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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悉和;:勃若运输革今萄神

继承和发扬老区副革命精神

叫23::: 饼Pil位
武汉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寨出版《武汉革命老区》一书，

很有意义。武汉革命老区的光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走，辉历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好教材，也是激励全市人民克服困难、顽强奋进的宝贵

精神财富。面对生动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老运人民对党的

一片赤胆忠心，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牺

牲，更不能忘记老区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付出的艰辛努

力 G

武汉已进入全岳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自

标的新陪段，加快革命老区屁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是各级

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按黑"五个统筹"的要求，继承和发扬老区的革命精

神、光荣传统及优良作风，关心、支持老区的建设和发展，帮

助老区人民尽早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希望老区人民自结一

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全市人民一道共创更加美好的明

夭。

2∞3 年 12 月 23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11址是区建钱伟贡献

为促避老区建设作贡献

武汉市市长

武汉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为中

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以后，老区人

民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为国家建设又做出了新的贡献，并

2 为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进行了艰苦约努力 O 由于历史

原哥和台然条件限制，当前武汉老区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

老区人民的生活还比较民难。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老区

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帮助老区人民脱贫

致富注当而且必须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老区是不少革命前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老同志对老区

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关心老区建设的心情十分真切。市老

区建设促进会把老同志组织起来，献计献策，促进老E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为党委、政府架起

了联系群众的桥梁，帮助党委、政府敛了一项重要工作。我

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都能满麓热挠地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

发挥他们的经验钝势和社会生活优势，为促进老区建设做出

贡献。

2∞3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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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自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

/I#J 
中国革命老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土地革命哉争和抗

日战争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革命粮据地。前者为苏维埃革命根据

地，简称"苏区"后者称为"边莲"和"抗日港去区"统，称"中萄革命老

区"。

中菌革命老区的建立和发展，是中萄革命实行"求村包围城市"、 3 
"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与中萄革命实践相

结合的韵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和拭目战争

的战略基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发源地。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革命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下，发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中雷革命传出了三大而不可磨灭的贡

献一一养育了中属共产党及其接导的人民军队，提供了坚持长期斗争

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壮大革命力量、夺取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湖北，是革命老区比较集中的省份。武汉革命老区，是湖北革命

老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在黄捷、新洲、江夏(原武昌县)、蔡句(原汉

fEl县 )4 区，涉及现在的 21 个乡、镇、街的 505 个行政村，地域占 4 个翠

的 60% ，现有人口 61 万。武汉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分属鄂豫皖、满鄂

赣和潮鄂西三个根据地。著名的红四方面军就是从木兰山走出来的。

红二军围、红三军离曾多次转战汉阳、武昌两县，威逼武汉。轮番事害中 1革

的新五师司政机关就曾设在黄眩姚家山。在新五邦主力实施东进南

征的过程中，涨或湖地区既是理想的前进阵地，又是可靠的后方基地。



4民鼠革命是运

因而，武汉革命老罩在革命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风雨如晦的岁月，武汉革命老区人民向全离广大革命老区人民

一样，经历了血与火、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经历了革命洪?真的洗礼，为

中国革命的胜科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先后

有上 10 万人参战参军，在斗争中倒下了数万名革命群众，仅埠册的革

命烈士达 8∞0 之多，其中新涡区李集街卫星村一个村有 72 位，黄破

区塔耳岗乡(现改为木兰乡)被杀绝的就有 293 户!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关心和重视革命老区的建设和人民群众

的生活，先后制订了一系列扶持老远经济发展和帮助群众戒，贫致富的

政策和措施。 2∞1 年 5 月再次作出决定"从 2001 年到 2010 年，集中

力量，加快贫困地在脱贫致富的进程，把我国扶贫开发事业推向一个

新的晗段。"并捂出"这是贯彻邓小乎司志共商富裕伟大构想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战略决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

4 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棒。"商时强调"应该集
中一些财力、物力和人力，尽快地解决好革命老区的问题，帮助仍然处

在贫因状态的革命老区尽快发展起来。"2∞3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六

届三中全会，又把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列入《决定》之中。

党和国家领导人，琦老在经济发展和老区人民的生活十分关心。

早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菌大典一结束，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请

帮我打个电话给江西吉安地委书记李立同志，要他代表党中央和我到

井冈山看望一下那里的人民群众，今天，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不能

忘记那些曾为中国革命事业散出过三大贡献和牺牲的井丙山人民啊!

那里的群众有什么国雄，要李立罔志帮助解决。"江泽民 1996 年 9 月

20 日在江西考察时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军人民。"同

年，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如果不尽快让革命老

区人民吃饱穿暖，我们就无法白为建立新中菌英勇牺牲的千百万蕉士

交代，无法向人民、向历史交代。"胡锦涛总书记今年 8 、9 月在江西视

察时叮嘱当地干部"一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从实际出

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真心爱民，一心为民，诫心富民，走出一条能够

加快农村发展，实现农民致富的发展道路，让老区经济社会更快更好



~ 

地发展起来，让老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为了贯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民老革建设的方针政策，尽

快改变武汉革命老区的落后面挠，历届市委、人大、政府、政协高度重

视，老区建设，采取了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科技扶贫、组织社会力量开

展对口帮扶等一系列扶持措施。去年以来，又先后组织万余名副处级

以上党政干部对口帮扶贫困农户。 2∞l 年 6 月，市委、市政府批准成

立了由一批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组成的市老军建设促进会。

老使会通过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出谋献策;但进各职能部门向老区

领褂，如大扶持力度:求助社会各界为老区人民排忧解难办实事:帮老

军人良吉力更生、艰苦奋斗建家菌。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

面近 20 年的努力，武汉市革命老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的生

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革命老区大多属于边远山区和湖区，交

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教育滞后，生产力发展水

乎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地远比较仍英很低。 5
加抉革命老这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

现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没有老亘人民的小束，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

康。今天，我f们口必须站在这样一个高度，进一步认识方加E强革命老区建

设的重要性和萦追姓，进一步强化"老区意识

全西建没小康社会的领导，加大扶持力度，促进老区经济社会更快更

好地发展。这是历史的呼唤，世纪的要求，是我们这一代人又不容辞

的职责。

革命老亘的光荣革命历史，是中属共产党充辉历史的组成部分和

十分重要的内容。市老军建设促进会编摹这本介绍武汉市革命老区

历史状况，的读物，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更加了解老区、热爱老区、关

心和支持老远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希望它成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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