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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
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
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
胜利。中国之所以能在敌强我弱的艰难态势下
取得完胜，和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决依
靠和发动广大群众有密切关系。正如毛泽东同
志所指出的，只要和群众站在一起，“任何强大
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党的群众路线在抗战期间日
臻成熟

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
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深刻阐明了党
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血肉关系。其中，“一切为了
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讲党的群众观点，它关系
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问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是讲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解决了党
的正确意见从哪里来的问题。

党的群众路线孕育于红军时期。当时敌强
我弱，红军要生存、要打仗，就必须重视做群众
工作、赢得群众支持。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
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
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
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
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主要任务
是做群众工作，打仗与做群众工作是一与十之
比的。这个时期，我们党还提出了群众观点，以
及把群众路线当做工作方式方法等重要思想，
群众路线雏形已现。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人非
常注重总结和发扬红军时期的对敌斗争经验。
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红军“关于如何联系群众
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是对“抗日时
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孕育于红军时
期的群众路线在抗战时期被充分运用于指导开
展敌后抗日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等各方面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
理论概括和升华，逐渐走向成熟。

党的群众路线在抗战期间走向成熟，标志
之一是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相
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了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
者，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同志用“愚公移山”
的寓言激励全党“挖山不止”，以“感动上帝”。而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标志之二是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并视其为“党的唯一宗旨”。这使得群众路线有
了政治灵魂。正基于此，毛泽东同志说，与广大
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我们党区别其他政党
的一个显著标志。标志之三是提出了“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实现了党的领
导方法与党的群众观点的统一，使党的领导活
动更具科学性、实效性。毛泽东同志指出：“群
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
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
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
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
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
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
得到解放和幸福。”他还要求全党必须广泛深入
地提倡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标志之四是深刻阐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

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使群众路线
理论上升到哲学高度。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
路线既是领导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论。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二者的连接点就是深
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强调，人民群众
的实践活动是正确认识的来源，是检验真理的
标准。这标志着群众路线在理论上的成熟。

群众路线是中国夺取抗战胜利
的重要法宝

成熟的、正确的理论一经付诸实践，就会产
生巨大威力。面对艰难困苦的抗战局面，共产
党人在抗战中坚持群众路线，积极联系群众、动
员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激发出群众巨大
的抗战热情，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群众路线是制定正确对敌战略战术的根本
工作路线。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克敌制胜的关
键。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必然要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全
面的人民战争。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
初就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认为抗战不只是哪一
个党派、哪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政府及其军队
的事，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是全体中华儿女
的事。可以说，提出这一正确主张，是中国共产
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毛泽东同志曾有
针对性地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
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
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的战争。”并认
为中国抗战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
战的胜利”。抗战期间，共产党人还率先提出和
实施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
的战略战术。从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到持久战
战略方针的确立，再到人民战争战术的制定，无
一不展现出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历史和实践
都已证明，正是紧紧依靠广大群众，中国共产党
才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从而为夺取中国抗战
胜利指明了方向；正是紧紧依靠广大群众，才有
了夺取抗战胜利最关键的力量、最坚实的根基。

群众路线是凝聚夺取抗战胜利最深厚伟力的
重要工作路径。人民群众具有最深厚的伟力。中
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废除苛
捐杂税，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
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了开明地主、绅士对共产党
抗日主张的支持。通过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
政权，共产党凝聚了更加广泛的力量，同时加强了
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扩大了影响力。中国共产党
还以多种形式将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采取“滚
雪球”的办法进行“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
并通过整风进一步改进优化了党的作风，密切了
干群关系，使党的各项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
众，由此赢得广大群众衷心的拥护支持。中国共
产党通过统战和群众工作，推动全体中华儿女众
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
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从而为中国夺取
抗战胜利提供了最博大的力量支持。

群众路线是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抗战的
重要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抗日战争
这一“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
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战期间，共
产党运用报刊、戏剧、歌曲、墙报、群众大会、演
讲、个别谈话等多种宣传方式，向群众揭露日军
的残暴罪行，说明抗战形势和中国前途。灵活
多样的政治动员，加上现实的残酷斗争，启发了

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很
快被激发出来。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
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
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
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
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
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
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继承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
传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新的历史征程
上，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过去中国取得抗
战胜利的宝贵经验，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
统，今后要如期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同样需要
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继承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能够更多地凝
心聚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最大力量支持。人民是
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近
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它既是国家的梦、民族
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为
之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
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执政党的中
国共产党，只要继续坚持群众路线这一重要法宝，就
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充分地了解群众最关心、最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断做好群众工作，如
此就能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更好更快地凝聚起民心民力，为实现中华民族复
兴伟业汇聚起力量和才智。

继承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能够更快地找
到问题答案，为实现中国梦克服各种矛盾困难。
梦想的实现不会一帆风顺，中国梦的实现更要在
攻坚克难中前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
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
前进的步伐面临巨大压力和诸多矛盾。群众中间
蕴藏着丰富智慧，化解改革攻坚期的矛盾和困难
需要到群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继承和发
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向群
众学习、不断汲取群众灵感，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办
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困难，从而在实现中国梦的
道路上攻关夺隘、阔步前行。

继承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能够更好地
管党治党，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
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
导核心。我们党之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当
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与严守党的宗旨、始终坚持
群众路线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革命年代形成的
优良传统，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持续加强群众路
线教育，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古
语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搞好党群关系，
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引路人，才能“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台”。面对许多具有新的特点的伟大
斗争，我们党只要不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良传统，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就能和群众保持

“鱼水关系”，就能带领全国人民如期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抗日战争与党的群众路线
沈传亮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占领
南京后，对中国平民和战俘实施长达多
日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致使30多万中国
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
屠杀。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
杀行为，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
期间屠杀中国人民最为残暴、最大规模
的血腥暴行。

但是，日本右翼势力仍试图抹杀这
一铁的历史事实，甚至抛出“南京大屠杀
虚构”的谬论。有的全面否认大屠杀事
实；有的则在遇难人数上大做文章，妄称
死难者人数“未定论”；有的声称日军暴
行是少数下等级士兵的个人行为，与军
队无关。日本文教部门甚至对历史教科
书进行了篡改：把惨杀 30 万中国人的

“南京大屠杀”改为日本“占领南京时，在
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
民”。事实就是事实，真实的历史绝不会
因为谎言而改变！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国内、国际
有目共睹。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指出，
这“实为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
录”。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在南京亲眼目睹
了日军大屠杀，并在 《拉贝日记》 中
真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近 500 个惨
案。英国 《曼彻斯特卫报》 记者田伯
烈“发觉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中国的

无辜良民，抢杀奸淫掳掠，无所不
为”。他出于正义，撰写了 《外人目睹
中之日军暴行》，指出日军在南京的暴
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美国
牧师约翰·马吉直接拍摄记录了日军南
京大屠杀的现场。

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战犯对于日军
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也供认不讳。时任
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
今朝吾在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
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
针 。 但 由 于 是 以 1000 人 、5000 人 、
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
解除。”参与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的
日本战犯东史郎供认说：在长官的命令
下，自己曾动手杀死了 37 名手无寸铁
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他回忆说：“我们
的长官告诉我们，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打赢这场战争。而为了赢
得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做任何事
情。”就连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指挥者广
田弘毅都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采用血
腥手段，使“不少于 30 万的中国平民遭
杀戮”。二战胜利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
大屠杀进行了调查，并从法律上作出定
性和定论。

（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吗

731 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
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二战期
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
制的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
源地。入侵东北后，日本帝国主义为
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违背日内瓦议定
书，秘密组建了 731 部队，这支部队
共设有 4 个专门进行细菌研究与实验
的机构、4 个支队，总人数达到 3000
余人。731 部队组建伊始，就是一支
名副其实的细菌特种战邪恶部队，它
完全服从于、服务于战争，开始了长
达数年的、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与人体
活体实验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

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731 部队
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等至
少 50 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为了尽
快得到研究数据和更直接观察“实验”效
果，他们竟践踏一切人类准则，强制使用
大批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
实验。他们用尽各种方法包括用活人进
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被实验者无一
不被残害致死，肢解尸体，焚化灭迹。他
们肢解人体各部位的器官，制成标本，浸
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731 部 队 仅 在
1937-1942年间就生产了 1700余枚细

菌炸弹，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壤的炸
弹，用于播撒细菌云雾的炸弹，以及通
过创口感染造成伤亡的碎片弹药等。
一位前 731 部队的日军战犯供述道，自
己当年在 731 部队的工作就是通过培
养带有致病菌的跳蚤和老鼠来制造细
菌武器。当时遵守的规则是“不准看、
不准说、不准告诉别人”。如果有人想
要擅自脱离 731 部队的话，他就会被日
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731部队将细菌武器用于残害大量
无辜百姓，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野蛮、
最无耻的行径，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
灾难。一是受害范围广。日本进攻内
蒙古、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期间，
在广大地区都使用了731部队研制的细
菌武器，致使这些地区鼠疫、霍乱、伤寒
等烈性传染病爆发性大流行，制造了难
以想象的人间灾难，有的甚至造成平民
全家死绝的惨剧。二是遇难人数众
多。据《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
告》一书的粗略统计：“日本侵华期间，
在中国内地对 20 个以上省市实施了细
菌攻击，疫情爆发蔓延约298个市县旗，
造成传染疫患者约 237 万人，其中死亡
者约65万人。”而始作俑者，正是邪恶的
731部队。 （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731部队：

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最好佐证

敬畏历史，才能放眼未来。二战期间
日本强掳与奴役中国劳工，罪证确凿，本
来不是问题。但日本总有人妄图掩盖事
实，说中国劳工是“正当的劳务活动”，而
多任日本政府内阁，都对掳掠残害中国劳
工问题讳莫如深。在国内也有些人对此
认识模糊，故颇值得一说。

东北是中国劳工被奴役和残害的主
要地点之一。在广阔的东北大地，迄今已
经发现 60 余处“万人坑”“炼人炉”，仅吉
林境内就有辽源煤矿、吉林市丰满、延吉
老头沟煤矿、通化石人血泪山等处的万人
坑。“万人坑”的尸骨有的保持张着口、向
上爬姿态，有的保留着弓着身躯、呈痛苦
挣扎的形状⋯⋯他们以永远不变的姿势，
控诉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些

累累白骨，幽幽冤魂，到底是些什么人
呢？大量历史档案、当事人日记和回忆，
战犯审判材料以及有关照片资料，告诉了
我们真相。

日本侵略者为实现“以战养战”目标，
14 年间强掳和奴役大量中国劳工。九一
八事变后，他们先是在华北诱招，而后在
占领区采用各种办法补充劳工，如划区摊
派强征，强行抓捕的“抓浮浪”，建立所谓
的“爱护村”强征农民，在东北实行的“良
民”服劳役、“勤劳奉公制”等办法。数量
巨大仅从有依据的三个数字可见一斑，
1935 年 到 1937 年 诱 招 进 入 东 北 劳 工
109.6 万，1942 年到 1945 年 8 月在东北强
征劳工 430 多万，1943 年送往东北的战
俘和平民各 8 万多。而这些劳工受着非

人的待遇，条件恶劣、超负荷劳动，死亡率
很高。

然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惨酷的是
在日本本土。1942 年 11 月 27 日，日本作
出向其本土大量输送劳工的决定。中国
战俘和劳工大量被送往日本。1943 年试
验性地输送 8 批 1411 名，后两年输送 161
批 37524 名。同时也用“抓浮浪”的方式
抓捕了大量劳工。据华北劳工协会等统
计，1942 年 1 月至 1945 年 9 月，从华北输
出 的 强 制 劳 工 有 据 可 查 的 达 260 多 万
人。这些劳工在日本遭受了残酷的奴役
和迫害。从来吃不饱，住的是穴仓式木
房，衣服单薄。而承担的是正常工作量的
3 倍。由于条件恶劣，仅两年就有 6830 名
中国劳工死亡，死亡率 17.5%，其中有 14
个 事 业 处 死 亡 率 在 30% 以 上 ，最 高 的
52%。值得一提的是秋田县花冈鹿岛公
司劳工，半年就死亡了 200 多人，劳工不
堪其苦其辱于 1945 年 6 月进行了暴动，
起义失败，数百人被折磨致死。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强掳中国劳工是“正当的劳务活动”吗

8 月 23 日，读者在哈尔滨新华书店内的抗战图书专柜前选购图书。连日来，全国各大城市新华

书店、大型书城设立专柜专架，举办形式多样的展示展销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

本报北京 8 月 23 日讯 记者亢舒从商务
部获悉：第十四次中国—东盟 （10+1） 经
贸部长会议今天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
行。商务部部长高虎城率团出席会议，强调
中国愿意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继续与东盟共同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如期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

高虎城就进一步加强中国—东盟经贸合

作提出了 8 条措施建议：一是促进双边经贸
合作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实现 2020 年双边
贸易额达到 1 万亿美元、至 2020 年的 8 年间
对东盟新增投资额超过 1000 亿美元贸易投
资目标；二是落实领导人共识，如期完成中
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三是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中国—东盟互联互
通合作；四是以中方在东盟国家兴建的各类

经贸园区为抓手，推进双方产能和装备制造
合作；五是利用好中国对东盟提供的资金，
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六是进一步深化多种
形式的地方经贸合作；七是继续发挥好中国
—东盟博览会的平台作用；八是加强区域、
次区域经贸合作。

高虎城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是中
国 与 东 盟 关 系 中 最 具 实 质 内 容 的 领 域 之
一。中国已连续 6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
伴，东盟连续 4 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今年上半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
2243 亿美元，虽然只增长 1.6%，但要比中
国整体外贸增速高出 8.6 个百分点；同期，
中国对东盟新增直接投资约 50 亿美元，已
经接近去年的总额。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加快推进
继续共同推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8 月 17 日 ，湖

北宜昌市夷陵区下

堡坪乡茶农在标准

化茶园机采秋茶。

夷陵区近年来大力

推广手持式茶叶修

剪和采摘技术，不

仅 提 高 了 采 摘 效

率，还大大减轻了

茶农的劳动强度。

张国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