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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河北省保定唐县的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正在紧张施工
中。即便如此，每天仍有成百上千的观众到该馆参观。馆长陈玉恩
介绍说：“为了全力打造‘白求恩精神’这张特色名片，我们对纪念馆
进行展览提升和馆舍修缮，准备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藏品丰富，内容翔实，有历史图片 300
余幅，实物 200 余件。有白求恩当年用过的手术器械、消毒锅、毛油
灯；有柯棣华当年使用过的医药箱、医疗用品；有小印华随他母亲郭
庆兰去印度访问时，印度总理尼赫鲁赠送的礼品；有柯棣华的房东
赵秋珍大娘捐赠的当年柯棣华用过的物品等。这些文物和展品，完
整地记录了这两位国际主义战士光辉的生命轨迹，陶冶着人们的情
操，激励着人们的斗志。

展品中“卢沟桥”手术台十分醒目。陈玉恩介绍说，白求恩注重
示范教学，提高学员实际操作技能。1939 年夏白求恩在晋察冀卫生
学校讲授《野战外科示范课》。刚一上课，白求恩先对护士赵冲说，
把“卢沟桥”打开。“卢沟桥”是白求恩为野战手术而设计的一种桥型
木架，搭在马背上，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器械。护士把“卢沟桥”搬下
来，拿出东西，不一会儿，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
一一就绪，医生、护士、司药、担架员、记录员各就各位，简易手术室
就布置好了。下一步是示范伤员进入手术的过程，伤员从门外抬
入、搬动、解绷带、检查伤情、换药、包扎或手术都井然有序。第三步
是手术室的撤收，全部用品有条不紊地归位，最后把“卢沟桥”驮到
马背上。白求恩大夫教导学员当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
刻准备上前线。

诺 尔 曼·白 求 恩 ，是 加 拿 大 共 产 党 员 ，著 名 的 胸 外 科 专 家 。
1916 年，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
位。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
的派遣，于 1938 年初，率加、美援华医疗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帮助抗日。同年 6 月，转赴晋察冀军区，担任军区卫生顾问。他不
怕艰难，巡回医疗，率队东征，战地救护，卫生检查，编写教材，讲课
授技，组建模范医院，创办卫校。他不畏艰苦的生活环境，奔走在
崇山峻岭，出入于枪林弹雨，同边区军民并肩战斗。他不辞劳苦，为
边区群众送医送药，防病治病，他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医疗
技术，满腔热忱地为抗日军民服务着。1939 年 10 月，白求恩在摩天
岭前线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后感染中毒，抢救无效，
于 1939 年 11 月 12 日病逝于唐县黄石口村。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10 年 10 月
10 日出生于印度孟买省绍拉普尔镇。1936 年，在格兰特医学院毕

业 ，获 得 医 学 学 士 学 位 。
1937 年 7 月，他志愿报名参
加 印 度 援 华 医 疗 队 ，远 涉
重 洋 ，来 华 援 助 抗 战 。
1940 年 6 月 ，柯 棣 华 大 夫
来 到 晋 察 冀 边 区 ，任 白 求
恩学校外科教员和白求恩
医 院 第 一 任 院 长 ，在 晋 察
冀留下了数不清的感人故
事，被边区军民誉为“第二
个白求恩”。他勤奋工作，
始 终 和 边 区 军 民 同 甘 共
苦、并肩战斗；他积极参加
战 地 救 护 ，致 力 于 八 路 军
的 医 疗 工 作 ，对 伤 员 关 怀
备至、体贴入微；他和当地

人民亲如一家，为老百姓疗伤治病，从不收取报酬，人们亲切地称
他“老柯”；他关心政治，注重学习，积极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并光荣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终
因癫痫病反复发作，抢救无效，于 1942 年 12 月 9 日凌晨 6 时 15 分
在唐县葛公村逝世，年仅 32 岁。

“虽未请缨提旅，已是鞠躬尽瘁。”中国人民特别是老区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和柯棣华大夫。为了纪念他们，当年边区军民克
服重重困难，于 1940 年在唐县军城南关为白求恩大夫修建了陵墓；
1943 年，在白求恩墓的左侧修建了柯棣华墓。

1971 年，在唐县县城建立了白求恩纪念馆。1982 年改名为白
求恩柯棣华纪念馆。1986 年在城北钟鸣山下重建新馆，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为纪念馆题名。建馆以来，先后接待国内外各
界人士 480 余万人次。纪念馆不仅成为向社会大众传播国际主义
和爱国主义的大课堂，而且还成为社会各界、国际友人追寻白求恩
足迹，重走白求恩路的重要节点。年平均接待观众已达 30 余万人
次，并呈逐年递增态势。

70 余年过去了，唐县作为白求恩、柯棣华大夫来华后工作、生
活、战斗并以身殉职的地方，他们的言行和生命融入了当地军民不
屈不挠的抗战洪流中，特别是形成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
极端负责，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永远留在了
唐县这方热土上。

在参观人群中，记者巧遇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医生赵向辉，他动
情地感叹：“通过看图片、察实物、听介绍，再次被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
利 人 的 精 神
深 深 打 动 。
我 本 身 也 是
一名医生，一
定 向 白 求 恩
大夫学习，立
足岗位，尽职
尽 责 ，救 死
扶 伤 ，把 解
除 病 患 者 的
痛 苦 作 为 自
己 的 最 大 追
求 ，做 新 时
期 白 求 恩 的
传人。”

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

用白求恩精神激励后人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红叶

抗战精神是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刘光明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
达五年半的轰炸。据不完全统计，5 年间，
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达 218 次，出动飞机
超过 9000架次，投弹 20000枚以上。

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
了几位亲身经历重庆大轰炸的老人，听他
们讲述那段岁月。

恐慌度日

曾 富 荣 老 人 今 年 已 是 93 岁 高 龄 。
1937年，15 岁的曾富荣从老家四川遂宁来
到重庆上清寺，跟着亲戚学习木匠手艺。
到了 1940 年，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
的轰炸愈来愈猛烈。

“白天，日军的飞机 3 架为一组，排成
‘一字形’开始扔炸弹。晚上，日军的飞机
先扔下光明弹，紧接着丢炸弹、燃烧弹，被
轰炸之处一会儿便成为一片火海，居民的
房屋被烧得干干净净。”曾富荣回忆说。

回想起那些场景，曾富荣仍心有余
悸。曾富荣说，那段岁月里，他一听见警报
声，就会立刻跑进重庆牛角沱面粉厂附近
的九涵洞躲避。即便是在夜里睡觉，他也
穿戴整齐随时准备避难，不敢睡得太沉。

“大家都非常害怕防空洞被日军炸塌。那
样人们就会被封闭在洞内，无路可逃，最后
窒息而死。”

“每天都要躲避日军的空袭。”90 岁的
陈孟诗老人现在住在重庆渝中区枣子岚亚
正街，恐慌、燃烧和死亡是他对重庆大轰炸
的所有记忆。他告诉记者，现在渝中区的
解放东路、新华路、七星岗等繁华地段当时
都被轰炸过，随处可见漫天的火焰，市民一
听到警报声就往防空洞跑。恐慌之心，已
是日常。

永别亲人

81 岁的粟远奎从小在重庆渝中区生
活，重庆大轰炸期间，他们一家人住在鼎新
街 1 号，距现在较场口“重庆大轰炸惨案遗
址”只有 60多米。

“1940 年，家里的房子被炸成废墟；
1941 年，我又失去两个姐姐。”粟远奎回忆
起 1941年的 6月 5日这天，语速变慢了。

“那天傍晚，我们一家正吃着晚饭，警
报拉响后，连碗都来不及收拾，就带上早已
经打包好的贵重物品就往防空洞跑。”粟远
奎说，防空洞内斑驳不堪，地上全是凹凸不
平的石头。越来越多的避难者涌入了防空
洞，粟远奎一家被挤向了防空洞深处。很多
市民都带着蜡烛、煤油灯，这让粟远奎的父
亲意识到了危险，提醒家人，“里面空气不
好，我们要往外走”。粟远奎一家便又开始
往外挤，而外面的人却在往洞内挤。最后
因为人多嘈杂，全家人都被挤散了。“我被
挤到防空洞的拐弯处动弹不得，站在大人
腿与腿之间的空隙处。后来疲惫不堪，我就
慢慢睡着了。”粟远奎说。

第二天，有人把粟远奎叫醒，惊醒后的
他才发现旁边横七竖八地“睡”了许多人，
而那些都是因为空气不流通而窒息死亡的
人。粟远奎从洞里爬出来回到家，母亲看
到他喜极而泣，但是他的两个姐姐却永远
地离开了。

难忘伤疤

大轰炸中，粟远奎家中楼房被毁。他
的父亲用破烂的木板搭了个遮风避雨的

“家”，而后又找亲戚朋友借钱买了间由楠
竹捆绑的房子居住。“没有经济来源，父亲
便留在城里打工，母亲带着我们在农村租
地种田维持生活。”粟远奎说，这样的生活
一直持续至 1945 年抗战胜利，大家随着母
亲从农村搬回到了现在的渝中区较场口，
生活才开始慢慢步入正轨。

现在，粟远奎经常会向后辈谈起重庆
大轰炸的历史。“我是大轰炸的受难者，也
是幸存者。”他说，每一位亲历者都应该证
实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

在陈孟诗老人的额头上，至今还留有
一块当年躲避轰炸时留下的伤疤。陈孟诗
说，这个伤口时时提醒他，这段历史不能忘
记，也无法忘记。“我常给孩子们讲起大轰
炸的惨况，让他们知道父亲所经历的苦难，
了解那段历史。”陈孟诗说，日军对重庆进
行的无差别轰炸，给重庆百姓带来了莫大
的伤害。这段历史是每一位重庆人心中的
痛，这种痛警示着大家要倍加珍惜现在的
幸福生活，加倍努力工作，让祖国变得更加
强大。

重庆大轰炸

不能忘记的痛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李一

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

白求恩在为伤员做手术。（资料图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目前，中央和地方

正紧张筹备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这场伟

大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央没有忘记把关

注的目光投向一个重要群体：抗战老兵。

每一个老兵，就是一部活的抗战史。

对这一群体的关怀，不仅是对个人的抚恤，

也是对抗战历史的再认识。铭记历史，就

应该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接受党和人民

的礼遇。抗战老兵是国家的荣誉和瑰宝，

理应获得崇高礼遇和生活保障。

记住抗战，记住老兵，不止是一句口

号，还需要实在的承诺。最近，民政部、财

政部、卫计委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发放一

次性生活补助金等一系列关爱、慰问抗战

老兵的政策，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方

案，在 9月份将补助金发放到老兵手中。

向部分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发

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这是在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前夕，国家和人们对这些民

族英雄的再一次褒奖和肯定。补助虽然是

一次性的，数额毕竟有限，但关心、关爱却

是长远、持续的。如今，全社会已经达成善

待抗战老兵的共识，也有了自觉服务他们

的意识，社会各界用拜访抗战老兵、重访历

史见证人、探访抗战后辈等方式，来铭记历

史，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抗战老兵群体

在抗战胜利 70 年之际，正受到尊重和照

顾，得到了来自政府和社会意愿的双重保

障。

70多年风雨沧桑,健在的抗战老兵大多

年事已高。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物质上的补

助，精神上的关怀也是必不可少的。据介

绍，在此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中，习

近平总书记将亲自颁发纪念章，这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对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和抗战将领

的关心、爱护。

此外，邀请抗战老兵参与阅兵和观礼、

招待会、慰问晚会等系列活动，能够让抗战

老兵群体拥有更多机会走进公众视野，让

更多人了解到这个曾经为国家和民族作出

巨大贡献的群体，倡导全社会尊重他们为

国奉献和牺牲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关爱行动都将

生活在大陆的原国民党军队抗战老兵纳入

了其中。这一系列实际行动说明，中华民

族是重情义、懂感恩的民族。那些为祖国、

民族和人民流过血、出过力的人，国家和人

民永远不会忘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

信包括抗战老兵在内的困难群体、特殊群

体、优抚群体的保障水平还将有进一步的

提升。

善待老兵

就是铭记历史

白 丁

本版编辑 梁 婧

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 14 年抗日战争中形成的伟大的抗

战精神，饱蕴红色基因，偾张民族血脉，激扬天地正气，是一座

挖不尽、用不完的巍巍精神富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

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国从“睡狮”转变为“醒狮”的鲜明精神标

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精神动力。在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鲜明提出并科学概括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充分揭示了中

华民族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

物的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习总书记提出和概括

的伟大抗战精神，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意蕴深厚。我们要深化

对伟大抗战精神的认识和理解，全面准确地掌握其精髓要义、

历史渊源、具体表现和现实要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核

心。爱国情怀，是对伟大祖国和人民的真挚热爱之情、认同归

属之感和感恩回报之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对爱国情

怀的高度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

民族精神。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无数仁人志士

以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实际行动，诠释着爱国情怀的精义。

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入侵之后，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

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各界爱国群众发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

呐喊，各种抗日团体“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成千上万的中华

儿女毅然奔赴抗日战场，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

战，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在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继续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情怀，用千千万万“具体而微”的个人梦，融汇成“宏大叙

事”的国家梦。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精

髓。民族气节，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敌人和压

力面前绝不屈服的精神品质。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就是民族

气节的生动写照。中华民族历来视气节重如泰山，善养“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坚守“玉碎不改

其白，竹焚不毁其节”的高风高节。在与日本法西斯的殊死较

量中，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都凸显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杨靖

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

批抗日将领以身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发现他胃中只有

草、棉絮和树皮，不得不感佩其坚贞不屈。八路军“狼牙山五壮

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

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也是我们民族气节的杰出代表。特别

是我们党以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

外来侵略最勇敢的精神风貌，带动全民族极大地弘扬了民族气

节，成为伟大抗战精神的主要培育者和模范践行者。在国家由

大向强发展的今天，面对各种难关和险滩，我们同样要贞守民

族气节，敢于和善于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迎难而上、闯关夺隘。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特

色。英雄气概，就是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

的战斗精神。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就是英雄气概的集中体

现。从“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寄奴，到“仰天长啸，壮

怀激烈”的岳飞，中华大地上“一时多少豪杰”。在整个抗战

时期，中国军民以勇于担当的英气、横刀立马的豪气、舍我其

谁的勇气、赴汤蹈火的胆气，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一次次惊

心动魄的抗争，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一寸山河一

寸血，四万万同胞千万兵”。壮烈的忻口会战，众多爱国将士

血洒疆场，马革裹尸，践行了“不打败日本，决不生还！”的誓

言。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在整个抗战期间，以生

命和鲜血、忠诚和无畏，将对民族和人民的承诺兑现到底，将

抗战进行到底，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平型关

大捷彻底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极大振奋

了全国军民战胜日军的士气。在长期相对和平的时代条件

下，面对忘战懈怠这个最大危险，全国军民更要保持高度警

醒，张扬英雄气概，在血与火、苦与累的砺炼中强化我们应有

的精气神。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底

蕴。必胜信念，就是虽经千难万险，仍然具有最终战胜敌人的

强大信心和顽强意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就是必胜信念的

核心要义。中华文明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始终“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成为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

断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使风雨如磐的近代中国更加暗无

天日，却也在最危险的时候，激起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

争。抗战初期，骄狂凶残的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国民党内

“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以必胜信念和卓绝智慧，提出持久抗战等正确方

针，得出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的结论，引领中国军民长期顽

强抗战。在必胜信念的激励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

难，铁骨铮铮、共御外侮，奏响了气壮山河的救亡之歌，成就了

“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在强

国跨越的新征程上，我们的宏伟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

当就能实现的，必须怀着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向

着光明前景勇毅笃行。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