建军发起
的富县高塬果业专业合作社。目前，入社登记果园面积达
到3130亩，社员户均年收入达到13 . 7 万元。一颗小小的苹
果，富了乡亲们的口袋，也连接着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如今，延安200多万人口中，有100多万人从事苹果
产业相关工作，80万农民从中获益，苹果收入占农民经
营性收入的61%。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红彤彤的苹果
已经成为革命圣地的致富果、幸福果。

  □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于新悦 朱子钰

  初秋时节的延安，天蓝云淡、万山青
翠，来往游人络绎不绝，瓜果满园丰收在
望，让人不由感叹：好一派丰蔚景象！这还
是那个漫天黄沙、荒山萧索的黄土高原吗？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
国的摇篮。陕北这片黄土高坡孕育的延安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和中华民族
的精神丰碑。进入新时代，延安精神继续
发挥强大的精神力量，指引着革命老区书
写新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75 周年之际，踏上这片
革命热土，我们想要寻找答案：到底是什
么样的力量，让昔日黄土遮天、干旱贫瘠
的黄土高坡变了模样？

永不褪色的红色圣地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宝塔山上，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苏丽娜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请大家戴好耳机，排成两
队，开启我们的参观之旅。”每天，她都
要接待近10 拨游客。“假期时，延安革
命纪念馆一天就得接纳两万人左右，人气
火爆。”苏丽娜说。
  坐落在延河之畔，延安革命纪念馆通
常是外地游客来延安参观旅游的第一站。
2021 件文物、 900 余幅照片……步入馆
中，就像搭上了时光穿梭机，一下子回到
了那个充满革命战斗精神的火热年代。
  一张小炕桌前，众人驻足观看。“这
张看似普通的小炕桌，实则是国家一级文
物。 1936 年2月，毛泽东同志初到陕北看
到大雪，在红军面对更大困难、身处险境
之时，他思绪万千，诗意顿生。回到自己
所住的窑洞里，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
了经典名篇《沁园春·雪》。”
  纪念馆展室内，陈列着一匹马的皮革
标本。“这匹马是毛主席在延安唯一的交
通工具。它四蹄直立，马头高昂，俨然一
位革命战士。”
  ……
  从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落户“陕
北”，到1948 年 3 月，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
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党中央和毛泽东
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 13
年。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成为中共中
央的“落脚点”，也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人民解
放战争胜利的“出发点”。
  红色的主基调在延安从未褪色。如
今，曾经的山沟变身中外闻名的“中国革
命博物馆城”：3万多平方公里的延安共
有革命遗址445 处，革命纪念馆30座，是
全国革命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
大、数量最多、布局最为完整的城市。越
来越快的城市建设、越来越旺的旅游人
气、越来越美的生态环境，让来到这里的
每个人感叹“换了人间”。
  “来延安，一次绝对看不够！”9月11日
上午，来自西安的老党员张利超再次踏上
这片红色热土，眼前的景象让他感慨不已。

“1994 年我第一次到延安，印象中不过‘中
间一道河，两边小商店’。这次来，发现延安

变化太大了，延河两岸高楼林立。登顶巍峨
宝塔山，沿途的路更加开阔，远眺延安，青
山环绕，黄土高坡已无迹可寻。”接下来，他
计划带着家人继续追寻历史足迹，瞻仰枣
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
  为讲好红色故事，延安一直在求新求
变。文旅深度融合，丰富内涵与体验形
式，让读懂延安精神有了更多方式，也引
起了更多年轻人共鸣。
  夜幕降临，在金延安景区南街，行进式
实景红色演艺作品《延安十三年》正在上
演。背靠大事件，深挖小细节，融入秧歌、戏
剧、腰鼓等艺术表演形式，观众一路穿梭于
金延安、戏台、小院等“原生”场景之中，交
互式体验让血与火的革命岁月跃然眼前。
  来自德国的博士生福汉德看得格外认
真，45 分钟的表演，他全程举着手机记录，
不肯放过任何细节。“今天的表演让我产生
了很多思考，我将把这一表演作为我研究
中国红色文旅的案例之一。”他说。

生态产业两相宜的发展之路

  驾车从延安市区一路向南，仿佛驶进
了蜿蜒的绿色生态长廊。穿过横跨公路的
“稻香门雕塑”，闻名遐迩的“南泥湾”
便映入眼帘。时值水稻成熟期，置身南泥
湾千亩稻田，呼吸之间都是稻米香。
  “你看，我们今年主要栽种的是稻花香
2号、初香粳1号等，都是优质品种，亩产可
达900 斤。”延安南泥湾（集团）农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浪用手捻着稻穗说，近些年，南
泥湾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建设景观稻
田，强强联合“北大荒”——— 委托北大荒集
团负责经营，积极推广新品种、使用新技
术，打造“南泥湾”品牌。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
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一曲
《南泥湾》传唱至今，唤起人们的深深记
忆。 1941 年，八路军第359 旅开进南泥湾
实行军垦屯田，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
面旗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
神，自此深深融入了当地人的血脉中。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南泥湾发展之
路并不平坦，曾经遇到土地承载能力下
降、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湿地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等问题。
  进入新时代，南泥湾的发展迎来了新
的转机。从2020 年开始，南泥湾开发区
管委会投资1 . 1 亿元，恢复湿地稻田200
余亩，形成集中连片湿地面积达1200 亩
以上，重新恢复了湿地功能。
  如今的南泥湾，路成网、水成系，路
路相通、渠渠相连，不仅是“陕北的好江
南”，更是生态综合治理和区域高质量发
展的写照。沿着公路从西往东，千亩稻田
不远处就是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在陕北
干旱、半干旱地区中，南泥湾湿地系统尤
为珍贵，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湿地生态
系统恢复的典型。
  鸟类“用脚投票”，是生态变迁的最好
见证。目前，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内有脊椎
动物232 种，其中鸟类有132 种，2023 年，被
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落户”南泥湾。
  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安，曾是我国水土
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些年，延安
接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奋力造林，既让
荒山盖上“绿被子”，也让“生态包袱”
变为“绿色财富”。
  富县，古称鄜州，著名的直罗镇战役
曾在此打响。 9 月13日，记者走进位于富
县工业园区的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现场，厂房夹江而立，只见机器轰鸣，
一派繁忙景象。
  “项目由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化公司
负责建设和运营，是富县工业园区引进的
重点项目之一，主要生产聚乙烯、聚丙
烯、正丁醇等化工产品。我们将石油化
工、天然气化工与煤化工深度结合，实现
碳氢互补、资源高效转化与综合利用。”
项目工作人员张保魁介绍。
  张保魁说，近年来，公司采用高盐废
水处理技术，积极推进污水零排放项目，
同时强化节能降碳工作，加强“三废”治
理。以“绿色”为底色，低碳发展、循环
经济、资源综合高效利用等关键词已成为
产业园的标签。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本色初心

  陕北地形地貌独特，沟壑纵横，山川
交错。当地人称平坦的高地为“塬上”，
沟壑为“川道”。在甘泉县城南15 公里
处，一个小村庄面向公路，背靠环山，因
地形而得名“象鼻子湾村”。这里是著名
的“雪地讲话”旧址。
  1935 年 11 月，毛泽东在甘泉县象鼻子
湾村，首次发出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
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著名论断。
  如今走进象鼻子湾村，一处农光互补
园区展现着勃勃生机。一排排光伏板下，
是一座座香菇大棚，里面摆满了排列整齐
的菌棒，种植大户刘勇和工人们正在忙
碌。再过 2 个多月，这里出产的肥硕香
菇，将出口至东南亚一带。
  刘勇来自香菇之乡——— 湖北随州，兄
弟三人一起到象鼻子湾村承包种植了这
13 棚香菇。刘勇介绍，“这里昼夜温差
大，自然条件好，去年我们种了 20 万
棒，纯利润近200万元。”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让人民
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象鼻子湾村驻村干部雷凯说，2020 年，为实
现光伏板下土地的二次利用，村里整合各
类资金536 万元，建成大棚33座，引进了甘
泉新苗菌蔬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了菌种
研发、菌棒制作、产品保鲜、烘干仓储、加工
包装、品牌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实现
村集体增收19 . 5 万元。
  延安时期，我们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
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
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
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今天，
革命老区用好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让老乡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在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一鱼多
吃”的农文旅田园综合体让百姓收入大
增。“通过水稻有机化种植，再发展稻田
养鸭、养鱼、养蟹等生态种植模式，实现
了一水两用、一田两收，提升了水稻品
质，改善了生态环境。”胡家坡村党支部
副书记肖兵锋算起了账。
  现在，胡家坡和周边村庄共有2100 多
亩稻田，春天插秧、夏季观景、秋季割稻、冬
季滑冰。小火车、露营基地、稻田民宿等丰
富的文旅项目，让胡家坡村一年四季游客
不断，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作为土生
土长的胡家坡村人，肖兵锋感慨：“曾经，贫
困村的帽子压得乡亲们抬不起头，如今，村
民们都为生在胡家坡而感到自豪。我满怀
信心，大伙的日子一定越来越好！”

宝宝塔塔山山下下，，延延安安逐逐梦梦““绿绿富富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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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
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
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
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老区和
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
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
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
  ——— 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
书记赴陕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
众时说
  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
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
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
强调

延安精神

要代代传承下去

  延安富县收获的苹果。（□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毕胜 报道）

一颗红苹果

拓宽致富路

    从空中俯瞰延安，青山环绕，高楼林立，黄土高坡已无迹可寻。图为9月11日拍摄的延安市区。（□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毕胜 报道）

  参观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拍
照。（□新华社发）

　　延安凤凰山麓的小油灯下，毛泽东
写下著名的《论持久战》，驳斥抗日伊
始甚嚣尘上的“亡国论”“速胜论”，
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坚定了
国人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心信心。
　　油灯虽小，却见证伟大思想的
诞生。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159
篇著作，有112 篇写作于延安时期，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文献，也是延
安精神的重要理论基础。
　　 1938 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号召，首次使用了“实
事求是”这个概念； 1941 年，毛泽东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第一次详细阐
释了实事求是为何物；党的七大又将
“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
　　延安期间，面对各种复杂局面，我
们党之所以能实行正确的大政方针，靠
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民族复兴，道阻且长，实事求是永
无止境。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
百年历史上，每到关键抉择时，总伴随
着源自实践的思想飞跃。

         （据新华社）

实事求是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