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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党的十九大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更是被写入国家

战略之中。沂蒙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山东大地的具体实

践和生动展现，是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历经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逐步形成的伟大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沂蒙精神在

推进中国乡风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沂蒙精神的内涵和价值所在

（一）沂蒙精神的基本内涵

沂蒙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由中

国共产党人长期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伟大

精神。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临沂考察时指出：

“ 沂 蒙 精 神 与 延 安 精 神 、 井 冈 山 精 神 、 西 柏 坡 精 神 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发扬光大。”其基本内涵概括为“党群同心、军民

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特点在于其

元素之间既有共同的目标，又有独特的个性。“党群同

心”构成了沂蒙精神的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和职责；“军民情深”是沂蒙精神在当代的诠释，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群众和军队之间的深厚情谊；“水乳交

融”揭示了沂蒙精神的内在机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群众和军队的紧密联系、共同担当的紧密关系；“生死

与共”是沂蒙精神的核心，体现了党群军民之间生死相

依、患难与共的最高境界。[2]沂蒙精神诞生于伟大的建党

精神，与建党精神相辅相成，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本色不变。[3]

（二）沂蒙精神的价值所在

沂蒙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展示了

中华民族在面临巨大困境时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崇高

的民族气节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沂蒙精神体现了我

国人民乃至全人类在发展历程中应遵循的正义、公正和

人道的基本价值观，而沂蒙人民对精神的传承和民族责

任的担当，其深远的价值更是引人深思。

1、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

在 战 争 年 代 ， 沂 蒙 地 区 的 居 民 面 临 着 生 活 资 源 匮

乏、战火威胁以及疾病的肆虐，尽管环境如此严峻，他

们依然保持着自我激励，全力以赴地适应并应对这些艰

苦的条件。在物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组建了抗日

游 击 队 ， 并 未 因 困 境 而 却 步 ， 反 而 坚 定 地 进 行 武 装 斗

争，持续地对敌人进行打击，破坏敌人的行动，解救他

们的同胞。沂蒙人民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毅力

和坚韧，既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也是为了追求民族的独

立和解放。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让

他们在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困境时，勇往直前，不

断书写历史的新篇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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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建设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之一。沂蒙精神，诞生于中国革命时期的垦荒和抗敌行动，是无数

革命先烈缔造的红色精神财富，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

国社会亟需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沂蒙精神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方面，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影响力。本文将从乡风文明建设的视角，深入探讨沂蒙精神

在其中所体现的价值和作用，并提出利用沂蒙精神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途径和策略，以

期为我国乡村文明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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