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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WENLISHI

70多年前，在淮北大地举行
的淮海战役，我军60万人民解放
军和地方武装，经过66天的浴血
奋战，打败了国民党80万正规军，
歼敌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
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
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面
前，为解放渡江战役作战创造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淮海战役是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
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在中国人民解
放战争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
碑。

淮北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也
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所在地。淮海
战役第二阶段著名的双堆集歼灭
战，就在淮北市濉溪县双堆集地区
进行，人民解放军经过23天的艰
苦奋战，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黄维
兵团12万余人。淮海战役期间，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
委驻濉溪县临涣文昌宫和小李家，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度过了50个
日日夜夜。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
军指挥部也曾驻扎淮北市草庙、相
城，历时13天。英雄的淮北人民
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口号的鼓舞下，为
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淮北市是解放后新建城市，其
辖区包括淮海战役时宿西县（大致
区域为今濉溪县中北部一带）全
部，萧宿县（1949年3月撤销，区域
为今淮北市相山区、烈山区、濉溪
县濉溪镇一带）大部，宿蒙县的南
坪、白沙、界沟（今濉溪县南坪镇、
五沟镇）等地，宿怀县的两县区（今
濉溪县双堆集镇）。淮海战役时，
双堆集战场和陈官庄战场的一部
分，处在市辖区内，支前任务十分
繁重。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人
民群众积极行动，全力以赴，全市
范围共有50万群众投入支前热
潮，约占总人口的70%。

组织担架和民工，抢运伤员。
淮海战役期间，整个淮海战役出动
民工543万人（随军民工22万人，
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
民工391万人），担架206000副，大
小车 881000辆，挑子305000副。
山东地区在淮海战役期间出动民
工2183398人，担架51937副，大、
小车33057辆，挑子192357副。华
中地区共动员了168万余人，江淮
地区共动员民工 60.5万多人，出
担架 27000多副，大、小车 136 000
辆，挑子112000 多副。豫皖苏组
织的担架达 10 万多副。其中，每
个军分区保持有一二千副常备担

架，全区共1.2 万多副常备担架活
跃在前线。1948年11月中旬，宿
怀县两县区委和区署接到县委、县
政府的紧急通知，命令该区于三天
内迅速组织200副担架，以60副奔
赴前线，随豫皖苏军区独立旅行
动，归独立旅指挥调用，以140副
在后方，按指定地点转运伤员。接
到通知后，两县区仅以两天两夜的
时间就组织200副担架。雁鸣区
（后撤销，今濉溪县百善镇东南部、
孙疃镇西北部一带）队随中野三纵
某团火线转运伤员，随时补充队员
和担架，始终保持93副执行任务，
直到战役结束，受到嘉奖。柳孜乡
和赵桥乡93副担架共转运22天，
无一逃亡。他们转运快，情绪高，
曾经一昼夜跑了80华里。支前模
范董万仲在担架队奉命支前的头
一天，母亲病故，为了不误支前，当
天晚上草草掩埋母亲的遗体。他
说：“母亲的丧事是小事，支前是
革命大事。”此后他率领的中队共
赴战壕1201次，抢救伤员856人，
抢运牺牲战士355人。宿西县小
张庄担架队舍生忘死抢救伤员，
有3人牺牲。据不完全统计，豫皖
苏三分区（1946年12月成立豫皖
苏区党委，三分区包括雪枫、夏
邑、雪商亳、雪涡、萧县、宿西、宿
怀、宿蒙等县）有100余人，江淮三
分区有46名民工牺牲在战场上。
濉溪县牺牲的支前民工就达30余
人。此外，还涌现出吴西海、刘步
新、陆万军、惠源斌等许多支前英
雄模范人物。

倾其所有供应粮草，支援前
线。在淮海战役期间，共筹运粮食
96000万斤，实用43476万斤，牲畜
767000 头。山东地区支援牲畜
179509头，船只3250艘，汽车219
辆，调运粮食3.9亿斤，柴草4.1亿
多斤，食油726551斤，食盐839207
斤，猪肉86.3万余斤。华中地区筹
集粮食13700多万斤，江淮地区支
出粮食 8000 万斤，牲畜10.6万多
头，船只 1800 多艘。战役爆发后，
从山东、华中运粮路程较远，战场
移动，部队调动变化快，一时接应
不上，所以大批粮食都需豫皖苏区
就地筹集。11 月 22 日，即全歼黄
百韬兵团的当天，中央军委向豫皖
苏分局和行署下达了筹集 1 亿至
1.5 亿斤粮食的命令。刚解放的萧
县、宿县在五六天内就筹集粮
1000 余万斤，三专区达 1.8 亿余
斤，六专区近亿斤。全区筹粮达3
亿余斤，超额完成一倍以上，占整
个淮海战役筹粮的五分之三。战
后，剩余的粮食多达 1.4 亿斤，都

返回救济群众。据不完全统计，淮
海战役期间，淮北地区共支援粮食
近1700万斤，柴草3800多万斤，军
鞋336400双，大车24000辆，土布
32000尺，牲畜64800头。当时食
盐奇缺，豫皖苏三分区工商局虽然
在临涣、百善、濉溪口、五沟等处设
立供应站，也满足不了需求。一位
老大爷病了舍不得吃盐，动员全家
将节省下来的1斤食盐送到部队，
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全连战士
宣誓：不消灭黄维，决不下战场。
支前中，加工粮秣是重中之重。各
县、区、乡支前机构发动群众一齐
动手，掀起了“家家户户磨面忙”的
热潮。老人、妇女夜以继日，磨盘
吱吱，罗面声沙沙。有的妇女昼夜
磨面，过度疲劳，晕倒在磨坊。当
时提出的口号是“歇人不歇磨，不
歇锅灶”。有的人家没有牲畜，就
用人力磨。不少农户日夜磨面，一
天只吃一顿饭，但他们毫无怨言。
宿西县的龙桥、阎桥、百善、古城等
27个村，每天供应前方面粉就达
10余万斤。为了保证前线部队穿
暖，各县还担任了赶制军鞋、棉衣
和被褥的任务。在很短的时间里，
豫皖苏边区共制作出军鞋 60 多万
双和大批棉衣、被褥。虽然淮海战
役参加人员多，但很快都穿了新衣
新鞋，挡住了寒冷。儿童团也担负
了站岗、放哨的任务。为了及时
把粮面、军衣军鞋送到前方，人民
还掀起了送物资热潮，千万双脚
踏出来的雪地上，形成了一条条
斩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设立后方医院和转运站，运送
和照顾伤员。转运站主要接收前
线转运下来的伤病员，经过初步治
疗后再转运到后方医院，每个转运
站经常都有数千副担架，万余名民
工等着转运。淮海战役期间，豫皖
苏三分区境内设立不少转运站，如
永城、书案店、丹城、白庙、会亭、马
头寺、百善、临涣、周口集、三铺、鹿
邑、涡阳、柘城等10余个。淮北地
区共设立20多处转运站和五六个
临时医院。1948年12月28日，宿
西县前线转运总站一分站遭敌机
轰炸，房屋倒塌，民工们顾不上敌
机扫射，奋力抢救伤员。女看护员
吴云、侯志美被压在墙下，获救后
苏醒过来，不顾伤痛，立即用手扒
土抢救伤员，双手磨出鲜血也不停
止。她们说：只要不死就得坚持工
作。1948年11月23日，组建白沙
区支前转运站工作，转运站设在白
沙集，安排住房13间，分4个接待
室，每室都铺上草席，放上土盆，挂
上粗布手巾，从各村筹集麦秸2000

多斤，铺席近百条，土盆36个，大锅
3口，碗100 多个，勺子 10 多把，
砌好锅灶，准备齐面、柴、油、
盐。白沙乡政府抽出服务员 22
人，分为炊事班、事务班、接待
班、医疗班，每天接收、转运伤员
百余人。他们热情服务，为伤员
端茶喂饭，搽洗伤口，收到50多
封表扬信。杨柳转运站11月29
日因接收伤员较多，照顾不过
来，就把部分伤员安置在附近村
庄。群众用家中的米面油盐菜给
伤员做饭，买鸡蛋、麻糖给伤员吃，
并轮流值班看护伤员。转运伤员
经过的沿途村庄都设有服务点，群
众捧茶送饭，热情慰问，从前方到
后方，从火线到医院，处处涌现着
动人的军民鱼水情。

设立兵站，保障物资供应。淮
海战役物资消耗大，为此，中野在
临涣、柳孜、百善设立弹药库以供
应前线部队。同时指示豫皖苏三
分区在永城设总兵站，各县设分
站。当时淮北地区共设10多处兵
站。宿西县总兵站设在百善，主要
负责接收、转送华北、华中、山东等
地运来的大量军械、军粮，还要组
织担架队接送伤员，又要时刻保护
露天粮堆，以防敌机轰炸和雨淋。
11月15日，宿县县城解放后，兵站
立即组织500辆牛车，连夜到宿城
把2000多吨军械物资运到百善兵
站。12月1日，杜聿明集团撤出徐
州西逃后，转运伤员路线变了，宿
西境内一时聚集1873名伤员，兵
站紧急动员1300副担架和900辆
牛车一夜把伤员送到新集结点。
12月下旬，连降大雪，宿西县组织
近万民工每天在泥泞的道路上往
陈官庄运送弹药、粮食等物资达

2000多吨。杨柳兵站聚集了宿蒙、
阜北、太和等县的七八百副担架，
9000多民工。临涣是中原野战军
重要的弹药库和粮食补给站。淮
海战役期间，在临涣集中后交付炸
弹1万多箱、八二迫击炮弹5000多
箱、炸药4000多箱、步枪子弹2万
多箱，汽油近千桶、雷管 100 多
箱。每天从临涣往前线转运军粮
五六万斤，整个战役期间共转运
100多万斤。位于陈集的宿怀县总
兵站，距离双堆集只有20多里路，
担负着7个纵队的物资供给，他们
以“敌人不灭、支前不停”的口号互
相勉励，开展“为人民立功”活动，
转运接收米面500多万斤。

架桥铺路，保证战时运输。在
战争期间，交通运输是否畅通，关
系到后方粮草、弹药能否及时运到
前方，这对战争胜负起着重要作
用。为了保证交通线的畅通，山东
各地广大群众积极抢修铁路、公路
和桥梁。如，在修复济南至兖州的
铁路时，动员组织了18万多民工、
3.5万多名工人，突击52天，就修好
铁桥31座，铁路128公里，保证了
按时通车。在修复陇海路东段时，
仅滨海地区就动员组织了8万民
工修路基，数万民工运材料和加工
零件。鲁中南地区从10月20日至
11月20日一月之间，就修复长达
1300余里的31条公路及大路95
里，修建桥梁380座，使鲁中南地
区东至黄海、西至运河、南至陇海
路、北至胶济路等主要交通干线全
部畅通无阻。鲁中南区党委和支
前委员会动员组织了2600余名民
工，协同电话队员架设了临沂至沂
水，临沂至十字路等地的五条线
路，全长876里。豫皖苏分局、行

署和军区组织群众短时间内抢修
铁路170余公里，抢修公路 1100
多公里，修桥 69 座，架设电话线
1150 余公里。双堆集歼灭战前
夕，宿西县委动员民工一昼夜修好
濉溪至临涣40公里一条土公路，
保证了大部队及时走向围歼黄维
兵团的战场。亭子闸河桥和张庄
龙河桥是华野追击围歼杜聿明兵
团的必经之路。朔里乡组织几百
名民工，扛着300多块门板，赶着
20多辆牛车，装着1.2万斤秫秸等
物资，挑着灯笼在刺骨的冰水中
奋战一夜把桥修好，为部队西进
赢得了时间。萧宿县民政科长李
本法带 60 多位民工，3 天修桥 7
座，修路数十公里。濉溪口处于
淮海战役的二道防线，又是从东
向西进军围歼国民党军的必经之
路。不但要运输，而且要护路、护
桥，给部队带路做向导，任务繁
重。淮海战役开始后，我军的炮
兵、步兵经濉溪口日夜往西往北
前进，赶赴战场。在这种情况下，
濉溪市（1948 年6 月，濉溪区改为
濉溪市，属萧宿县，后撤销，即今
濉溪镇一带）组织 60多人，检查
桥梁，保证桥梁安全。随后，又有
胶东的运粮独轮车结队过往。濉
溪市在城西的王桥、五里郢桥用
土筑平桥面，保证其顺利通行。
淮北地区在战役期间共修复交通
线10多条、桥梁15座（其中萧宿
县修复主要交通线 6 条，桥梁 9
座），架设、维护电话线路百余公
里，为夺取双堆集战场和陈官庄
战场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参军参
战，支援部队作战。在淮海战场，
由于大兵团作战，部队兵员需要随
战随补，随补随战。为了使我军有
充足的兵源，保持部队战斗力，
1948年11月19日，华东局决定从
山东的胶东、渤海、鲁中南抽七个
团的地方武装开往前方补充主
力。山东解放区人民热烈响应党
提出的“到前线去，到主力去”的号
召，积极参军，涌现出许许多多“父
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

“村干带头”的动人事迹。有不少
村庄荣获“武状元村”“扩军模范
村”“动参模范村”等光荣称号。胶
东高密县仅五个区的统计，就有
885名青壮年参军，其中有103名
父母送子、126名村干带头参军。
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山
东解放区有 168186 名青壮年参
军，其中有8万人补入主力。淮海
战役初期，为保证战役的胜利，中
共豫皖苏三地委、三分区决定从各

县地方武装抽调人员补充军区独
立旅。宿西县补充200名，萧宿县
补充300名，白沙区补充37名，两
县区补充75名。宿县县城解放
后，宿西县大队配合豫皖苏军区
独立旅攻占固镇，切断了南京和
徐州的联系，阻止敌军北上支援
徐州。双堆集战场形成后，宿西
县、萧宿县民兵配合豫皖苏三分
区三十三团，破坏津浦路徐蚌段
曹村至固镇间铁路，截断了敌人
的军运交通。宿怀县大队配合华
野某团，组织民工3000多人，奋战
两天两夜，将新马桥至曹老集段
15公里铁路全部扒翻，敌人增援
滞缓，有力地配合了围歼黄维兵
团的战斗。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
沿萧永公路西逃时，宿西县大队、
萧宿县大队以及各区武装，一边
监视敌情，给部队带路，一边配合
主力部队在洪河、巴河一带阻击
杜聿明集团的先头部队，至12月4
日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永城东北
陈官庄地区。

民兵既是担架员，又是战斗
员。在12月15日消灭黄维兵团的
当晚，宿蒙县接上级指示：所有交
通要道，都要严加封锁，决不让一
个溃敌漏网。该县全体军民立即
行动起来，马玉清带领区队两次俘
虏双堆集逃敌30余人，其中在王
集南陈庄俘黄维兵团司令部团长、
秘书处长、上校参谋、电报员各1
人。移村乡河头庄民兵张心学、张
心灵在涡河北岸截获从双堆集战
场溃逃的敌坦克一辆。小涧区区
队在杨桥头俘敌100余人（其中有
敌营长1人），缴获战马1匹和短枪
3支。一天夜里，从双堆集战场突
围出来的百余名敌人，在孙疃东南
碰上一民兵担架中队，民兵们趁敌
人慌乱之际，大喊一声“缴枪不
杀！”，一枪未发便收缴了他们的全
部武器。宿蒙县坛城区芮集乡丁
楼村民兵副队长谢殿臣用一把粪
锄子活捉三个溃敌，缴获短枪一支
（这把粪锄子现放在徐州淮海战役
纪念馆内）。

人民战争，人民支援。为夺取
淮海战役的胜利，淮北人民作出了
巨大贡献，谱写了一曲人民战争的
壮丽凯歌。习近平总书记说：淮海
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我
们要好好回报人民，让人民过上幸
福美好的生活。我们要牢记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小推车”
精神和“三全”精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为人
民谋幸福，在建设中国碳谷·绿金
淮北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指
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
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
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任
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
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安徽的淮
北、宿州是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的
主战场。在淮海战役中，广大人民
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
动员、全民动员、全力以赴支援淮
海战役，孕育形成了伟大的“小推
车”精神。“小推车”精神是党的群
众路线在淮海战役中的生动实践，
是党的宗旨主张与人民群众企盼
要求高度统一的结晶，是推动革命
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小推车”精
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

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小推车”精神的内涵

“小推车”精神内涵丰富，可
以有多种表述，目前还没有统一
的文本表述。我们尝试将其内涵
概括为：“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
革命精神，顾全大局、服务胜利的
奉献精神，排除万难、舍生忘死的
牺牲精神。”

（一）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
革命精神。淮海战役期间，淮北
地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担架
队，始终跟随部队抢救伤员。担
架队员视伤员如亲人，冒枪林弹
雨，顶风雪严寒，奔波在转运线
上。宿西县（即今濉溪县）雁鸣区
担架队随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某
团火线转运伤员，随时补充队员和
担架，始终保持93副执行任务，直
到战役结束，受到嘉奖。宿怀县
（现为淮北市濉溪县双堆集镇）60
多副担架在谢子言的带领下，跟
随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活动，从阻
击刘汝明兵团到歼灭黄维兵团，
多次遭敌机、敌炮轰炸，无所畏
惧。双堆集歼灭战大王庄之战，部
队伤亡严重，队员们从废墟中救出
伤员，及时送往后方医院。

为了及时把粮面、军衣、军鞋
送到前方，淮北人民还掀起了运送
物资热潮。因牛、马车目标大，就用
手推小车和人力背运。当年天下大
雪，车辆难行，就发动群众挑、扛、
抬，赶送军粮。他们不怕困难，前赴
后继，在淮海大地上，形成了一条条
炸不断、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二）顾全大局、服务胜利的奉

献精神。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
唯一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要取
得战役的胜利，必须实行人民战
争，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浩浩
荡荡的支前大军里，群众推着小
车，驾着牛车，赶着毛驴，按照战役
的需求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支前队
伍。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支援前
线。有的自动把房子拆了，把横
梁、门板送给部队做工事；有的把
很少的一点点存粮，甚至是仅有的
一点谷种拿来供部队食用。刚解
放不久的萧宿县（后撤销，现大部
分属淮北市）仅有人口21万，在短
短的20天中，就筹面粉25万斤，杂
粮15万斤，油料8万斤，柴草50万
斤，出动担架2600副，大小车2500
辆，人力18200人，牲口1500头，10
人中就有一人上前方。

为了把伤员及时转运到后方
医院，淮北地区共设立20多处转
运站和五六个临时医院。转运站
的工作人员对伤员也同样关怀备
至，热情照顾。宿蒙县白沙（现属
淮北市濉溪县五沟镇）转运站22
名服务人员，每天接收、转运伤员
百余人。他们热情服务，为伤员端
茶喂饭，擦洗伤口，收到50多封表
扬信。转运伤员经过的沿途村庄
都设有服务点，群众捧茶送饭，热
情慰问，充分体现了淮北人民对人
民解放军的深情厚谊。

（三）排除万难、舍生忘死的牺
牲精神。在前线抢救伤员时，民工
们冒着敌军的枪林弹雨和敌机的
轰炸扫射，快抢快运，涌现出很多
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宿

怀县农民董万仲参加了担架队，临
出发前一天，母亲不幸病逝，领导
让他留下，办理丧事。他却表示：

“支前是革命大事；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咱们穷人的今天，我一定得上
前线！”当晚他草草掩埋了母亲，毅
然奔赴前线。此后，他率领担架队
共赴战壕1201次，抢救伤员856
人。为此，他受到宿怀县委的通报
表扬，在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转运中，队员们把棉衣脱给伤
员盖。有的担架队员在敌机空袭
时，奋不顾身，扑在伤员身上掩护
伤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宿西县
小张庄担架队舍生忘死抢救伤员，
有3人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豫
皖苏三分区就有100余名民工牺
牲在战场上。

整个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
华北三大战略区的人民群众共出

动民工543万人，担架20万副，各
种车子88万辆，筹运粮食9.6亿
斤，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强有
力的后勤保障，创造了世界军事史
上的奇迹。

二、“小推车”精神的历史启示
重温“小推车”精神，我们得到

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坚定信念跟党走，是革

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淮海战
役的胜利，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战略方针的胜利。广大人
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惜一切，
奋勇支前，党指挥到哪里，小推车
就推到哪里。今天，我们正在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需要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

斗，勇往直前。
第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

源泉和胜利之本。正是广大人民
群众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行动自
觉，从人力、物力、精神等方面全力
支持战争，才有了淮海战役的伟大
胜利。淮海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印
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只要我们党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
众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一切服务人民，就能获得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第三，坚持走群众路线，是革
命事业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淮
海战场相邻的地区，很多是刚刚解
放的新区，交通工具简陋，要完成
几千万吨物资的运送和伤员的救
护，任务十分艰巨。各级党组织相
信群众，依靠群众，迅速组织起500
多万人的支前大军，用“小推车”推
出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历史
反复证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群众路线，过去是、现在是、
将来仍然是我们共产党人需要坚
持的根本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

三、坚持和弘扬“小推车”精神
新时代，坚持和弘扬“小推车”

精神，对于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力
量，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
现实意义。

1. 坚持和弘扬“小推车”精
神，就是要始终践行党的初心使
命。“小推车”精神生成的过程，
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

的奋斗历程。回顾历史，一方
面，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人民军
队的深情厚谊，铸就了辉煌历
史；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使命赢得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新时
代，我们身体力行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就是对“小推车”精神最好
的坚持和弘扬。

2. 坚持和弘扬“小推车精
神”，就是要始终保持党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淮海战役
中，党心民心紧紧相连，形成合
力，最终赢得了战役胜利。新时
代，仍然要不断巩固党群干群关
系，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把根基深植于人民群众之
中。只有这样，党的执政地位和
执政基础才能得到不断巩固，党
领导的事业才能胜利推进。

3. 坚持和弘扬“小推车精
神”，就是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
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多年来，淮北人民继承和发
扬“小推车”精神，深入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夺取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棚改安居、采煤
沉陷区治理、疫情防控等经济社
会发展一个又一个胜利，以务实
举措，改善和保障民生，不断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小推车”精神被赋予新的
时代内涵，正在淮北大地上焕发
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小推车”精神的内涵及历史启示
王超 郜快

今年是淮海战役胜利 71
周年。在淮海战役中孕育形
成了伟大的“小推车”精神和

“三全”精神。这两种红色精
神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
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我们推动淮北高质量转型崛
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
神财富。为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资源，传承弘扬红色基因，
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撰
写了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田红梅

担架队转运伤员。（资料图）

淮北地方武装参战（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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