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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传承历史文化、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及见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成果，教育引导中华中医

药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及专家、青年学

者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汲取奋进力量，2024 年 4月 25 日

至 28日，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

会党小组联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党支部、华润集团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党

总支在陕西省商洛市开展了“传承红色基因，承载历史文化”的党建和传统

文化教育活动。此次活动由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组长陈信义教

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组长丰纪明教授和华润集团东阿阿

胶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事业部总经理郑梁同志共同组织。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刘

平副会长兼秘书长、副秘书长关树华、副秘书长兼学术培训部主任刘玉玮和

华润集团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刘广源等领导参加了此次

党建活动。党建活动主题为“传承红色基因，承载历史文化”，并探索学会

分支机构党小组与学会党支部、央企基层党组织联合党建新模式。 

2024年 4 月 25日晚，举行了党建活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由中华中医

药学会血液病分会主任委员侯丽教授主持（图 1-2），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

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党小组组长、血液病创新研究与转化平台主任、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会长陈信义教授（图 3），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

病分会副会长、党小组组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常委、党小组副组

长丰纪明教授（图 4），华润集团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刘广源（图 5），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秘书长兼学术培训部主任、党支部书

记刘玉玮（图 6）先后致辞。陈信义教授在致辞中说：这次党建活动，之所

以选择在陕西省商洛市，其在政治、历史和地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他进一

步指出：如果不来商洛，就不知道“漫川关战役”的胜利决定了红四方面军

的生死存亡；如果不来商洛，就不可能延着总书记的足迹，领悟思想伟力和



脱贫攻坚思想；如果不来商洛，就不能感受秦岭是中国南北分界线；如果不

来商洛，就不可能知道改革开放新中国的伟大成就（终南山公路隧道与秦岭

隧道群）；如果不来商洛，就不会知道“朝秦暮楚”含义和历史渊源。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党支部书记刘玉玮在致辞中指出：这次党建活动意义重大，我

们要“心”去感悟，要用“神”去领会，要用“劲”去实践，大家要认真做

好笔记，写好心得，记录这次难忘之行。 

 

图 1.侯丽教授主持启动仪式          图 2.党建活动全体人员参加启动仪式 

图 3.陈信义教授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图 4.丰纪明教授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图 5.刘广源先生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图 6.刘玉玮主任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1  感悟习总书记保护生态环境思想伟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

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开

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

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

变化。2022年 10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海拔

1000--2802米，总面积 2123 公顷，距西安 42 公里，秦岭长隧穿腹而过。秦

岭是国人的父亲山，被誉为华夏民族的脊梁。秦岭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是

南北水系的分水岭。在秦岭的主峰、终南山上有一道山梁叫作“牛背梁”。

山体东西 28公里，南北 15 公里，北侧是长安，南侧是宁陕、柞水，形如牛

背脊梁，故被称作“牛背梁”。这里不但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清幽的潭溪瀑

布，奇特的峡谷风光，更重要的是 2020 年 4 月 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陕

西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考察秦岭生态保护情况。习近

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

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并做了“秦岭不仅是陕西的秦岭，

更是中华民族的生态脊梁，秦岭不仅是自然的秦岭，更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的重要指示（图 7-8）。 

 

图 7.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牛背梁             图 8.习近平总书记做重要指示 

https://upimg.baike.so.com/doc/5422607-5660806.html
https://upimg.baike.so.com/doc/3368622-3546499.html


2024 年 4 月 26 日上午，参加党建活动的全体同志来到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基地--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参观学

习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大家一边走一边仔细聆听讲解员介绍习近平总书

记四年前在这里的一言一行，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秦岭生态保护的重

要指示精神，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

思想。参加党建活动全体同志一致表示，要深刻领悟习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思想伟力，做到保护自然，从我做起。同志们行至月亮垭时，停下了

脚步，认真学习了习总书记关于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并合影留念，

同时，在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兼党小组副组长史哲新教授

带领下，同志们面对入党誓词庄严宣誓，这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誓言，见证了

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也再次唤醒了大家最初的入党之心—神圣纯

粹、坚定无悔（图 9-10）。 

 

图 9.参加活动全体同志在月亮垭合影      图 10.全体同志在月亮垭重温入党誓词 

2  领悟习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思想 

2021年 2 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贫困是人类社会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

事。近代，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

已、民不聊生，贫困的梦魇更为严重地困扰着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成了中

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

总书记同时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围

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提出

的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

上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

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力量，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前一年，4 月 20 日下午，习近平乘车前往

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考察脱贫攻坚情况。习近平步行察看村容村貌，走进村

培训中心、智能联动木耳大棚，了解木耳品种和种植流程，询问木耳价格、

销路和村民收入等，夸奖他们把小木耳办成了大产业。习近平指出：发展扶

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

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脱贫摘帽不是

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下来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

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图 11-12）。 

 

图 11.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米村考察照片   图 12.习近平总书记与金米村村民交谈照片 

为领悟总书记的脱贫攻坚战略思想，全面感悟脱贫攻坚战带来的成就，

2024年 4 月 26日下午，参加党建的同志们来到全国“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示范点—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如今的金米村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生态文化村、

淘宝直播第一村、村级党组织标准化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同志们亲身体验到

了国家开展脱贫攻坚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带来了累累硕果。参观了金

米村木耳种植示范基地（图 13-14），并听取了村党支部书记讲解了金米村

振兴与发展经验、产品展示以及习总书记考察金米村时的重要指示和殷切期

望。参观结束后，在金米村留下了难忘合影（15-16），并表示一定要和金

米村干部群众一样，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增添光



彩。 

 

图 13.参加活动全体同志参观金米村环境     图 14.全体同志参观金米村木耳种植 

 

图 15.全体同志在木耳展示厅合影留念     图 16.全体同志在金米村党旗前留影 

3  缅怀鄂豫陕根据地先烈们的丰功伟绩 

80 多年前，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在星火燎原的土地

革命战争中，在红军长征的滚滚铁流中，诞生了一个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

献的鄂豫陕根据地。其中，漫川关是鄂豫陕根据地的重镇，1932 年，红四方

面军为突破国民党 30 万大军围追堵截，在漫川关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

战。1932 年 11月 11 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

下，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途径山阳县漫川关前往汉中，当时国民党军队四

万多人已经在漫川关设防，妄图合围包抄，将红四方面军全部歼灭在康家坪

至云岭的十里长山谷之中。此时的红四方面军连月作战，伤亡、掉队极多，

部队疲惫不堪，被压制在这狭窄的山谷之中，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徐向前

命许世友带队担任突击先锋，为全军杀开一条血路。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

打垮了敌人一次次反扑，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企图，保全了主力。他们的丰功



伟绩我们永远难以忘怀。为完整的了解和重现红四军这段悲壮历史，激励同

志们秉承革命意志，传承红色基因，我们精心安排了三个环节。 

首先是到漫川关战役实地（贺家岭）实地考察，在这里我们仅看到一个

简朴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由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将军亲笔写的“陨岭

阻击战红军英烈纪念碑”碑文（图 17）。参加党建的同志们围绕纪念碑肃然

而立，聆听退伍军人巩正明（漫川关战役研究会秘书长，义务讲解员）详细

介绍了漫川关战役背景、战斗状况以及红军胜利的微党课（图 18），他介绍

说：“这里安息着 100 多位红军战士，还有大量红军英烈的遗骨，至今散埋

在郧岭、板庙、张家庄等各个战场上。”为此，参加党建的同志们面对纪念

碑向英烈们三鞠躬礼节（图 19），以表哀悼，并留下抹不去的合影（图 20）。 

 

图 17.陨岭阻击战红军英烈纪念碑        图 18.全体同志肃然纪念碑前听为党课 

 

图 19.向陨岭阻击战红军英烈行哀礼        图 20.全体同志在纪念碑前留影 

随后，同志们集合于漫川关大酒店 6层会议室，观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 80周年，于 2016 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漫川关”（图 21-22）。影片展现

了红四方面军为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鄂陕交接的山阳县漫

川关与国民党部队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冲出了被胡宗南称为“红四



方面军坟墓的漫川关”，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四方面军的企图，保全了全军

主力的故事。影片展示了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

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为巩固红色政权，与张国涛周旋和斗争

的勇气。有些环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把同志们锁定

到那个难忘漫川关战役年代，观看结束后，同志久久不愿离去，意在回忆影

片中每一个感人情节，回忆上午退伍老兵的每一句深情讲解。 

 

图 21.电影血战漫川关片头照片            图 22.全体同志在观看电影血战漫川关 

当日下午，同志们又来到上关县人民政府旧址（现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

上津镇），这里不仅是一座始建于明成化四年（1468 年）的历史古城，也是

湖北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民主政权（1947 年 11月 13日）（图 23）。1947

年 9 月 10 日，陈赓、谢富治等于 1948 年 3 月 18 日，在上关县上津镇组建

的上关独立团（图 24）。11 月 12日，四纵 12 旅 34 团的一个营解放了漫川

关，接着南下攻打上津，打响了解放十堰第一枪。1947年 11 月 13 日，陈谢

兵团以上津、漫川关两镇及蒿坪地区为中心地带，成立了中共上关县委、上

关县民主政府。12 旅卫生处政委王直夫任上关县委书记；12 旅宣传科科长

宋景先任县长，副县长徐月卿，公安局长解大钧。当时仅设三个区：漫川、

上津、六郎。后增设南宽坪(山阳县境内)及关防二区。先后驻地漫川、上津

镇和旬阳蜀河口等地。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上关县民主政权在陕南根据地

建设、巩固、发展和整个华南地区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 年夏，上关

县委和县民主政府由陕西漫川关迁至郧西上津。在上关县人民政府旧址，同

志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缓缓走进上关县展览大厅，讲解员详细的介绍了上

关镇的由来、变迁以及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的情景（图 25-26）。

瞻仰结束后，全体党员们有一次在庄严的入党誓词前又一次宣誓，表示要向



老一辈革命家学习，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认真做好本质工作，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以及中医药的复兴做出贡献。 

 

图 23.上关县人民政府旧址（上津镇）         图 24.在上关县组建的上关独立团 

 

图 25.讲解员详细讲解上关县的由来    图 26.党员们又一次在入党誓词前宣誓 

4   在商洛市可了解华夏文明和历史文化 

2023 年 6 月 2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

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包容”是中国人心中的天地大德，是一种胸怀，也

是一种智慧。通过“包”和“容”二字，可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包”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宽广胸襟，突显中华文明内容广博、内涵丰富的文明状态和

文明格局，以及对外开放的文明心态。“容”体现中华文明高超的容纳智慧，突

显中华文明在包罗各方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差异、化解冲突、实现融合，使各方

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可久可大、根深叶茂，就在于其无与伦

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既有“包”的胸怀，又有“容”的智慧。这次党建活动还有

一个重要任务是了解华夏文明和灿烂文化，以激励参加这次党建活动的全体

党员“爱我中华、护我中华、建我中华”革命斗志。 

我们第一站于 2024年 4 月 25 日下午，来到秦岭深处的终南山寨，了解



陕南特色民俗风情以及秦岭文化。终南山寨位于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西沟

峡。这个山寨用石头述说了陕南民居建筑历史的村寨，它就不仅是商洛市柞

水县的终南山寨，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和中国地理标识和文化标识。班

固在《汉书·地理志》及《终南山赋》中，都将终南山当成“国脉”，也就

是今天所说的中华祖脉 ，国之龙脉。商末周初姜子牙隐于海滨、秦朝商山

四皓、三国诸葛亮皆隐于终南山。俗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中的南山，

是在说南山因其得生气而寿长。又云“天下修道，终南为冠”，亦是因其与

斗极相应，可生阳养阳助阳，方便修成。这里的房屋建筑以砖、瓦、木、土、

竹、草、石板、毛石为主，质朴自然，别具一格。散落在秦岭山中的石头老

房子，至今依旧在诉说着秦岭山中人类文明的故事（图 27-28）。 

  
图 27.商洛市终南山寨入口照片        图 28.以石头为代表的终南山寨建筑文化 

第二站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下午，我们来到历史悠久的水旱码头—漫川

关古镇。漫川关水旱码头通往各地，商务繁荣，人口稠密，“水码头百艇联

樯，旱码头千蹄接踵”，“北通秦晋，南联吴楚”，“朝秦暮楚”的典故源

于此地。漫川关历史悠久，昔日为陕鄂豫蜀物资交流重要集散地之一。战国

时，楚致方城经此通过，秦楚分界碑今还尚在。古文化遗迹、人文景观和神

话传说非常广泛。在漫川关同志们通过骡帮会馆、双戏楼、武昌会馆、北会

馆、千佛洞、武圣宫、砧石藏佛经、乔村仰韶文化、一柏担二庙、三官镇白

虎、万福娘娘庙等古迹以及黄家药铺、莲花第等古民居详细了解的秦楚文化

交融及其发展历程。其中，双戏楼见证了秦楚文化交融和发展历程（图 29）。

同时，也深入了解了漫川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关怀下的幸福生活。 



 

图 29.漫川关双戏楼承载秦楚文化交融       图 30.漫川镇小河口乡建设鸟苷图 

第三站是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城西北 70 公里的上津古城（图 31），

现为清代城址。地处鄂西北边陲，与陕西省漫川关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

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

“秦楚咽喉、天子渡口”之称。上津古城自三国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

上津首设平阳县至今，已有近 1800 年历史，先后 14 次建县，6 次设郡，2

次置州。朝秦暮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上津古城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

代（1932 年）红四军在湖北陨岭阻击战就充分证明上津古城是历代战争要地

（图 32），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历史有很大价值。

 

图 31.现保存完整的湖北上津古镇牌楼      图 32.湖北上津古镇明代建筑风格 

第四站我们去了解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古镇。棣花古镇是一个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古镇。早年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商业城镇，保留了大

量的明清建筑和历史遗迹，如古老的街巷（宋金街）、商铺、民居、寺庙等，

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图 33）。棣花古镇不仅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足

迹所至之地，也是现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故乡，素有“人文棣花、院藏秦岭”

的美誉。商於古道从镇中穿街而过（图 34），是六百里商於古道上最著名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1%E5%A0%B0%E5%B8%82/8351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www.baidu.com/s?ch=1&tn=25017023_11_dg&wd=%E7%99%BD%E5%B1%85%E6%98%93&usm=1&ie=utf-8&rsv_pq=f4e5a0900107f630&oq=%E6%A3%A3%E8%8A%B1%E5%8F%A4%E9%95%87%E4%BB%8B%E7%BB%8D&rsv_t=bb38ZLhfMWXtkeFfiHsZnxC4nIBRYBiJAxMrSgGpuc6TP81VaXffXYGINy0wdEMQ70Peetg&sa=re_dqa_zy&icon=1
https://www.baidu.com/s?ch=1&tn=25017023_11_dg&wd=%E8%B4%BE%E5%B9%B3%E5%87%B9&usm=1&ie=utf-8&rsv_pq=f4e5a0900107f630&oq=%E6%A3%A3%E8%8A%B1%E5%8F%A4%E9%95%87%E4%BB%8B%E7%BB%8D&rsv_t=bb38ZLhfMWXtkeFfiHsZnxC4nIBRYBiJAxMrSgGpuc6TP81VaXffXYGINy0wdEMQ70Peetg&sa=re_dqa_zy&icon=1


站，也是古道曾经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商贸重镇。如今，扑面而来的是尘

封已久的秦、楚、宋、金文化，让人们充分体味历史与文化、生态与自然、

民风与民俗、秦风与楚韵胶乳相融、相映生辉的古镇风情。 

 

图 33.棣花古镇的宋金街石碑标志图片      图 34.商於古道行程的路线图图片 

5  联合党建带来的满满收获与心得体会 

通过此次党建和传统教育活动，大家深刻感受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秦岭生态保护重要讲话精神的

丰富内涵，进一步领会“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

激励党员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焕发干事创业热情。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在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以只争朝夕、真抓实干的奋斗姿态勇挑重担，不断推动各项工作

高质量发展。 

活动结束后，许多专家纷纷发表感言，表示收获满满，深受启迪和教育。

鲍记章教授说“有幸参加美好的党建之旅，再走红色足迹，重温红色经典，

点燃红色基因和激情，继续在党建引领下，在各位前辈老师指引下不断进取

奋斗！为中医药血液病事业贡献绵薄之力！”。郎海燕教授说“这次党建活

动首次由青委全程参与，老中青专家齐聚一堂，沿着总书记足迹重温入党誓

言，鼓励我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周郁鸿教授说“使我学到红四军的

英勇事迹，真是收获满满！”。刘玉玮副秘书长表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秘

书处有幸与两分会及东阿阿胶集团一起开展党建活动，内容丰富，积极向上，

使全体人员受到极大教育。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积极团结正能量充沛的血液

病学术团队。相信此次活动对促进大家工作发展提供了满满的正能量！”。



侯丽教授赋词一首：“血液精英聚商洛，满目红衫，党旗飘飘。牛背梁庄严

宣誓，心潮澎拜，声飞云端。漫川雄关齐观影，炮声隆隆，泪眼婆娑。红色

之行传帮带，凝心聚力，再创新高！” 这次党建主要心得又以下方面：①

开创了联合党建新模式，把以往仅限于上课或会议的党建教育模式移向社会

实践的党建模式，增加了全体党员对党建内容的感性认识和理解深度，激发

了党员对党建的浓厚兴趣和参加的党建的自豪感。②联合党建有利于不同单

位、不同群体同志们之间的情感、文化、业务以及对党建内容理解的相互交

流，在交流中党员们可以吸纳更多精神食粮和交叉学科领域内容，用以补充

和更新党建知识结构。③培养全体党员集体主义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通过

党建增加团队协作意识和服务能力。④把赓续红色基因、走红色之路教育有

机结合起来，在分支机构党员中创建红专并行的党建教育新模式。⑤把了解

华夏历史文明和文化有机结合，能够增强党员们，特别是青年党员或积极分

子们的民族文化自信，自觉抵制外国不良文化侵蚀，增强爱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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