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献礼庆华诞 红色领航书青春 ——大学

生书写党史故事”征文活动征稿启事 

2021 年 7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了向建党百

年献礼，激发青年一代的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热情，引导其

将红色文化的价值和理念融入创作过程中，从而自觉地将其

中蕴含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传承下去，更好地发挥党史以

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拟在陕

西各高校发起“百年献礼庆华诞 红色领航书青春——大学

生书写党史故事”征文活动。 

一、举办单位 

主办: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承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团委 

二、征文对象 

陕西各高校大学生 

三、征文时间 

2020 年 7月 20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  

四、征文内容  

选取中共西安地方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等各个历史阶

段重大事件、革命人物和红色地标作为创作素材，用全新的



视角、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展示中国共产党西安组织成立以

来团结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光辉史诗和伟

大成就，表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 

详见附件：征文参考范围。  

五、征文要求  

（1）文章要求主题鲜明、观点正确、史实可靠、可读

性强，做到真实性和艺术性相统一。文章未在公开出版书籍、

报刊及互联网上发表。 

（2）体裁及字数：可以采用散文、小说、纪实文学、

网络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议论、分析或考证类史学作品及

诗歌除外）。文章篇幅控制在 5000字左右。 

（3）来稿时请附相关图片、手迹、或提出配图建议，

稿件中所引资料请认真校核，说明来源。注释置于每页下方。 

（4）稿件应确定指导老师，各高校团委或相关部门应

对上报作品进行政治审核。 

（5）格式要求： 

a.页面设置。纸型：A4 标准纸。方向：纵向。页边距：

上下左右 2.5cm；页眉 1.5cm，页脚 1.75cm。 

b.基本格式。文稿用 word 文件。行距：固定值 26。题

目标题：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字；正文：三号仿宋 GB2312

字。 



（6）投稿办法：征文最后一页的末尾另起一行注明作

者姓名、性别、单位、地址、电话以及网络联系方式。稿件

报送至各高校团委或相关部门进行初审，审定后发送至市委

党史研究室电子邮箱：262438118@qq.com 。 

六、评选和奖励  

本次征文由各高校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在

全市各高校来稿中选出获奖作品： 

1、一等奖 5 名  

2、二等奖 10名  

3、三等奖 15名  

 4、优秀奖若干名 

 5、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所有获奖作品将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经评审后采用的

作品将集结公开出版。  

联系人：段  睿 18691868112；86781131 

    王佳悦 15209293782  

微信二维码： 

 

 

 

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2020 年 7 月 13 日 



附件： 

征文参考内容：  

一、 西安革命遗址 

（一）辛亥革命遗址 

1.大雁塔——歃血结盟遗址 

2.于右任旧居 

     （二）大革命时期遗址（1924 年—1927年） 

         1.西安反围城斗争旧址 

         2.革命公园 

         3.西安桃胡巷——中共西安地方执委机关遗址 

     4.省立二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组织遗

址 

     5.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安中山军事学校遗址 

     6.户县东索村惨案遗址 

     7.刘天章故居遗址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遗址（1927 年—1937年） 

     1.西安事变旧址 

     2。红军长征过境西安遗址群 

     3.中共组织建设及活动遗址 

 （四）抗日战争时期遗址（1937年-1945年） 

1.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场馆遗址群 

2.知行小学——中共周至县工委遗址 



3.甘西小学——户县甘西革命英烈纪念馆 

4.李萃亭烈士陵园 

5.孙蔚如将军故居 

（五）解放战争时期遗址（1945年-1949年） 

1.中共西安情报处遗址 

2.中共西安情报处交通联络站——奇园茶社 

3.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地下联络站——莲湖食堂遗

址 

4.周至任家城战斗遗址（烈士陵园） 

（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地标 

1.“一五”计划苏联援建项目（17 处） 

 （1）西安第二发电厂 

 （2）国营黄河机器制造厂 

 （3）西北光学仪器厂 

  (4) 西安秦川机械厂 

2.三线建设在西安  

（1) 机械工业——陕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 

（2）核工业——西安核仪器厂等 

（3）航空工业——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等 

（4）电子工业——西京电气总公司、西安卫光电

工厂等      



   （5）兵器工业——国营光辉机械厂、西安亚西光电

仪器厂、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 

     3.西安交大等校西迁 

 4.西安烈士陵园 

  （七）改革开放时期红色地标 

     1.黑河饮水工程 

     2.临潼区新丰镇小城镇建设 

     3.西安高新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曲江

新区建立 

     4.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地标 

（八）新时代红色地标 

1.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博物馆 

2.中共西安历史展览馆 

二、西安红色年轮（重大事件）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屈武血溅总统府 

   2.中共西安组织的创建 

   3.“二虎守长安” 

   4.西安反围城斗争 

   5.“驱刘”“驱吴”运动 

   6.葛牌镇苏维埃政府 

   7.户县东索村惨案 



   8.红军长征过境西安 

9.西安解放 

10.任家城战斗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接管西安 

  2.抗美援朝运动 

  3.西迁岁月 

  4.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5.“一五”计划在西安 

6.三线建设在西安 

  7.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改革开放时期 

  1.城墙保护与建设 

  2.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3.康复路、骡马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发展 

  4.科教兴市 

  5.西部大开发 

  6.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新时代 

1.精准脱贫攻坚 

2.西安十项重点工作 

3.西部大开发新格局 



三、红色星辰（重要人物） 

 1．大革命时期 

魏野畴（1898—1928）、雷晋笙（1898—1931）、安存真（1896

—1927）刘含初（1895—1927）、吴化之（1902—1990）、黄平万

（1893—？）、邹  均（1900—1930）、吕佑乾（1896—1928）、史

可轩（1890—1927）等。 

2.土地革命时期 

西安九烈士（？—1928）、东索村农运烈士（？—1927）、白

文范（1903—1928）、宋林昌（1884—1928）、王泰吉（1906—1934）、

张蔚森（1906—1930）、张新法（1903—1936）、杨  珊（1909—

1933）等。 

3.抗日战争时期 

武止戈（1902—1933）、宋绮云（1904—1949）、许权中（1894_1943）

张寒辉（1902—1946）、袁鸿化（1909—1943）等。 

4.解放战争时期 

孔从洲（1906—1991）、惠子俊（1910—1944）、杨晓初（1894—

1977）、景瑞卿（1906—1968）、王  力（1912—1979）、屈  光（1908

—1979）等。 

5.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及新时代 

董学源（1913—1996）、张德生（1909—1965）陈元方（1915—1993） 

陈葆青、赵立群、孙菡、朱长亮、崔林娜、施秉银、张怡、

雷根平、乔锦仁、付凡平、赵梦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