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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延安」孟亞民最近正忙
着裝修延安新區的新房，不久
他和家人將搬到新區居住，提
及未來，他充滿期待。從

2012年延安新區開始建設至今，孟亞民親
眼見證了新區從無到有，生態環境越來
越好，教育資源越來越豐富，營商環境
的配套服務不斷完善……走在寬闊平坦
的延安新區，他甚至覺得自己的視野都
開闊了許多。
延安城區擁有眾多的革命舊址，但是由

於地處三山兩河之間，不僅城市的發展空

間受到擠壓，城景爭地、交通擁堵，群眾
亦難以安居。數據顯示，延安36平方公
里的老城區容納了近50萬人口，局部人
口密度甚至超過了北京和上海。
「出門抬頭就是山，市內交通基本都是
單行道，經常擁堵。」孟亞民說，受制於
地形限制，老城區的生活諸多不便。
2012年，延安市啟動新區建設，以老
城為中心向外拓展和延伸，控制面積38
平方公里，規劃建設用地25平方公里，
人口20萬。孟亞民說，新區實現了山溝
裏的延安人期盼多年的宜居夢。

作為地地道道的延安人，馬先生從小便被革命聖地
的氛圍包圍着，「抬頭就是寶塔山，走着走着就到了
楊家嶺，棗園裏的塑像讓人肅然起敬……對於延安人
來說，每天路過這些革命舊址，都感覺像回到了當年
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一樣。」雖然是「80後」，但馬
先生對延安這座城市卻愛得深沉。「別的年輕人都往
大城市跑，但我覺得在延安生活非常幸福，因為這座
城一直給我一種永葆生機的力量。」

寶塔山聚人氣 帶旺文旅產業
時值5月，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位於延安市城東的寶

塔山看到，前來參觀的遊客絡繹不絕。寶塔山是革命
聖地延安的標誌和象徵，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
主席進駐延安，這座古塔煥發青春，成為引領中共革
命走向勝利的航標燈。如今，遊客愛以寶塔山為第一
站打卡點，在這裏感受「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
定寶塔山」的特殊情感。
「延安是一座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城市，當年中共中

央、毛主席在這裏領導全國革命，同時作出了很多重
要決策。來了之後才真正地感受到共產黨帶領人民打
江山的不易，也令我們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來自四川的遊客楊女士說，「下回，一定把孩子們帶

來，從小培養他們的家國情懷。」
如今的延安已初步形成以城區為主的紅

色旅遊核心帶，文化旅遊產業成為該市的
主導產業之一。在剛剛過去的「五一」小
長假，延安共接待遊客159.78萬人次，旅
遊綜合收入 14.91 億元（人民幣，下
同），遊客人均消費已超過900元。

延安市主要數據

1990年，人口30.32萬人，GDP 3.95億元，人均收入1,335.03元

2000年，人口196萬，GDP 97.82億元，人均收入6,690.0 元

2010年，人口218.87萬人，GDP 885.42億元，

人均收入17,880元

2020年，人口225.57萬，

GDP 1,601.48億元，

人均收入25,954元，

城區面積約115平方公里
單位：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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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有一點，就是『不敢』回家。」提起當年回家之路，劉煜至今依然是
一臉的苦笑，「光路上就要6天，如今時代變了，別說是回家鄉了，就是

去北京，甚至到國外，也是朝發夕至啊。」城市日新月異的發展，也帶給了他新
的感觸。
出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劉煜，是那個時代陝
北少有的高中生。因為太窮，早早便立下通

過知識改變命運的志向。
「1965 年我在
延長縣參加了
教 育 工 作 ，
1966年由延長
調入延安革命紀
念館工作，當上了
第一批解說員。」
劉煜在紀念館建立初期多次深入民

間收集展品和歷史素材，還參加了紀
念館三代陳列方案的策劃和編寫，不
僅成為延安革命文物領域的傳奇人
物，同時也見證了新中國成立至今整
個延安的變遷。

黨中央在延安 度過十三春秋
「自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設延安

郡，延安就一直是西北重鎮，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到了1935
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延安成為中國革
命的落腳點和出發點。」劉煜對延安的歷史稔熟於心。「黨
中央毛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戰鬥了十三個春

秋，領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延安也成為中國革命聖地。」
新中國成立初期，延安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依然被貧窮落後困擾。「特別是自然條件惡劣，

交通不便，當時的生活確實很苦。」不過，延安人民卻從未喊過一句苦。「即使全家吃糠咽菜，
也要省出糧食交公糧，支援國家建設。」劉煜說。

跑遍革命舊址 難忘高樓落成
初到延安，劉煜幾乎一口氣跑遍了所有革命舊址：在棗園，站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劉煜腦海中一遍又
一遍閃現着毛主席伏案窗前奮筆急揮的情景；走進楊家嶺七大會址，劉煜似乎又聽到了當年中共七大代表
齊聲高呼「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在寶塔山和清涼山，劉煜感覺到革命前輩好像近在咫尺；而在南泥
灣，看到稻田中剛剛泛青的禾苗，喇叭中悠然傳來的經典之聲：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唱一呀
唱……劉煜心裏迅即騰起了一團火。「就在那一刻，我知道，這輩子可能都離不開紅色延安了。」
劉煜至今還清晰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延安的城市面貌。「當時延安只有兩萬人，城裏僅有兩條街道，出了北門

就全是田地。」而讓劉煜印象最深刻的兩個地方，「一個是藥材公司大樓，是新中國成立後延安第一座大樓，建
成時轟動全城；另一個就是邊區銀行舊址，那裏建有新市場，在物資匱乏的年代，成了僅有的繁華地方」。
劉煜當時的月工資37元（人民幣，下同），但也只能是吃雜糧。「沒有小麥，所有人都吃黃米撈飯，饅頭、

麵條很難見到。記得1973年周總理來延安時，看到鄉親們的生活，難過得落了淚。」

改革開放賦能 發展進快車道
隨着改革開放，地區石油資源的開發和「退耕還林」的實施，延安發展終於進入了

快車道，城市也告別了過去黃沙漫天，百姓生活徹底改變。特別是1996年延安設立地級市，城區
人口快速增長，城市建設也開始全面外拓。「經濟發展了，高樓多了，人們也普遍有錢了，就連

省會西安的人都羨慕我們呢。」
2012年，當延安啟動新區建設時，已經退休多年的劉煜興奮得

幾天都沒睡好覺。「看着它一天一個樣，我打心眼裏高
興。」劉煜表示，近20年可以說是延安發展的黃金期。而

隨着延安新區的全面啟用，他期待延安人的日子
會越過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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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煜見證了
新中國成立至
今整個延安的
變遷。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陽波攝

●遊客參觀延安楊家嶺毛主席舊
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1935年，中央紅
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

征抵達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重新建起大
本營。隨後的13年，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
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國革命的總後方。
寶塔山、棗園、楊家嶺、南泥灣等革命舊址，
見證和記錄了那段不平凡的歷史。

「延安13年，是中國共產黨大發展和奠定

未來走向的重要時期。」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
中心副研究員劉小龍認為，在延安，中國革命
力量從小到大，人民武裝力量由弱到強。「中
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偉大旗幟，制
訂並堅持全面抗戰路線，獨立自主開闢敵後抗
日根據地，領導開展大生產運動。」在延安，
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穩定成熟
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指導

思想並寫入黨章。毛澤東從嚴治黨，着重從思
想上建設黨，最終用「小米加步槍」挫敗了
「飛機加大炮」的國民黨軍隊。

13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發展到
19個，面積由13萬平方公里發展到100萬平
方公里，武裝力量由 3 萬多人發展到 120
萬，民兵達到220萬人，共產黨員人數由4
萬左右發展到七大時的 121 萬。劉小龍指
出，這些都為爭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
利，為中國共產黨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奠定了
扎實而良好的基礎。

●●延安新區生機勃勃延安新區生機勃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黨史專家黨史專家話變話變遷遷
老區日新老區日新振人心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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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別報道 五大革命聖地今昔看

�#�	� =�$�����
����

55年前，當23歲的劉煜第一次到延

安，眼前的寶塔、城牆、牌坊，還有

不遠處依稀可見的窯洞，這座陝北古城的模樣，似

乎就和他心中的輪廓一模一樣。「當時我們剛從各縣調到延安工作，甭提有多興奮了。」

雖然彼時的生活條件艱苦，但劉煜每天都過得有滋有味。55年過去，如今的延安早已成

為西北重要的節點性城市，並建成了新區。但對劉煜而言，當年那種最樸素的感情始終沒

變，對延安更美好的未來充滿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張仕珍 延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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