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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内涵
Spiritual connotation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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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南泥湾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南泥湾是中

国共产党军垦事业的发祥地，是南泥湾精神的诞生地。

Ø 南泥湾位于西安－黄帝陵－延安－南泥湾－黄河壶口瀑

布－西安旅游环线上，是延安旅游名胜景点之一，也是

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Ø 南泥湾的主要景点有：湘领导视察南泥湾旧居、三五九

旅旅部旧址、七一八团烈士纪念碑、七一九团烈士纪念

碑、中央管理局干部休养所旧址、南泥湾垦区政府旧址、

八路军炮兵学校旧址、九龙泉、南泥湾大生产展览室等。

南泥湾地理位置

删除红色色块，有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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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我根据地反复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调

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当时，

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仅有140万群众，要担负起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实在是一件难事。

形势艰难

正如湘领导说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

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我军不但在军事上要对付日、顽两军的夹击，还要对付他们的经济封锁，困难真是到了极点。在

这严峻的历史关头，湘领导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动员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

动。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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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保
障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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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4年

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

1943年，生产自给率达到

100%,到1944年，共开荒种

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

万石，养猪5624头，上缴

公粮1万石，达到了“耕一

余一”。

1940年

朱德总司令根

据中共中央关

于开展大生产

运动的指示精

神亲赴南泥湾

踏勘调查，决

定在此屯垦自

给。

1941年春

八路军一二0

师三五九旅奉

命开进南泥湾，

披荆斩棘，开

荒种地，风餐

露宿。

1943年2月

延安文艺界劳

军团和鲁艺秧

歌队80多人赴

南泥湾劳军，

萧三、艾青、

田方等致慰问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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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16日，湘领导视察了南泥湾，白天，察看庄稼，巡视部队，和战士、老乡交谈，接见劳动英雄。

晚上，和旅团干部一起讨论工作。湘领导听了王震的军事工作汇报后说：“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能放

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

1943年9月16日，湘领导视察了南泥湾，白天，察看庄稼，巡视部队，和战士、老乡交谈，接见劳动英

雄。晚上，和旅团干部一起讨论工作。湘领导听了王震的军事工作汇报后说：“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

能放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

在参观了三五九旅办的打铁厂、食品加工厂、家属纺织厂后，湘领导说：“你们组织起来了，生产自给，

很了不起。这些工厂虽小，但解决了大问题。三五九旅的同志们穿的，用的，都比过去好多了。革命胜

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体农庄，妇女都可以参加集体劳动。”

湘领导视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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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领导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

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如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

像国民党，他们连棉衣都靠外国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丰

衣足食。”

n 南泥湾视察不久，湘领导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写出

了几篇指导解放区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著，再次强调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建设口号。

n 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政策，以及保护和发展工

商业、兴办合作社、奖励劳动英雄等政策。

n 在延安发动了大生产运动

删除红色色块，有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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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团结奋斗
湘领导率先垂范，在杨家岭的办公窑洞前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朱德背着箩筐

到处拾粪积肥；浙领导迅速成了纺线能手。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在三

五九旅，上自旅长，下至勤务员和炊事员，一律编入生产小组，同甘共苦，战胜困难。

南泥湾精神
正是靠着这种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精神和作风，根据地军民凭着自己的双手，不但摆脱了困难，而且创

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奇迹。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不到三年，就开荒二十六万亩，除粮食和日用品自给外，还上

缴公粮二百五十万斤。这种自己动手、艰苦创业的工作作风被人颂之为“南泥湾精神”。

立下赫赫功勋
1944年11月，三五九旅奔赴敌后抗日战场。出发前，湘领导、朱总司令特地检阅了这支英雄的部队。以后，

三五九旅转战黄河内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赫赫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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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初到南泥湾的战士们拿起了镢头，“向荒山野岭要粮”。面对南泥湾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战士们以强大的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唱着“窑洞草房好军营，茅草床铺软腾腾；三尺厚雪绫罗被，

茂密梢林好屯军”歌曲，抱着必胜的信念，勇敢战胜困难。从1941年

初到1944年10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用了近4年的时间，挖了1000多孔

窑洞，盖起600多间土房，一共开发荒地26万余亩，生产粮食3.5万余

石，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

还向政府交纳公粮1万石。战士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战胜重重困难，

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面临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湘领导认为不能

等、不能靠，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4年时间
1 0 0 0 多 孔 窑 洞

6 0 0 多 间 土 房

开 放 荒 地 2 6万 余 亩

生 产 粮 食 3 . 5万 余 石

缴 纳 公 粮 1万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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