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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在绿意葱茏的北京市海淀区
北坞公园，北坞村村民郭桂英正和邻居们乘
凉闲聊。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崭新的北坞新
村，一幢幢六层小楼整齐排列，不时有村民
乘坐电梯上上下下，环境静谧而舒心。

“过去可不是这个模样啊！村里私搭
乱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好多村民待不
下去了就到城里租房子住。”郭桂英告诉记
者：“现在可好了，住上了干干净净的回迁
楼，还分了三套房，两套让政府拿去出租，
俺什么心也不操。去城里租房住的邻居也
都搬回来了，还是这里可心！”

北坞村之变，是北京市海淀区创新推
进城乡一体化的一个小缩影。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海淀区扎
实试点，积极探索“政府支持、资源统筹、镇
村主导、农民主体”的城乡结合部、城中村
整治改造模式，蹚出了一条走得新、走得
稳、走得好的城乡一体化路子。

从“要拆我”变成“我要改”

一直以来，城市化建设主要依靠商业
开发征地、国有建设项目征地来带动。这
种“项目”带动模式，有利有弊。利，是快，
城市形象面貌短期变化大；弊，是只顾项目
自身，不管城市整体和长远。这种以项目
为主导的“碎片化”规划模式长期开展，形
成了大量的“城中村”、“边角地”，导致区域
流动人口持续增多，违章违法建设高发，社
会公共服务压力骤增，城市治理难度越来
越大。

在海淀区委区政府看来，面对发展困
扰的倒逼，改，阻力很大；但不改，以后更没
有机会，必须迎难而上，努力走出一条城乡
一体化改造的新路径。

为破解这一难题，海淀区在深入总结

北坞村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政府
支持、资源统筹、镇村主导、农民主体”的城
乡结合部、城中村整治改造模式，并同步推
进村庄城市化、集体经济产业化和园区建
设高端化。

有着 400 年历史的玲珑塔，享誉京
城。可玲珑塔下的一条玲珑巷，却是远近
闻名、脏乱差的城中村。由于空间有限、人
口稠密，资金难以平衡、利益难以协调，这
改造开发一等就是 19年。

时间到了 2013 年 12 月，玲珑巷动起
来了，而且搬迁腾退得很快。在这里住了
近 60 年的 65 岁老人赵山告诉记者，“现在
的政策好，村民说了算，也不担心拆迁后怎
么过日子的问题了。过去让我们拆，都硬
扛着，现在政府不用费心动员，村民都抢着
赶紧拆！”

在改造过程中，海淀区要求镇政府积
极引导村民民主决策，重大事项提交镇人
代会讨论。按照村民自治原则，由村民代
表自主研究确定腾退方案，实现了自主管
理、自主腾退、自主发展，并由镇村成立项
目建设公司，按照“零盈利、全封闭”方式运
作，确保资金全部投入到改造中，将最大利
益留给村民。在土地利用上，让集体经济
组织作为安置房项目建设主体，预留出集
体产业建设用地，为村民上楼后提供可持
续的收入保障。

在玲珑巷改造上，海淀区还充分发挥
了资源统筹的作用。海淀区区长孙文锴介
绍说，玉渊潭地区的五路居和玲珑巷改造，
如果按照单个项目运作，由于老旧住宅集
中、代征道路和绿地负担重，资金实在难以
平衡。经过反复斟酌，海淀区决定将玲珑
巷及五路居项目作为一个综合整治项目统
筹考虑，将五路居地区统一规划为回迁安
置用地，用于安置玲珑巷及五路居当地居

民；将玲珑巷地区调整为以产业为主的混
合用地，形成新的产业园区。

“协作规划”接地气

首都的北部门户，八达岭高速进京方
向有一个规模超过“蚁族村”唐家岭的城中
村——双泉堡。2002 年，这个地区被规划
为八达岭高速楔形绿地，因为只关注了绿
化重点工程，没有综合考虑当地的民生、发
展问题，这一地区很快成为一个巨大的城
中村，当地 200多户村民吃起了“瓦片”，外
来人口高达 7 万人，私搭乱建成风，环境持
续恶化，管理难以为继。

2013 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海淀区
开始协作，从经济社会各方面考虑规划该
区域。先是积极推进城中村拆迁腾退，对
村民进行就地安置，同时规划建设小月河
科技园，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确保了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建所副所
长杜宝东告诉记者，协作规划是海淀区推
进城乡一体化的创新实践。他解释说，协
作规划，就是“多方参与、利益整合、上下互
动、动态监控、专业把关、科学统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的规划基
本上是自上而下，闭门规划，纸上规划；而
海淀区创新的协作规划，则是变传统规划
的自上而下为上下互动，变政府主导为多
方参与，变静态目标为动态维护，使城乡规
划主动参与到城市治理中去。

目前在海淀区，规划师已经不再单纯
坐在办公室画图，而是责任规划师驻村服
务，村民委员会、市政、城建、绿化、文物等
各相关方共同参与。这一协作规划新模
式，其作用是把过去的一次“破坏性”拆迁
变成融合了各方诉求的建设性改造,增强

了村庄可持续发展能力。

集体强了村民富了

从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办公楼
往下望去，玲珑巷地区已拆迁平整完毕，今
后随着一栋栋高端写字楼的拔地而起，这
里将打造成为集聚创新性现代服务业的中
关村玉渊潭科技商务区。

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刘凤英高
兴地告诉记者，玉渊潭地区已从原来以农
业及小工业为主的乡镇，逐步发展成为拥
有酒店、物业、置业三大主业，集实业投资
与资本运营为一体的控股集团，正在向高
端商务服务集聚区迈进，转居农民成为企
业职工、社员变股东，企业员工已全部纳入
社保体系。

海淀区委、区政府表示，海淀区城乡一
体化的根本目标，是让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让广大村民成为“有房、有产、有业”的新型

“农民”。
玉泉山下的玉泉村改造后，依靠原有

的部分土地建成科技园区“玉泉慧谷”，年
租金收入 6000 多万元归村集体所有，让
村民不仅宜居，还能有产有业。

截至目前，海淀全区农村集体资产总
额 891 亿元，净资产总额 323 亿元，占北京
市六分之一，年均增幅 20%。2013 年底，
海淀区还建立了全国首家农村集体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赋予其资产审计、合同清
理、土地监管等职责，确保农村集体资产在
阳光下运营。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评价说，海淀
区城乡一体化的创新实践，是在推动村容村
貌巨大变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功能的提
升，实现了“提高发展水平、弘扬历史文化、
修复生态环境”这三者的齐头并进。

走 得 新 、走 得 稳 、走 得 好
——北京市海淀区探索城乡一体化建设新路纪实

本报记者 苏 民

珠海市实验中学开学第一天

—
—

让新生感受

﹃
博学博爱

至能至德

﹄

本报记者

李茹萍

8 月 30 日 一 早 ， 珠 海
市实验中学一扫假日的宁
静，学校西报告厅里座无虚
席，学生和家长们面带欣喜
地交流着。9 点，副校长郭
少玲致欢迎词。这致词很别
致：本校校训为“博学博
爱，至能至德”，希望同学
们在今后的学习中成为品学
兼优的学生，成为实验中学
的骄傲！她对全体学生和家
长说，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办学行为，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树立博爱、公
平、公正的良好教育行风，
入学第一天，师生们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均衡分班、阳
光分班。

现场立即热闹起来。初
一年级共开 12 个班，班主
任老师的产生是公开抽签，
抽到几，就为几班的班主
任，每个班的班主任和各科
任教师均衡搭配，组成以班
主任为代表的 12 个团队。
抽签结束，12 个教师团队
名单很快显示在电子屏幕
上。接着，两个“均衡分班
的抽签箱”被摆到主席台
上，男女生各成一队，有序
抽签。每位同学抽出自己的
班号后，现场公布，对号
入班。

只用了一个小时，12
个班的同学就全部就位。学
生、家长满意地说着、微
笑着。家长们对这种分班方
法很是认同，有些家长就是
因为这里均衡分班才把孩子
送来的。家长裴女士对记者说，这样好，公平，对
孩子是很好的德育方式。过去要进好班，要求人找
门路，孩子烦，家长也闹心，尤其影响孩子的心
态、价值观。而这种均衡分班，让一切在阳光下运
行，大家都感觉很舒服。这才体现“博学博爱，至
能至德”的校训精神。

珠海市实验中学创办于 2000 年，仅用 14 年，
这所学校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优良的校风、浓
郁的学风、严谨的教风、显著的办学特色，赢得了
各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成为了珠海市一所品牌学
校，2005年被评定为广东省一级学校。

“博学博爱，至能至德”的校训不仅是这所学
校的育人追求，也是学校的管理准则。2007 年以
来，珠海实验中学就不分重点班、不搞入学考试、
均衡搭配教师、随机派位分班。学校高度重视初
一新生的入学分班工作，较早前就做好了方案，
按照“均衡搭配、结构合理”的原则，根据教师
的性别、年龄、教龄、职称、学历、教学能力和
性格等搭配教师队伍。郭少玲说，“教师团队从初
一到初三是三套‘并驾齐驱’的马车，我们一直
以来都很重视起始年级教师的安排，因为初一打
下良好基础对初中三年的发展相当重要。我们要
求老师们面向全体同学，关爱每一年级、每一位
学生。让学生们第一天就看到什么是‘博学博
爱，至能至德’。”

本报北京 8 月 31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从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组织开展以“实施就业促进计划，
实名登记服务到人”为主题的 2014 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集中为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 业 生 提 供 公 共 就 业 服 务 ，帮 助 他 们 尽 快 实 现
就业。

据悉，活动期间，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将为 2014 届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重点提供五项就业服务：一是开展实名登
记。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基层服务平台
面向有就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开放，主动为在当地
求职的高校毕业生进行实名登记。二是提供就业
信息。广泛收集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空岗信息，通
过组织开展各类招聘活动和重点推荐等方式，及时
为求职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三是组织就业见习。
结合本地实际开发一批优质见习岗位，确保有见习
需求的毕业生都能得到见习机会。四是开展职业培
训。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有
培训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参加。五是实施就业帮扶。
加强对困难毕业生的重点帮扶，建立基础台账，提
供“一对一”帮扶。

2014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启动

“对于日中友好，我向苍天起誓，
我一定尽我所能在我有生之年为之努
力。”94 岁的前日本战犯久保寺尚雄
面对中国朋友这样说。

久保寺尚雄是曾经在辽宁抚顺接
受改造的 982 名日本战犯的一个。当
他们在 1950 年进入战犯管理所时，还
是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魔鬼”。当他
们获释离开中国时，他们中的很多人
眼含热泪，将战犯管理所称为其“再生
之地”。

60 多年过去了，这些须发皆白
的耄耋老人回忆过往，仍感叹新中
国改造日本战犯是一个伟大的“世
界奇迹”。

60 多年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发
生了什么？

1950 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从苏
联接收了近千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
顺战犯管理所。在这批战犯中，不仅
有伪满洲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总务厅
长官武部六藏，还有曾制造无数个无
人区的日军第 117 师团中将师团长铃
木启久等。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前馆
长张继承说，管理所对于这些战犯来
说不仅仅是监狱，而且还是将他们这
些曾经杀人不眨眼的“鬼”改造成为反
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新人的大学校。

日本战犯到达抚顺之初，多数人
敌视管教，更有相当数量的战犯蔑视
新中国，仍然摆出日本军国主义武士
道的架子。少数人还公开煽动：“我们
是战俘，不是战犯。”这些双手沾满中
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犯罪分子，害怕受
到中国人民的严正惩罚。

能不能教育、改造好这些战争罪

犯，让他们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复苏
人性呢？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方针
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
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实施革
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立足于对战犯的
教育、改造，使他们低头认罪，改恶从
善，重新做人。

在中央改造战犯方针政策的指导
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体管教、看
守、医务、后勤等工作人员，付出了巨
大努力，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最关键的是要使战犯认清自己
的罪行，真诚悔罪，这样才能使他们抛
弃旧我，将自己改造成为新人。”老管
教崔仁杰说。

在深挖日本战犯罪行、使其低头认
罪的同时，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
中央的指示，对战犯实行人道主义。在
管理上，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打不骂。
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并优待他们。

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
作人员的伙食是“瓜菜代”，而战犯的
伙食标准也没有改变。对有病者给予
及时治疗，对牙齿不好的给镶牙，近视
或花眼的给验光配镜。战犯武部六藏
患脑中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
卧床四年，竟没有一处褥疮。

时隔 60 多年，92 岁的须子达也
回忆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日夜夜，
忍不住老泪纵横。“日本一定不能与中
国进行战争，作为邻邦，我们应该互相
帮助。”

1956 年，在审判开始前，中国政
府组织日本战犯分批到全国各地参
观，他们不仅看到了新中国发生的巨
大变化，还到日军当年屠杀中国民众
制造各种惨案的纪念地，听受害的幸

存者控诉罪行。这极大地触动了战犯
的思想灵魂，在当年侵略者制造惨案
的地方，他们纷纷下跪，忏悔罪行。

1956 年 6 月-7 月，沈阳特别军事
法庭对铃木启久等 36 名日本战犯公
开审判。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
行，无一人要求赦免，并有许多战犯请
求法庭对自己严惩。

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
忠之在法庭上表示：“我在中国犯下了
人类所不能允许的滔天罪行，请求中
国人民对我处以极刑，以此教育日本
的后一代。”曾带头参与写“抗议书”的
战犯岛村三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请
法庭对自己判处极刑。

经审判，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获
刑最长的20年，最短的8年。其余未经
审判的大批中下级日本战犯，在查清其
主要罪行后，免予起诉释放回国。

这 些 归 国 的 日 本 战 犯 组 建 了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并在日本各
地建立了支部，他们以“贡献于和平
与 日 中 友 好 ”为 宗 旨 ，反 对 侵 略 战
争 ，推 进 中 日 友 好 。 其 中 ，出 版 的

《三光》《我们在中国做了什么》等书
籍揭露了侵华罪行，在日本民众中
引起了很大震动。

如今，这场改造奇迹的亲历者和
见证者大都离开人世，但新中国为改
造战争罪犯灵魂做出的努力和成果，
将彪炳史册，成为人类历史中庄严而
又温暖的记忆。

正如日本战犯稻叶绩所说：改造
战犯使其认罪并更好地为人类做贡
献，有着深远的意义。抚顺战犯改造
是伟大的工作。

(新华社沈阳 8月 31日电)

近日，一批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

供史料向世界公布，以无可辩驳的证

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反人

道、反人类、反文明暴行，反映了中国

军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奋勇抗

争，更揭示了一个重要启示：正义的力

量不可战胜。

77 年前的 7 月 7 日，侵华日军挑

起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

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广大军民走

上了前仆后继、团结御侮的正义征

程。当时的中国较之已经高度工业

化、军事化的日本，国力、军力都相差

悬殊，但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坚持抗

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始

终屹立不倒，最终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成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

键因素，书写了中国军民挽救民族危

亡、争取人民解放的壮丽史诗。

战争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心

向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罪大恶

极的日本战犯在中国人民的宽容、感

化和改造下，荡涤灵魂、恢复良知、真

诚悔罪、重获新生。被释放回国后，

他们揭露侵略战争的滔天罪恶，高举

“反战、和平”旗帜、维护战后秩序，成

为中日友好的推动者和捍卫者。从

战争狂魔到和平信徒的人性蜕变再次

证明：正义的力量不可战胜！

前事 不 忘 ，后 事 之 师 。 不 论 是

对侵略的反抗，还是对战犯的宽恕，

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珍视、

对发展的向往。和平与发展是世界

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代表着光明、

正义的方向。然而，当前日本右翼势

力仍有扩展泛滥的趋势，日本军国主

义亦有死灰复燃的危险，面对这些逆

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苗头，我们必须

铭记历史、坚守正义，日本政府也应

深刻反省、以史为鉴，共同努力，避免

重蹈覆辙，不让战争悲剧重演，维护

世界持久和平。

新中国成功改造日本战犯创造世界奇迹
新华社记者 徐 扬

正义的力量不可战胜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国家档案局 31
日在其官网发布了《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
国抗战》第七集：广阳伏击战。

根据第七集说明，1937 年 10 月，八路军总
部为支援国民党军保卫太原，打击日军的进攻
锐气，令第 115 师师长林彪率师部和第 343 旅
速由五台地区南下，协同在正太铁路以南作战
的八路军第 129 师侧击西犯日军。第 115 师到
达平定西南地区后，为阻击日军向榆次进犯，令
第 343 旅以 1 个营的兵力在昔阳城西马道岭地
区节节抗击，掩护第 685、第 686 团在广阳地区
设伏。11 月 4 日 13 时许，日军第 20 师团先头
第 40 旅团第 79 联队主力 4000 余人通过八路
军预伏区进至松塔，其师团辎重队及 1 个大队
进至广阳地区时，八路军第 343 旅旅长陈光即
令预伏部队突然开火，将日军队形打乱，趁势发
起冲击与敌冲杀，展开白刃格斗，经 4 小时激
战，歼日军近 1000 人。7 日，八路军第 129 师
第 769、第 772、第 771 团在第 343 旅配合下，由
第 386 旅旅长陈赓指挥，又于广阳以东地区设
伏。17 时许，当由沾尚镇西进的日军先头部队
进至伏击区时，设伏的 3 个团分别向其发起攻
击，日军占据村落顽抗，八路军英勇冲杀，经 1
小时激战，歼日军 250余人。

广阳两次伏击战，共歼日军 1000 余人，缴
获骡马 700 余匹和大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
品。八路军伤亡 300 余人。八路军英勇作战，
迫使日军改道西犯，迟滞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
达一周之久，援助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地区的
国民党友军的安全撤退，振奋了当地人民的抗
日精神。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国家档案局 31
日在其官网发布了《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
案》第十七集：长衡区和江西区受降。

根据第十七集说明，长沙衡阳区受降以第
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为受降主官，该区投降
代表为侵华日军第 20 军司令官坂西一良。日
军投降部队为第 20 军、64 师团、81 独立旅团、
82 独立旅团、第 2 独立骑兵团，集中地点在长
沙。另第 68 师团集中衡阳。第 116 师团、17 独
立旅团集中岳阳。办理日军投降地点在长沙。
1945 年 9 月 15 日，王耀武在长沙接受坂西一良
投降。江西区受降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
受降主官，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六
方面军司令官兼第11军长笠原幸雄。日军投降
部队为第 11 军、13 师团、58 师团、22 独立旅团、
84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九江。另第 7独立旅
团集中地点在南昌。办理日军投降地点在南
昌。1945 年 9 月 14 日，薛岳在南昌接受笠原幸
雄投降。

《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七集

广 阳 伏 击 战
《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七集

广 阳 伏 击 战广 阳 伏 击 战

《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第十七集

长衡区和江西区受降长衡区和江西区受降

本版编辑 常 理

8 月 30 日一早，珠海市实验中学初一的新生和

教师正在进行分班抽签。

本报记者 李茹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