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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在这里落脚
本刊记者｜刘慧娴  特约通讯员｜宋航  李峰  高怀智  冯昱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

个出发点。”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共中央、

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结束长征。1937年

1月10日，中央机关迁驻延安。13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从此，西

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

中心。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牢记毛泽东主席的殷切嘱托，延安人民

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奋力推进科学发

展，积极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全

力建设圣地延安、生态延安、幸福延安，

奏响了嘹亮的发展新曲。

历史选择了延安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

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

盘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骑。陕甘

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

弟手携手，扩大前进根据地。

——《长征组歌（七）到吴起镇》

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看似偶然，却又是历史的必然。中央红

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先后经过多次变

化，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岷

县以南哈达铺。在搜集到的旧《山西日

报》《大公报》等报纸上，毛泽东等中央

领导看到了有关国民党军队“围剿”陕

北刘志丹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

消息。大家都极为兴奋，一致提出“到

陕北去，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9月27

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

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中央红军的

落脚点放在陕北。1935年10月19日，

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当战士们看到

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时，顿时欢呼“到家

了”。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的

林伯渠不禁赋诗一首：“一年胜利达吴

起，陕北风光慰所思。大好河山耐实践，

不倦鞍马证心期。坚持遵义无穷力，鼓

励同仁绝妙诗。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

坦荡已无歧。”

吴起人民也衷心拥护中央红军。虽

然生活困难，但为了迎接中央，支援红

军，在当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领导

下，吴起人民筹粮食，做军鞋，缝制棉

衣，救护伤员。在张湾子村张廷杰家，

张廷杰的妻子用中秋节节省下的羊肉为

毛泽东做了一顿香喷喷的羊肉臊子剁荞

面，主席一连吃了三大碗。饭后，他擦

了擦额头的汗风趣地说：“长征一年喽，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吴起是个

好地方呦！”

在吴起镇，中央红军进行了长征中

的最后一战——“切尾巴”战役。中央

红军进驻吴起后，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

三师、第六师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

团尾追而来，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毛

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研究了敌情，要

求打退追兵，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10月20日晨，红军主力分别进入阵地

布防，一纵队埋伏在三道川及二道川与

头道川的大茆梁上，在敌人左侧；二纵

队埋伏在头道川与乱石头川之间的上梁

山，在敌人右侧；三纵队埋伏在洛河东

侧吴起镇的燕窝梁上，在敌人正面。21

日凌晨4点半，毛泽东在洛河以西的平

台山（今胜利山）上一棵杜梨树下的“临

时指挥所”召集部分干部进行战前动员，

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意义。会后毛泽

东对警卫员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

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到打冷枪的时候

再叫醒我。”随后酣然入睡。7点战斗打

响。先是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骑兵团耀

武扬威地走来，当其进入红军的埋伏圈

时，彭德怀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

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

光闪闪，打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纷纷

落马溃逃。随后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先

遣团赶来，又迅即被打乱，掉头逃命。

红军立即乘胜追击，利用土岗深沟，将

国民党军分割包围。与此同时，国民党

军另外三个骑兵团也被击溃。9点战斗

胜利结束。此战共毙伤俘国民党军骑兵

1600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轻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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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数十门（挺），缴获战马1600多匹，还

有各种枪支、弹药、马刀、炊具、食品和

电台等。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兴奋地提

笔挥毫，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

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则

谦虚地将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切尾巴”战役创造了世界作战史上步

兵追骑兵的奇迹，使蒋介石“围剿”中央

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10月25日，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

部会议上，毛泽东总结道：“长征是历

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

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

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

果而告结束。”

193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离开

吴起镇，前往甘泉下寺湾，11月7日，

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

迁往保安县城（今志丹县），1937年1月

10日又迁驻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央

领导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

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延安

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新

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统一

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

人的主要法宝，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和

大生产运动，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

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

作风，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培

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

延安精神，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

指导地位，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铸就辉煌

曾经的延安同“中国革命”一起被

书写在历史的宏篇巨著中，如今的延安

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再铸

辉煌。

——调结构促转型

延安市财政局副局长冯奇海说：

“延安以石油工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特

点，决定了延安属于典型的‘油财政’，

石油工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在70%以

上。近年来随着石油行业量价齐跌，延

安的经济财政形势不容乐观，为此，市

委、市政府作出了多项调结构、促转型

的决策部署。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部署，把支持经济发展

作为全力推进‘小财政’向‘大财政’转

型的重要抓手，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积

极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式，下大力

气推动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发展。”

2015年以来，延安财政加大地方

政府债券资金争取力度，通过置换债券

和新增债券的预算调剂，安排支持生产

发展资金14.5亿元、重点项目建设资金

54.9亿元。为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

式，2016年，财政注入资本金1.36亿元，

将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担保能力由

2015年的8.45亿元提高到15.25亿元，

可为企业增加担保贷款6.8亿元。同时，

将目前的担保贷款使用期限由1年延长

到3年内，2016年已为36户企业提供贷

款担保2.88亿元。财政安排资金3000万

元，放大10倍，分别与建设银行、长安

银行合作开展“助保贷”和“互助贷”业

务，可向企业贷款3亿元。安排创业担

保贷款补充基金1000万元，贴息周转资

金5340万元，支持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更

好开展。落实资金300万元，支持洛川

美域高、方佳电子等民营企业做好上市

融资工作。筹措资金10亿元，设立产业

发展母基金，支持结构调整、农业和旅

游产业发展以及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项

目加快实施。

延安是著名的革命圣地、历史文化

名城、优秀旅游城市，大力发展文化旅

游产业是延安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抓

手。冯奇海介绍，“十二五”期间，延安

市财政以改善和提升旅游景区环境建设

为重点，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

投入，累计投入项目建设资金10.72亿

元；以健全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为目

标，在旅游规划编制、景区设施维护、

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方面累计投入资金

6086万元；设立了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以支持旅游项目开发、旅游宣传促

销等活动的开展。在圣地河谷文化旅游

产业园区，记者看到以延安老城为摹本

的一期项目“金延安”正在抓紧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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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老邮局、老教堂、老新华书店

等老延安城主要建筑已经复原完成。圣

地河谷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是陕西旅游集

团与延安市政府的战略合作项目，面积

14平方公里，投资100亿元，以文化旅

游产业为主导，演绎延安红色革命文化

和黄土民俗文化，打造金延安、摇篮河

谷、儿童长征主题体验园、陕北民俗风

情园、都市文化生活区五大功能板块，

采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

方式和开发区机制体制，建成后将形成

大陕北旅游中心区、文化产业聚集区、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示范区为代表的老延

安红色圣城。

延安是世界苹果最佳产区和反季节

蔬菜优生区，黄土高原优秀杂粮传统产

品区，所产苹果、红枣、核桃、羊肉、小

杂粮等农产品品质优良，拥有发展现代

农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按照“把延安

建设成为引领黄土高原现代生态农业发

展的典型和样板”的定位，市财政不断

加大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促进农业转

型升级。市级财政每年安排农业产业化

资金5000万元，支持现代农业示范园和

现代养殖场建设、农业科研、设立农业

产业基金等。“十二五”期间，全市共启

动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87个，建成

40个，带动农民13.9万人，实现总产值

19.6亿元，园区农民人均收入普遍高于

当地平均水平20%以上；苹果种植面积

达到345.7万亩，产量273.5万吨；设施

蔬菜总面积达到25.2万亩，较2010年增

长37.7%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达到98家，建成农民专业合作社

2549个，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155人，农

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495家，创建省

级示范农场90家、市级示范农场249家。

在志丹县白草台设施蔬菜生产基地，白

草台村村支书村里的棚栽带头人任美雄

告诉记者，目前全村共有温室大棚140

座，弓棚430多个，温室大棚棚均年收

入能达到4万元，弓棚棚均年收入5500

元，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07年的2200

多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1.24万元。志丹

县财政局副局长胡文周介绍，由于基地

建设投资较大，政府出台了扶持政策，

县财政对每座日光温室（50m）补助3万

元；每个弓棚（50m）补助4500元；水、

电、路由政府统筹部门项目统一集中配

套；还聘请了2名技术员指导农民进行

科学生产。

——争做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先锋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回延安

调研，提出了希望延安能够在革命老区

脱贫致富中作出表率的殷切期望。为了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延安建立健全了

精准扶贫领导、资金投入、动态管理、

行业部门联动、督查考核五大工作机

制，实施搬迁扶贫、产业扶贫、能力扶

贫、整村推进扶贫、救助兜底扶贫和驻

村联户扶贫六大扶贫举措，举全市之力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2015年，全市

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50.75亿元，是

2014年度的1.6倍。同时，大胆创新扶贫

工作机制，能力扶贫中建立了整合项目

资源，集中安排培训，多方服务就业的

工作机制；产业扶贫中大力推广“合作

社（企业）+贫困户”、金融扶贫、生态旅

游、支部引领能人带动、文化产业扶贫、

互助资金、产业托管等十大扶贫模式；

教育扶贫中全面推行“多口进、一口出”

工作机制，及时对贫困家庭学生进行全

面资助等。

志丹县金丁镇以胡新庄村为中心建

设新社区，将住在偏远村、拐沟村的贫

困户和农户全部搬迁进来集中居住。村

民胡新斌的新房有120平米，水、电、气

等设施一应俱全。搬得出还要留得住，

志丹县根据不同地域特点，分类实施

“兴果、扩菜、强畜、精粮”，全力开拓一

户一业或一户多业的“造血”路径。胡

新斌说：“政府给免费建蔬菜大棚，每

年只交500元的土地流转租金。种黄瓜

可以从11月份卖到来年的8月份，一年

下来1个棚能赚3—5万元，我种了5个

棚，就是15—20万元，这穷日子变成了

好光景”。“十二五”以来，全市累计搬

迁16.95万户、59.3万人，贫困户产业扶

持覆盖率达到了100%，苹果、棚栽、草

畜三大主导产业成为贫困户收入主要渠

道，产业收入占到全市贫困户总收入的

70%以上，53%的户当年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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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奇海介绍，从2016年秋季学期

起，延安市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为此，财政将投入1938万元。

截至目前，全市实施了学前三年免费教

育，有省级示范性幼儿园34所 ;义务教

育“两免一补”政策辐射城乡所有公、民

办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实现了中小学全

覆盖。

不仅是教育，在医疗、养老、保障

性住房等各个方面，延安人民都体会到

了幸福感，提升了获得感。“十二五”时

期，延安累计实现民生投入1117.1亿元，

是“十一五”的2.3倍。率先在全省实现

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城乡一体

化；公立医院改革走在全省前列，组建

了延安医疗集团，完成了对4家医院的

托管；保障房建设走在全省前列，8.48

万户住房困难群众入住新居；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延安过大年”被评为全国群

众文化活动“群星奖”，一批民间艺术家

将陕北文化推向全国，等等。

烟尘已昨日,风流看今朝。“十三五”

时期是延安实现率先脱贫、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

坚期，更是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的

关键期。冯奇海说：“财政部门将继承

和发扬延安精神，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引

领新常态、推动新发展中的作用，开拓

创新，锐意进取，为红色圣地的再次腾

飞作出更大贡献。”

千名领导干部包村扶贫，全市2/3

的行政村得到帮扶。冯奇海负责包扶宝

塔区李渠镇张庄村，通过积极协调市区

两级农业产业部门，他帮助全村新建蔬

菜大棚16座，整修撂荒山地300亩，并

全部栽种了果树，签订了承包协议，配

套新修高标准生产道路13公里，全力

促进林果产业发展，发展特色养殖22

户，实现了贫困户产业发展全覆盖。经

过几年的努力，彻底扭转了张庄村致富

无业的局面，大大增强了村民的致富

决心和信心。贫困户任延怀告诉记者：

“没有财政局领导干部的包扶，就没有

张庄村的今天，也没有我的今天，感谢

共产党。”

“十二五”以来，延安累计实现33

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8.97%下降

到6.4%，吴起、志丹、黄龙三县实现整

体脱贫；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3094

元，比2010年末提高了1747元，增长

了2.3倍，年均增幅高于全市农民人均

纯收入增长水平。

——幸福生活比蜜甜

吴起县的家庭困难学生再不用愁交

不起学费了。家住铁边城镇南庄畔村的

村民慕生权说：“以前为孩子上学的事

情真是愁煞人，一年下来辛辛苦苦挣的

钱还不够娃娃们上学的开支，还得向亲

戚们借。现在好了，娃娃们上学不用家

里掏钱，而且还有补助，我们的负担减

轻了许多。”2010年，吴起县在西部率先

实现12年免费教育和免费职业教育的

基础上，将免费教育政策向学前阶段延

伸，率先在全国实现15年免费教育，并

建立奖优助困、寄宿生补贴等长效助学

机制。吴起县财政局党委书记冯勇说，

“十二五”期间，全县累计投入24.4亿元，

实施15年免费教育和免费职业教育，并

完成了城关小学和职教中心置换，新建

改造了7所幼儿园，荣获“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陕西省教育强县”

和“全省双高双普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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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在这里落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