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7 月 7 日讯 记
者杨学聪报道：“卢沟桥，狮
子吼，宛平城头浴血战；中国
人，意志坚，重整河山换新
天！”7 月 7 日傍晚，随着丰台
区五小学生合唱团的小学生唱
响 《卢沟谣》 的旋律，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首都各
界群众歌咏活动，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纪念地——
丰台卢沟桥宛平城地区举办。

整场歌咏活动以“勿忘国
耻、圆梦中华”为主题，选取
各个时期不同经典革命抗战曲
目，采取群众歌咏演唱舞台化
的艺术处理方式，将合唱、独
唱、组合、情景剧等表演形式
相结合，呈现了一台整体性
强、节奏分明、主题鲜明的大
型群众歌咏盛会，充分展示了
首都市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情
感，以及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
斗志。

在纪念活动中，来自军
旅之声合唱团、北京长城艺
术团、丰台区卢沟桥乡前哨
老战士合唱团等群众文艺团
体，饱含深情地现场演唱了
20 首革命歌曲。《大刀进行
曲》、《游 击 队 歌》、《祖 国
颂》、《保卫黄河》 ⋯⋯随着
这些家喻户晓的歌曲音乐响
起，现场的群众情不自禁加
入其中，进行全场大合唱。

抗战爆发纪念日前后，在北京市丰台区的宛平城
地区，有浓浓的纪念氛围，一系列的“红色”行动引
领居民和游客追寻红色记忆。据介绍，这里很多居民
从小就生活在卢沟桥畔、宛平城内，对抗战历史耳濡
目染，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沉的爱。7 月 6 日晚，“七七
事变”亲历者郑福来老人和百余位群众自发来到抗战
爆发之地——卢沟桥，敬献鲜花、蜡烛，共同缅怀革
命烈士，告慰烈士英灵。同时，宛平城地区依托辖区
内卢沟桥、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等红色文化资源，先后组织
开展红色文化汇演、红色书画楹联展、红色故事会等
系列文化活动，与地区群众一同重温难忘的“抗战岁
月”，传承浓浓的爱国之情。

本报沈阳 7 月 7 日电 记者孙潜彤报道：在“七七
事变”及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之际，辽宁省各界
群众纷纷到“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重温历史，缅怀全民族
抗战的英雄事迹。博物馆馆长助理崔俊国说：“这些天，

‘九一八’残历碑前总是聚满了人群，特别是广大官兵，
在此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沈阳军区某通信团每年都要组织官兵到“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参观，以史为鉴，展望未来。战士们回忆了东北
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14年屈辱的历史，感受中
华民族奋起反抗、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辉煌历程。

7 月 4 日上午，沈阳军区某团千余官兵来到旅顺万

忠墓纪念馆，开展以“勿忘国耻、不辱使命”为主题的祭
扫活动。“77 年前的 7 月 7 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黑暗的
一天，是中国人心中一道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痕。”解说员
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大家，上士李成说：“我们一定要牢记
历史，苦练本领，不辱使命。”参观结束后，官兵们纷纷表
示，勿忘国耻，扎实工作，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为维护
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连日来，沈阳军区各部队还针对青年官兵特点，广
泛开展“网上侵华罪证展”、“网上向英雄敬献花圈”等纪
念活动，缅怀抗战英烈，激发练兵动力。

本报太原 7 月 7 日电 记者刘存瑞报道：“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
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到来之际，一曲曲反映中国军民团结御侮的慷
慨壮歌在三晋大地响彻。作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山西，
全省各地从北到南纷纷举办了一系列“勿忘国耻、圆梦
中华”主题教育活动。

7月 7日，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广场，来自山西省灵
丘县多所学校的 300 名少先队员代表和部分青少年举
行了“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纪念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
77 周年少先队主题日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肓。在平
型关大捷纪念馆内，孩子们认真聆听着解说员讲述平型

关大捷和雁北惨案的史实，在参观了纪念馆后，孩子们
纷纷表示一定不忘国耻，牢记使命好好学习。

与此同时，在阳泉市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碑下，《义
勇军进行曲》雄壮的音乐旋律响起，千余人齐声高喊“勿
忘国耻、圆梦中华”，拉开了歌会的序幕。一个多小时的
时间里，《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 13 首耳熟能详
的革命歌曲，把人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歌会
结束后，大家参加了千人签名活动，参观了百团大战纪
念馆。80 岁的老人刘玉兰说，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重
温历史，就是要告诉世人，任何人都不能歪曲历史，要珍
惜和平，警示未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来告慰我们的英烈。

辽宁：

博 物 馆 里 重 温 历 史

山西：

慷 慨 壮 歌 响 彻 大 地

本报重庆 7 月 7 日电 记者冉瑞成 吴陆牧报道：
7 月 7 日上午，重庆市渝中区庹家坳社区开展了以“勿
忘国耻、圆梦中华”为主题的系列纪念活动，社区通过
黑板报、LED 显示器、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
群众广泛宣传有关“七七事变”的历史影响，提醒国人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同时也激发大家反对战争，崇尚
和平发展的爱国主义情怀。

此外，渝中区的解放碑、菜园坝、大溪沟、南纪
门、化龙桥等街道均组织群众开展参观红岩村革命纪念
馆、新华日报旧址、“六五大轰炸”遗址等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活动。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重庆红岩联线西藏
昌都红岩文化室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并将开展捐建图
书阅览室、红岩碑故事大赛、揭牌仪式、专场报告会等系
列活动。

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四坝”之一的重庆江津区白
沙镇，当地群众利用正在建设老重庆影视基地的契机，自
发组织拍摄抗战题材微电影，再现抗战时期川中儿女勇
赴沙场、后方群众发动大生产支援前线等故事，目前已拍
摄《夏仲实跪母出征》、《抗战募捐》、《米兰花香》等。江津
区还在城区人流聚集的时代广场、魁星广场等放映抗战
题材《杨成武强攻东团堡》、《虎头要塞最后决战》、《抵抗
抵抗》等影片，教育人们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本报长春 7 月 7 日电 记者李己平报道：在“七
七事变”纪念日，吉林省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沦陷史
陈列馆继续向公众免费开放，在抗日英雄谱处免费准
备了菊花供观众表达对革命烈士的追思之情，长春市
民 也 在 “ 七 七 事 变 ” 纪 念 日 前 后 来 此 参 观 ， 接 受
教育。

长白山区通化市和白山市是当年抗联主战场，两地
群众有组织地到杨靖宇烈士陵园等纪念馆和抗联战斗过
的营地凭吊，怀念烈士英雄壮举。与此同时，伪满皇宫
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出去为长春理工大学 1000 余
名师生专场演出。演出通过舞蹈、歌曲、历史剧表演等
形式，引导学子回顾历史，增强青年学生的国防意识，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7 月 4 日，长春伪满皇宫
博物院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吉林省公安厅警卫
局、空军航空大学等单位，隆重举行“铭刻历史 扬我
国威——纪念‘七七事变’77 周年大型文艺汇演”，再
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辉煌历史，颂扬中
华儿女的不屈精神。

近日，吉林省档案馆向社会公布了日本侵华时期的
部分邮政检阅档案，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邮政检阅
档案是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的重要组成
部分。此次公布的 450 件邮政检阅档案，全部为日文书
写，涉及信件约 4.5 万封，其中日本人与日本人之间的通
信占 50%以上，时间跨度为 1937 年到 1945 年，是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铁证。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中央档案馆 7 日公布了日本战犯
长岛勤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长岛勤 1955 年 5 月笔供，他 1888 年出生，日本埼玉县
人。1938 年 12 月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员。1942 年
4 月，任日本陆军第 59 师团第 54 旅团长。1943 年 6 月-1945
年 4 月，兼任济南防卫司令官。1945 年 8 月 22 日在朝鲜咸兴
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42 年 5 月-6 月，在山东，指挥部队参加“泰（安）莱（芜）

蒙（阴）作战”，“结果杀人：抗日军人 40 名、和平人民 20 名，烧
毁破坏民房是 100余间”。

1943 年 5 月中旬，指挥部队参加“鲁中作战”，“结果杀害
抗日军人 130 名、和平人民 20 名，逮捕抗日军人 380 名，烧毁
破坏民房 20余间”。

1943 年 6 月，指挥部队参加“东临道作战”（聊城县北方地
域），“结果杀害抗日军 60名，和平人民 30名，俘虏 250名”。

1943 年 7 月-8 月，指挥部队参加“十八夏南太行作战”，
“结果杀害抗日军人 40名、和平人民 30名，抓俘虏 30名。”

1943 年 9 月，指挥部队参加“三教堂作战”（禹城、济阳、临
邑）“结果杀人抗日军 60名、和平人民 10余名”。

1943 年 11 月中旬-12 月上旬，指挥部队参加“十八秋鲁中
鲁北作战”，“结果：杀人，抗日军人 30 名多、和平人民 10 名多，
烧毁兵营 2栋，烧毁民房 300余间”，“掠夺粮食 300吨”。

1944 年 3 月-4 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春衣剿共作战”（莱

芜、长清、历城、齐河、章丘），“结果杀害抗日军 210 名、和平人
民 70名，烧毁民房 300间”。

1944年6月-7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衣山东作战”，“结
果杀害抗日军270名、和平人民160名，掠夺小麦5700吨”。

1944 年 8 月-9 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山东作战”，“结
果：杀害抗日军 120 名、和平人民 70 名，逮捕和平人民 250 名，
掠夺花生油 1000篓以上”。

1944 年 9 月-12 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秋衣山东作战”，
“结果杀害抗日军人 190 名、和平人民 110 名，烧毁破坏民房
200余间”。

1945 年 1 月-3 月，指挥部队参加“二十春衣山东作战”，
“结果：杀害抗日军 410 名、和平人民 230 名，破坏烧毁民房
300余间”。

1945 年 5 月，指挥部队参加“秀岭一号作战”，“结果杀
害抗日军80名、和平人民210名，烧毁破坏民房1000余间”。

从 1942 年 4 月-1945 年 7 月，“进行了大小 15 次作战讨
伐，杀害抗日军人 1660 名、和平人民 970 名”，“烧毁破坏民
房 2220 间以上，逮捕了抗日军 970 名、和平人民 250 名，掠
夺粮食6000吨，酷使强制劳役是12万工日。”“每次在作战中
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爆
杀、烧杀、绞杀、瓦斯杀等的极其残忍的虐杀手段，又常常杀
害俘虏”。“1945年2月上旬，111大队在我的命令下，行动中
在东阿县马家海子刺杀负伤员俘虏 7名。1942年 7月，110大
队在莱芜县九顶山，用瓦斯弹杀害和平人民老幼15名。”

新华社长春 7 月 7 日电 （记者宗巍 李汶

羲） 在吉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的一批侵华日军
档案中，有多处记述了日军曾在侵华期间对重
庆、长沙等中国城市进行了惨烈的轰炸。

在一份 1939 年的《通信检阅月报（九月）》
中，记载了阿根廷《E 巴鲁特斯》杂志描述的日军
对重庆进行连续 3 天大轰炸的惨况：日本最近的
空袭目标是重庆，在这个夏天一开始进行了连续
3 天的集中空袭，在此期间投下的炮弹导致 1 万
多人受伤，30 户人家烧毁，1/5 城市街区遭到破
坏⋯⋯在瓦砾堆里发现 8名孩子的尸体。

另 一 份 档 案 《通 信 邮 检 月 报 （六 月） 》
（1939 年） 中记载了当时上海日报社发给奉天
小南关天主堂的一份报纸，其中写道：“日本开
始侵略以来已有两年之余，仍未取得决定性的
胜利，日本现在依靠在一些很普通的城市发动
轰炸，不断扰乱人民的和平生活。重庆⋯⋯并
不是武装型城市，也不是军事防卫型城市，日
军战机经常向这一非战斗人员集中地区投放炸
弹，引起了无数的火灾，投放的炸弹超过 1000
枚，人民被残忍虐杀。”

在这批档案中，除了重庆之外，还记录了日
军对扬州、宜昌等城市的轰炸行为。在《通信检
阅月报（九月）》（1939 年）中记载了日军对扬州、

宜昌的轰炸，炸毁两艘英国船只。
据介绍，邮政检阅档案是吉林省档案馆藏日

本关东宪兵队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公布
的 450 件邮政检阅档案，全部为日文书写，涉及
信件 4.5万封，其中日本人的通信占 50%以上。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
立峰等专家认为，这些档案是日本宪兵队自身
形成的，所摘录信件的内容完全出自日本侵华
的亲历者、见证者之手，内容丰富，案例真
实，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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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7月 7日首都各界群众的歌咏活动现场。

远 舟摄

缅怀抗战英烈 抒发爱国情怀
全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