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海陀精神
焦淑雅

现在的赤城县由原赤城、龙关两县合并

而成。赤城县隶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长城

环拱全境，高山、险关、隘口很多，“古为军

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赤城县海陀山巍峨矗立，林木苍翠。在

海陀山脚下，姜庄子村北的一处空旷处坐落

着一处纪念馆—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在烽烟滚滚的 20 世纪 40 年代，中共平北地

委、平北军分区、平北行署常驻海陀山，这

里成为平北抗日的指挥中心。这里山高林密，

沟壑纵横，交通不畅，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

之地。抗战时期，这里处在华北、蒙疆和满

洲国三个伪政权的接合部，战略位置十分重

要。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建成使平西、冀东两

块根据地连为一体，真正把尖刀插在敌人的

心脏上。

一、 海陀精神的形成

纵观历史，前尘滚滚、后世硝烟，淳朴

善良的赤城人民饱受封建官府势力的残酷统

治和外来民族的野蛮侵袭。在 20 世纪 20 年

代末至 30 年代初，赤城、龙关兵燹匪患极其

严重，不仅有奉军、晋军、直军、国民军、

杂牌军的军阀混战，还有土匪袭扰横行，他

们到处祸害百姓，抢掠不断。1937 年 8 月，

日军侵占了赤城、龙关二县，在政治上实行

奴役，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文化上推行奴

化教育。赤城人民备受涂炭，陷入水深火热

之中。但是赤城人民凭着赤诚的心和朴实敦

厚、坚韧勤劳的奋斗精神，在这片红色大地

上顽强抗击暴政、抵御外辱，守住了一方土，

开拓了一片天，造就了无数坚贞不屈的英雄，

留下了感人奋进的事迹。

1940 年 1 月 3 日，由挺进军第九团八连

和地方县区干部以及原沙塘沟发展的游击队

员共 100 多人，组成平北游击大队，进入昌

平后七村，创建抗日根据地，并成立昌延联

合县政府。1940 年 1 月月底，游击大队派王

子华、周之均到海陀山区侦察情况，宣传抗

日救国，建立人民武装，结交进步人士，并

拔除据点，消灭土匪、日伪军，使抗日游击

队在海陀山区站稳了脚。1940 年 4 月，中共

平北工委移驻海陀山东麓，随之，平北军分

区、中共平北地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相继

成立，赤城县成为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根据地建立之后逐步发展壮大，有 1 年

多的相对稳定时期。但随着平北军民的活跃，

对敌人据点的袭击、拔除和对敌“围剿”“扫

荡”的有力打击，引起日本华北驻屯军及伪

华北、蒙疆、伪满洲国几个傀儡政权的注意，

认为平北“八路”已是插入心脏的一把尖刀，

成为甩不掉的心腹之患。因此，日本侵略军

在加紧对整个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施“特别

肃正”计划时，也把平北赤城、龙关这块根

据地作为重点之一。除军事上“围剿”“扫荡”

外，在政治上进行诱降，在经济上进行封锁，

在文化上进行奴化教育，实施所谓的“总力

战”。同时，改变了过去三个伪政权各自为战

的局面，提出了“满华联防”“满蒙联防”协

调行动，共同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进攻，并

施以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

策。“扫荡”之后，重建据点，恢复多种伪组

织，进行诱降，策动叛变，逮捕与屠杀抗日

干部和积极分子。根据地处于极其艰难困苦

的境地，特别是 1942 年、1943 年，艰难困

苦达到了顶点。但英雄的平北赤城、龙关军

民在中共平北地（分）委的直接领导下，开

展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经过艰苦卓绝、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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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挠的斗争，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的胜利，赢得了推翻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胜利。

巍巍海陀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平北根据地的中

心区，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冀热察区的大本营。它是绿

色的山，似一面巨大屏风，屹立于北京之北，成为拱

卫首都的绿色屏障。它是革命的山，新中国从西柏坡

走来，北京市委从大海陀走来。它是英雄的山，30 多

位将军从这里走出，一大批革命烈士牺牲于此。它是

红色的山，仅抗战时期就有 11000 多名龙赤儿女献出

宝贵生命，每 6 人就有 1 人为国捐躯。

平北抗战感人的故事和无数英雄人物早已凝聚成

伟大的海陀精神。

二、 海陀精神的内涵

学习历史，才能了解过去、认识现在、面向未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海陀儿女始终与党同心

同向，与时代同频共振，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荡

气回肠的英雄赞歌，留下了一串串奋勇前行、可歌可

泣的光辉足迹，开创了辉煌的革命历史，铸就了伟大

的海陀精神。

( 一 ) 不怕牺牲、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海陀山区设置据点 158 个，

驻军 10000 多人。在赤城这片热土上，几乎天天有战事、

夜夜有枪声。自八路军来到海陀山起，赤城人民就踊

跃参军参战。据《赤城英烈》一书编纂人员考证，战

争时期的赤城县的龙、赤地区（1958 年，龙关县、赤

城县合并，后定名赤城县）只有六七万人口，参军的

就达到 11700 余人，平均每 6 人就有 1 人报名参军。龙、

赤地区牺牲的干部、战士、群众 11000 多人，最多的

一家牺牲 8 口人。在艰难的战争时期，海陀人民付出

了巨大牺牲。

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大地上，在这座巍峨险峻的大

山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染

红了赤城这片地、海陀这座山。

( 二 ) 不畏暴力、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42 年，日寇在海陀山区进行大小“扫荡”32 次；

9 个月的时间，县、区、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被杀

害 430 余人，被捕干部、群众 1100 余人，被烧毁房屋

25580 余间。1943 年，平北龙赤、龙延怀、龙崇赤联

合县根据地民兵单独对敌作战 112 次，配合主力作战

47 次，毙敌近 200 人。1944 年，平北根据地民兵更为

活跃，一年作战 493 次，毙伤俘敌 500 多名，破坏桥

梁 31 座，摧毁碉堡 83 个，还缴获了其他许多物资。

腥风血雨没有吓倒海陀儿女，相反，海陀儿女有

着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有着不畏强暴、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人人参军，个个参战，英勇杀

敌成为海陀儿女的坚毅勇敢行动。

( 三 )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进取精神
平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地委、专署、军分区机

关，四十团，龙赤、龙延怀、龙崇赤等县的党政机关

和县大队，以及各区政权和区小队，都扎根在赤城山

区，基本依靠根据地群众供养。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

当日寇对根据地实施封锁，根据地切断与山外的联系

时，赤城人民节衣缩食支援部队，自己喝稀粥、吃谷糠、

挖野菜，也要为抗日政府和八路军供应粮食，让他们

吃饱饭抗敌。

1941—1942 年，龙、赤两县群众交公粮 100 万斤，

公款 37 万元，军鞋 3.5 万双，军马草料 50 万斤。在

龙赤联合县，一区辖里长沟、白塔等 18 个土地贫瘠的

小山村，从 1941 年 3 月到 1945 年 9 月，群众上交公

粮 88 万斤，做军鞋 4050 双；1944 年，二区河西堡交

军鞋 600 双，平均每名妇女做军鞋 10 双；五区所辖的

10 多个小村内，驻有地、县、区三级党政军单位，战

士人数超过群众的 2 倍。村内，男人们白天搞战勤，

夜间种地；女人们白天站岗放哨，夜间缝军衣、做军

鞋。百姓连土豆都舍不得吃，只吃萝卜、倭瓜、糠、菜，

忍饥挨饿、节省粮食，为的就是供战士们吃饱饭，每

年还上交公粮 2 万余斤。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战争

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平北各抗

日根据地的创建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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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千锤百炼的革命实践中，广大军民的理

想境界、意志品质、战斗作风、团结精神、纪律观念等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进而凝聚成为伟大的海陀精神。

三、 海陀精神的发展

海陀精神的形成绝非偶然，其是以源远流长的中

华民族精神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广大军

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磨砺而成的，是千万海陀儿

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成的。新时期的人们应该将红色

基因传承下去，赋予海陀精神更加丰富的内涵。

( 一 ) 纪念馆与教育基地的建立

2012 年 9 月，坐落于赤城县大海陀乡姜庄子村的大

海陀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和廉政

教育基地）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其占地共 1.2 万m2，

建筑面积超过 2000m2，布展面积超过 1400m2，主要建

筑有纪念馆主体、纪念广场、纪念碑、军民抗战群雕

等。中共张家口市委将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列为首

批张家口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是红色教育及红色旅

游圣地。

( 二 ) 开发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大海陀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

以实物、实景、实例、实事为载体，通过充分挖掘和

开发红色资源，搭建党性教育大课堂，使干部群众在

与历史事件、革命人物、革命精神的“对话”中，不

断进行触及思想、深入灵魂的反思与感悟，实现心灵

的震撼和精神的蜕变，不断增强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让真实的历史现场变成现实的课题，把真实

的历史事件变成鲜活的教材，在“故地重游”“情景

再现”中实现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在设定的特定历史空间中推动党员干部实现思想的升

华和灵魂的碰撞。

( 三 ) 创新红色教育形式，传承红色基因
运用实践教育方式，让思政课从课堂内向课堂外

延伸，把青少年带到大海陀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在历

史发生地开展专题教学、参观教学、情感教学等，施

行专家讲、现场听、个人悟，让青少年强化对革命精

神的认同，把课堂理论讲授与现场体验等实践教育结

合，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发挥实践教

育的育人功能。在互联网时代，把传统手段和新媒体

手段结合，通过微视频、微电影、微课等形式，营造

图像、文字、故事叙述者与听故事的人相融合的立体

教学情境，增强教育效果，有效推动红色基因的传承。

四、 新时代的海陀精神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海陀精神与时俱进，

革命战争年代需要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现在需要为

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群众利益出力流汗、作出贡献的

时代英雄。在海陀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下，涌现出了诸

多的时代楷模和英雄，如人民公仆王永利、工业战线

全国劳模刘文杰、全国先进生产者张玉海、老教育工

作者阎尚谟、全国绿化劳动模范魏尚清、缉毒烈士刘

鸿飞等。

70 多年前，在距离大海陀村不远的闫家坪村，发

生过一起战斗—闫家坪西伏击战。如今，再踏进闫

家坪村，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国际旅游度假区—海陀

小镇。因毗邻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雪车、雪橇

及高山滑雪等比赛项目，再加之生态环境良好，这里

被人们称为“京郊瑞士小镇”“中国阿尔卑斯度假胜地”。

按照上级指示，海陀小镇坚持特色小镇建设与保护生

态环境、调整农业结构、推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

兴有机结合，大力发展都市型农业，积极吸纳群众就业，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与此同时，近年来赤城县紧紧围绕 2022 年冬奥会

建设，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以建设京畿休闲

度假健身康养首选地为目标，壮大生态旅游业。

在新的奋斗征程中，一定要在回顾老一辈的风雨

足迹中继续弘扬和发展海陀精神，增强励精图治、奋

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为国家的繁荣强大贡

献力量。[ 作者单位系赤城县委党校。基金项目：2022

年河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课题研究项目“传承红

色基因 弘扬海陀精神”（22XZKT0309）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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