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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开鲁县：依托红色资源 传承麦新精神
本报记者 李肖峰

作为革命音乐人、《大刀进行曲》创作者麦新战
斗、牺牲与长眠之地，如果要用一种颜色来定义革
命沃土开鲁县，那么一定是麦新精神熠熠闪光的红
色。

“麦新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人生最光辉的一
笔，他 1914年 12月 5日出生于上海……”

逼仄的小院儿，矮小的土坯房，被尘世烟火熏
得黑燎燎的棚顶……麦新旧居与麦新烈士陵园遥
遥相对，默默守护着烈士的长眠之地。

每年暑期，不少游客都会带着孩子来到这里，
认真聆听麦新英雄事迹，仔细观看展馆中的图片和
展品，重温《大刀进行曲》和歌曲背后的故事，感受
历史文化，感悟革命情怀。

泛黄的纸页，刀刻一般的文字，慷慨激昂的曲
调……陈列品个个静谧而安详，默默闪烁着时光沧
桑之力也掩盖不了的厚重味道。从他们身边走过
的学生刘佳欣感慨于革命年代与当下生活的强烈
对比。“我永远铭记我们今天优越的生活都是革命
先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所以应该倍加珍惜。
当然，珍惜的同时也要学习好现代科学知识，好好
将麦新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从麦新旧居走出来 500米，苍松翠柏中间，麦新
以及在水泉突围战、五区保卫战和抗洪抢险中牺牲
的 13位革命先烈长眠在麦新烈士陵园。

雄伟的麦新烈士纪念碑前，鲜花环绕，前来缅
怀先烈、传承遗志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倾听“半
顶毡帽”的故事、领略 80000 多字的开鲁工作日记，
感受麦新烈士生前生活起居……“信念坚定、勇于
牺牲、艰苦奋斗、忘我工作、舍己为人、善于创造”的
麦新精神缓缓流淌而出。

开鲁县城东南隅，麦新纪念馆静静伫立在白塔
公园绿树掩映之中。

作为目前国内惟一全面展示麦新烈士生平事
迹的专题陈列展览，麦新纪念馆是内蒙古自治区重
点红色旅游景区，也是开鲁县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麦新纪念馆依托得
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吸引了开鲁县内外数以万
计的党员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学习，成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热门”打卡地。

重温入党誓词，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
驻足观看，了解麦新烈士的生平以及他在革命岁月

中的英雄事迹。麦新烈士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幸
福牺牲自我的崇高奉献精神深深感染着通辽市第
22期青干班的每一个人。

“这里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老一辈革命先烈
的英雄事迹。麦新烈士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
们去认真学习和践行，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还是要践
行咱们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
做出应有的贡献，不断地强化党性意识，树牢党性
观念，把这种精神践行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革命老区，处处都有红色记忆。红星闪耀的麦
新小镇、开鲁县乌兰牧骑剧场精彩上演的话剧《大
刀进行曲》、随便拉住一个人都对烈士事迹耳熟能
详的麦新村……

麦新牺牲70多年来，一直为开鲁人民所怀念、所
热爱、所歌颂。他成为了群众心中不朽的丰碑……
以麦新纪念馆、麦新烈士陵园、麦新殉难地、“八路
坑”烈士殉难地、“十三敖包”烈士墓、张东来烈士
墓、无名烈士墓和邢建华烈士纪念碑为主要组成部
分，重点打造红色历史文化集群，开鲁县正大踏步
走在继承麦新精神、弘扬烈士遗志的红色教育之路
上。

脱下长衫 穿上军装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9月25日，麦新经过几年斗争考验，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同日麦新立即参加了战地服务队，到国民党军
队中从事统战工作，他连夜辞别老母奔赴抗日战场。

1937年10月至1940年10月，在国共合作抗日大
形势下，麦新按照党组织安排到国民党军队中进行
统战和抗日宣传工作。三年中麦新不畏艰险，体现
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

麦新在淞沪会战中，参加了党领导的国民党第
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1937
年 10月，麦新脱下长衫，穿上军装，随军转战江浙地
区。

国共合作，共同抗敌，麦新白天风尘仆仆，四处
奔走，宣传抗战道理，晚间伏案疾书，创作歌曲，常常
通宵达旦。

麦新每转战到一地都积极带领战地服务队，书
写标语，聚会宣传，努力发动民众投入抗战。

这期间，他创作了《游击队歌》《农民救国歌》《壮
丁队歌》和《保家乡》等歌曲，创作呈井喷之势，以火
山喷发的激情激励着四亿同胞的抗日决心！

逆流中坚持立场 经周恩来介绍到延安

1939年 12月国民党制造了第一次反共摩擦，麦
新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利诱威胁，毫不动摇。此时
他创作的《政治战斗员》《襄河曲》等歌曲，对鼓励民
众抗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冬至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
一次反共高潮，在各战区各国民党军队中限制、打击
共产党活动。麦新在反共逆流中坚持工作，保持了
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

1940年 7月，因国民党反共活动加剧，形势日益
严峻，麦新实在无法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被迫
转赴重庆。

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临时首都，八路军办
事处设在渝中区红岩村，是国统区共产党工作的重
要领导中心。

麦新来到红岩村，接洽好党组织关系，汇报了近
三年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提出
到延安工作的申请。

周恩来副主席热情同麦新谈话，询问他的工作
和要求，介绍他到延安工作。

从此，麦新开始了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抗战生涯。

延安五年 火一样的斗争生活

1940年 10月，麦新由重庆来到西安，西安临近
延安，是八路军从延安往来国统区的重要中转地。
麦新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参谋长亲切接
待，安排他的学习和休息，告诉他等候集中组队转赴
延安。

1940年 11月底，麦新同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一
道，沿崎岖的陕北山地，徒步跋涉，奔赴革命圣地延
安。延安这座古城，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
心，代表着抗战的前途、民族的光明、祖国的未来。

麦新自 1940年 11月至 1945年 8月，在革命圣地
延安度过了近五年。延安五年，麦新在党中央直接
领导下，思想经受几度洗礼，境界有了新的飞跃，成
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麦新刚来到延安，就被分配到鲁迅艺术文学院
音乐部工作，任研究科副科长、党支部书记、鲁艺总
支委员，为鲁艺音乐部的业务建设和党建奉献了全
部精力。

麦新到延安后，立即投入火一样的斗争生活，他
鼓舞学员努力学习，增长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本领，以
音乐为武器同敌人战斗！

（本报记者 王鑫 李肖峰 李昕颖 格日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