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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8 月 10 日电 （记者

蒋芳）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共同主办，南
京市博物馆总馆承办的“中国战区受
降档案史料展”10 日下午在南京江宁
织造博物馆开展。据了解，这是中国
战区受降档案首次系统公开。

1945 年 9 月 9 日，中国战区受降
仪式在南京举行。此后，中国战区 16
个受降区，参照南京中国战区受降仪
式，举行分区受降。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研究员郭必强介绍，中国战区受
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
是名垂青史的重大事件，有力地提振
了民族自信心。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
区受降仪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胜
利之姿。

据了解，此次展览以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馆藏的尚未系统公开的珍贵
受降档案为基础，重温那段中华民族
抗日御侮的光辉历史，以严正而无可
辩驳的史实批驳日本右翼歪曲历史、

美化侵略的谬论，体现了中国作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缔造
者与国际和平的维护者的地位。

展览共分为“全民族抗战”、“日本
战败投降”、“中国战区总受降”、“分区
受降”、“解放区抗日军队自主受降”5
个部分，展出受降历史照片 200 余幅，
珍贵受降档案 100 余件，以及南京博
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近
30 件。其中，南京博物院借展的中方
代表何应钦在南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

上签字使用的文具六件套，为南博的
“镇馆之宝”之一，它们见证了受降的
辉煌时刻。

此次展览还展出一些民国时期八
路军和新四军的珍贵抗战档案，如国
民政府主席林森奖励新四军英勇作战
褒扬电；关于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的
电报及南京市博物馆馆藏的新四军在
六合桂子山战斗中使用的武器等。

展览展期为 2015 年 8 月 10 日至
10月 8日。

中 国 战 区 受 降 档 案 首 次 系 统 公 开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第八届
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 10 日在北京
举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

本届大会是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
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来自 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等
3000余人出席。

李源潮说，数学对科技的发展具有
根本性意义，数学的应用是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动力，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
步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当前中国人民

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
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面对正在孕育
兴起的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为

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难
得机遇。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中国的科技
发展需要向国际同行学习并密切合作。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
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推进工业与应用
数学发展，促进数学与多学科、多领域交
叉、融合和创新；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际
同行开展学术交流，进行科研合作，共攀
科学高峰，为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开幕式前，李源潮会见了出席大
会的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
凯菲茨、大会主席郭雷和李大潜等中
外数学家。

第八届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在京举行
李源潮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10 日电 （记者

张雅诗）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而举办
的“历史不能忘记，嘉庚精神永存”大型
图片展，10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揭幕。

这次图片展由中国侨联指导，香港
福建社团联会、香港晋江社团总会，以及

福建省侨联联合会主办。
据介绍，这次展览以弘扬嘉庚精神、

缅怀华侨抗战英烈、反映二战日军罪行，
以及华侨抗日救国为题材，共分 3 个部
分，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罪
行”“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福建华侨抗日
名杰”，展出 100多幅图片。

本报讯 记者刘兴、通讯员肖莉华报道：“过去我对改变自
己贫困的状况不抱啥希望，现在有了党员干部的大力扶持，我对
脱贫充满了信心。”8月 6日，看着挂点干部和合作社一起送来的
鹅苗，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鹅岭乡塘南村贫困户龙群芳感慨
万千。

吉安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分布有５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４个罗霄山连片特困片区县，661 个贫困村和 37.2 万贫困人口，全
面小康实现程度仍然不高，低于全国全省水平。为让老区人民早
日脱贫致富，吉安市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用精准扶贫成效检
验专题教育成果，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深入贫困最前线帮扶基层发
展、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吉安市选派了 1041 名“第一书记”挂点扶贫村，并要求市、县
四套班子领导带头，市、县单位参与，实现所有贫困村帮扶全覆盖，
同时筹措建立 10 亿元扶贫统筹资金，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和贫困户发展产业。对贫困县则实行考核、约束、退出三大机
制，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

吉安市还采取市级示范培训、县级普遍轮训的办法，对“第
一书记”进行全面的岗前培训，要求他们吃住在村、工作到户，每
月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落实承诺办好一批实事等“六个一”制
度，明确个人费用不准在村（社区）报销等“七个不”。“我们一定
要沉下身子，找准扶贫切入点和落脚点，在科技扶贫、科技惠民
上下功夫，增强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市科技局的
干部廖国俊说。

目前，吉安市各级机关在基层建立联系服务点 5653 个，
44630 名机关党员干部共组成“双联系双服务”小组 4422 个，走访
群众 10 万多户，投入帮扶资金过亿元。据了解，吉安市计划通过
扶贫攻坚，推动全市每年减少贫困人口 10 万人，至 2017 年底贫困
人口降至 7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3%以下。

江西吉安：

实现贫困村帮扶全覆盖

“历史不能忘记，嘉庚精神永存”图片展在香港揭幕

（上接第一版）

2012 年，为了“留住消逝的历史”，以“乡愁”的记忆凝聚流动
的人群，确保文化遗产传承给子孙后代，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
上，浙江率先启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整体推进古建筑与
村庄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传承、村落人居环
境的科学整治和乡村休闲旅游的有序发展。

在农村环境整治常抓不懈的同时，许多惠及万千农民的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等资源要素在浙江开始向农村延伸，康庄工程、联网
公路、万里清水河道、农民饮用水、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农村危旧房
改造、农村电气化等惠民工程相继实施，制约农村发展的公共服务

“短板”逐步补齐。目前，全省公路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实现
“村村响”，用电实现“户户通、城乡同价”，安全饮用水覆盖率达
97%。农民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最大获益者，美丽乡村建设成了
造福千万农民的美丽事业。

点面结合 不要“盆景”要“风景”

浙江建设美丽乡村，在具体操作层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
是注重点面结合、串联成片，在投入、规划、建设上注重全覆盖，而
不仅仅是造“盆景”。

在村庄整治建设的初始阶段，浙江以垃圾收集、污水治理、卫
生改厕、河沟清理、道路硬化、村庄绿化为重点，优先对条件基础较
好的村进行整治。全面推行“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农村垃
圾集中收集处理模式，彻底清理露天粪坑，全面改造简易户厕，建
立农村卫生长效保洁机制，推行“村集体主导、保洁员负责、农户分
区包干”的常态保洁制度，着力保持村庄洁净。

在此基础上，从 2011年起全面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五年行动计
划，注重从根源上、区域化解决农村环境问题，联动推进生态人居、
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建设，联动推进区域性路网、管网、
林网、河网、垃圾处理网和污水处理网等一体化建设，加快村庄整
治以点为基、串点成线、连线成片。

同时，全面开展高速公路、国道沿线、名胜景区、城镇周边
的整治建设和整乡整镇的环境整治，建立“美丽乡村”县乡村户
四级创建联动机制，使一个个“盆景”连成一道道“风景”，形
成一片片“风光”。目前，已有 65%的乡镇开展了整乡整镇环境
整治，成功打造 80 条景观带和 300 多个特色精品村落。全省约
2.7 万个建制村完成了村庄整治建设，整治率达到 94%左右，形
成美丽乡村精品村 312 个，创建整乡整镇“美丽乡村”镇 74
个，46 个县 （市、区） 成为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走出了一条
具有浙江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新路子。

因地制宜 让农村更像农村

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环溪村，因三面环溪而得名。走进香樟
林立、溪流淙淙的小村，徽派民居错落有致，恬静自然。村党委
书记周忠平告诉记者，为了让环溪村更像农村，村里请来了中央
美院的教授，在增添农村现代生产生活设施的同时，营造空间开
敞、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田园风光，指导恢复了村庄原有的田
园景观。

“现在，村里虽然没有像城里那样的大广场、宽马路，但乡村田
园的自然情趣吸引了四方来客，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农家乐都忙不
过来。”周忠平说。

环溪村是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缩影。为了“让农村更像农
村”，浙江从第一次“千万工程”现场会开始，就提出既不搞“大拆大
建”，也不搞“一刀切”，突出“因地制宜”，强调“规划引领”。

据此，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步就是优化村镇布局，合理确
定每类村庄的人口规模、功能定位、发展方向，最终在全省范围内
确定了 200 个中心镇、4000 个中心村、1.6 万个保留村和 971 个历
史文化村落，形成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城乡空间布局规划。

在此基础上，因村制宜，编制建设规划：重点建设中心村、全面
整治规划保留村、科学保护特色村、控制搬迁小型村，突出道路建
设、垃圾收集、卫生改厕、生活污水处理、村庄绿化五项重点，力求
村庄整治保持田园风光、体现农村特色。

在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浙江农村的风貌形成了
多种形态，有“生态＋文化”的安吉模式、“古村落保护＋生态旅游”
的永嘉模式、“公共艺术＋创意农业”的玉环模式、还有“乡村节
庆＋民宿产业”的萧山模式。这些因地制宜的探索和实践，成为持
续推进村庄整治的前提。

如今，美丽乡村建设在浙江结下丰硕果实。2014 年，浙江农
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县县超万元，达到 19400 元，连续 30 年居全国
各省区首位。

8 月 4 日，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侨

联主席鞠宝山（中）将《华侨与抗日战争》

送到昆明的一对泰国老归侨夫妇家中。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居住在葫芦

岛连山区的泰国归侨老兵黄王奇在当地

侨联及统战部的支持下编撰出版了这部

汇聚了大量翔实文献史料及珍贵历史照

片的图书，多角度反映 70 余年前海外

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伟大贡献与巨

大牺牲。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一场造福千万农民的变革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
为发挥重大项目在稳增长中的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过建立领导联系责
任制和重大项目审批核准“绿色通道”、
推行并联审批核准、保障项目用地、创
新投融资渠道等措施，加快推进一批重
大项目建设。

据了解，贵港电厂专用码头、柳东
新区天然气利用等 40 个项目，已列入
2015 年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
第一批增补计划。增补后，2015 年由
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将达
到 732个，年度计划投资 2039亿元。

为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促进更多项
目早日开工，广西建立了领导联系责任
制和重大项目审批核准“绿色通道”。
今年，列入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的重大
事项 15 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
域开发开放、重点产业发展等方面，主
要包括“美丽广西·生态乡村”工程、左
右江革命老区（广西）振兴工程、推进养
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中国

（北部湾）自由贸易试验区工程等。
7 月 29 日，2015 年自治区重大项

目第四次联合审批活动在自治区政务
服务中心举办。据统计，本次联合审批
活动各区直部门共对接项目 106 项，总
投资 578.5 亿元，其中现场审批办结 34
项，承诺会后办理 14 项，答复咨询 58
项。自治区发改委、工信委、国土资源
厅、住建厅、环保厅等区直审批部门主

要对自治区重大项目前期工作主要环
节审批事项的办理进行会审、咨询和答
疑，指导解决重大项目申报及推进中的
问题，对拟增补列入今年自治区层面统
筹推进计划的重大项目（第二批）进行
预审，指导项目业主完善前期工作。

面对用地指标不足、耕地占优补优
难、土地利用效率低等重点难点问题，
广西国土资源厅多次召开党组会、厅务
会等研究政策，“对症下药”出台了促进
稳增长的 15 条措施及配套细化措施。
厅领导专门分头深入 14 个市主动对
接，加强与各地的日常工作会商，协调
解决项目用地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今
年上半年，广西全区符合用地报批条件
的 374 个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全
部 落 实 了 用 地 ，累 计 落 实 用 地 指 标
20649 公顷，实现了具备用地条件的重

大项目用地应保尽保。
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局出台 10 条

举措，在服务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方面精
准发力，全力服务全区经济稳增长。凡
是列入 2015 年度自治区层面重点统筹
推进的重大项目，优先、优质、优惠提供
地理信息数据资源。

广西还积极推动政府融资创新，
加快珠江—西江产业投资基金、PPP
合作创新基金和广西城镇化发展基金
筹备设立工作；积极推动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鼓励企业发行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城市停车场建设、战略性
新兴产业、养老产业等专项债券，争取
全年获国家核准全区企业债券 80 亿
元；研究制定财政性资金支持重点产
业的管理办法等，发挥好政府资金的
放大效应。

建立领导联系责任制和审批核准绿色通道

广西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助力稳增长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报道：由中国
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山西省延安精神研究
会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理
论研讨会”近日在山西太原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延安精神研究会的
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揭露日本侵华的

严重罪行，总结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大意
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与会专家表示，深化抗日战
争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通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活动，告
诫人们落后就要挨打，强大才有尊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

延安精神研究会在太原举办理论研讨会

济南军区第 54 集团军某红军
师“叶挺独立团”装步 2 营 4 连副指
导员李彩慧，来自江苏省淮安市淮
阴区刘老庄乡。

李彩慧说，4 连还有另一个著
名的称谓：刘老庄连。

“用一个村庄名为一个连队命
名，在我军历史上并不多见。”入伍
来到用自己家乡命名的英雄连队，
让李彩慧感到十分荣耀。

荣耀的背后，是 82 烈士书写的
悲壮抗战传奇！

1943 年 3 月，日军突然集中兵
力对我淮海地区展开大扫荡，妄图
合围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
机关。新四军第 3 师第 7 旅第 19 团
第 4 连奉命组织防御，掩护主力部
队和领导机关安全转移。

此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日军
1000 余名，伪军 600 余名，4 连仅
有指战员 82人。

众多的敌人，并没吓倒这支从
陕北红军发展而来的英雄部队。在
苏北这样的平原水网地带，4 连唯
一可用来打阻击的工事就是交通
沟。这种被当地群众称为“抗日沟”
的交通沟，就是在地面上挖半人多
深的沟道。

为了拖住敌人，争取时间让领
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4 连连长
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经过商量，
决心放弃突围，固守阻击敌人。

1943 年 3 月 18 日，日伪军集中
所有的山炮、92 步兵炮、迫击炮、掷
弹筒，对 4连阵地进行毁灭性炮击。

是时，如果选择进驻刘老庄，以
房屋院墙等作掩护，据村固守，可更

好地保存自己，也可更大地杀伤敌
人。但 4 连官兵考虑到庄内还有不
少群众没来得及撤离，便毫不犹豫
地把阵地选在刘老庄附近一片开阔
地带的“抗日沟”内。

在强敌面前，82 名将士浴血奋
战，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伤日
伪军300余人。最终，淮海区党政机关
转移了，群众转移了，兄弟部队转移
了，全连却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看到，烈
士们仍保持着生前搏斗时的英姿：
有的怒目圆睁，匍匐在战壕里；有的
紧握着弯曲了刺刀，弓着一条腿斜
靠在大树旁；有的双手还紧紧抓着
敌人的头发；有的嘴里还狠狠地咬
着敌人的耳朵⋯⋯

战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八
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写
道：“淮北全连 82 人全部殉国的刘
老庄战斗⋯⋯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
义的最高表现。”

四里八乡的乡亲们为 82 位烈
士举行了公葬，在烈士牺牲的地方
建起了一座 10 多米高的纪念碑，并
送来 82名优秀子弟补入这个连。

4 连在战后重新组建，并被新
四军第 7旅命名为“刘老庄连”。

如今的“刘老庄连”，传承 82 烈
士的精神和血性，成为驾驭我军新
型轮式步战车的新型步兵连，在部
队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取得了一个又
一个胜利。

1998 年长江抗洪、国庆 50 周
年大阅兵、“铁拳-2004”演习、“和
平 使 命 -2005”中 俄 联 合 演 习 、
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等一系列重
大活动中，都留下了“刘老庄连”新
一代官兵的闪亮身影。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新华社郑州 8月 10日电）

刘老庄连：

82 烈士书写悲壮抗战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