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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凝聚和平力量 致力民族复兴
本报石家庄 9 月 4 日电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闫锐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大会和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河北各界开展
了认真学习讨论。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表明了
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讲话既是以史鉴今的启示录，
也是继往开来的宣言书。全省人民一定要大力弘扬抗战精神，
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
勇前进。

曾经在抗战中发明地道战的保定市清苑区政府在阅兵仪
式后组织召开了座谈会。老民兵后人李新婷满含热泪地说：

“我二叔是抗战烈士，今天我带着他的照片观看了阅兵式。
习总书记的讲话使我热血沸腾。‘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
民必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呐喊，也是我们国家崇尚和
平的呼声。我一定要继承好烈士遗愿，当好地道战博物馆的
义务讲解员，不断凝聚捍卫和平的力量，让一代又一代的人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本报云南腾冲 9 月 4 日电 记者周斌报道：9 月 3 日晚，
云南省委在腾冲县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和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奋力
开创云南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新局面。

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
度，深入阐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就共同推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表明了中国声音、中国态度，对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
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明
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表达了一个民族对历史
的思考、对和平的珍惜，宣示了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是指引我们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的行动纲领，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动员令。”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定不移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积
极探索走出一条云南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新路子，
同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本报天津 9 月 4 日电 记者武自然报道：3 日上午，天津
市广大干部群众、警备区官兵踊跃收听收看了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引发了天津广大干部群众热议。

广大干部群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
了纪念 70 年前那场伟大胜利的重要意义，表达了中华民族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精神动
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日一大早，在河东区富民街道合成楼，年近九旬的陈
长柱老大爷就穿上节日服装、佩戴上自己在抗战期间荣获的
纪念章坐到电视机前观看了阅兵式。当看到“平型关大战突
击连”徒步方队通过天安门时，陈大爷非常激动，面向电视
行 了 个 军 礼 。 他 说 ， 如 今 ， 祖 国 的 强 大 让 他 倍 感 骄 傲 和
自豪。

本报呼和浩特 9 月 4 日电 记者陈力报道：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内蒙古自治区各族群众中产生强烈反
响。他们表示，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坚持人间正道，
为实现中国梦作贡献。

连日来，内蒙古包头市举办多种活动纪念抗战胜利。包
头市文明办干部董飞军介绍说，包头不仅通过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宣传抗战精神，缅怀抗战先烈，更要求用好“包头微
学习”微信平台，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和招待会上的重
要讲话，使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倾听历史声
音，解决现实问题，实现既定目标。

他 表 示 ：“ 认 真 学 习 习 总 书 记 系 列 重 要 讲 话 ， 对 于
正确认识和总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万众一心 把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推 向 前 进 ， 必 将 起 到 重 要
作用。”

3 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蒙西文化商城的电子大屏
幕前，当地不少干部群众在大屏幕前席地而坐，认真看完了电
视直播。一个个阅兵方阵次第出场，人群中不时响起掌声和欢
呼声。“我被习总书记讲话深深吸引，对抗战历史、抗战精神、
抗战昭示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蒙西建设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李
世英表示：今后，在企业发展中要勇于迎接挑战，用实际行动
为实现中国梦做贡献。

云南：

弘扬抗战精神 推动跨越发展

天津：

为子弟兵点赞 为祖国骄傲

内蒙古：

倾听历史声音 实现既定目标

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伟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

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
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
标继续奋勇前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犹在耳畔。广大干
部群众心潮澎湃，社会各界反响强烈。

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表示，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铭记
苦难辉煌的抗战历史，弘扬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自强
不 息 、 奋 力 拼 搏 ， 坚 定 不 移 地 落 实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守望历史，面向未来

纪念大会当天，在河北涉县八路军
129师司令部旧址院内，抗战老兵、青少
年学生、机关干部、游客等 100 多人围
坐在电视机旁收看大会实况转播。

几位白发苍苍、身着绿色军装的老
人吸引了人们目光。他们是亲身经历
过抗战烽火的八路军老战士。今年 94
岁的八路军老战士董聚激动地说：“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这样的人民军
队，把保护国家的任务交给下一代，我
一百个放心。”

精神如山，重在传承。9 月 3 日，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师生通过网络、电视、
广播等收看收听纪念大会盛况。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文贵说，爱

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旗
帜。高等院校要加强爱国主义和抗战
历史教育，培育广大学生正确的历史
观，激发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激励大
学生将自身的理想追求与国家、民族和
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最好的清
醒剂。“总书记的讲话令人振奋，也让我
想起了爷爷。”在观礼台上亲历了纪念
大会的北京市民张凌说，“我爷爷是中
国共产党党员，在一次对日寇的战斗中
腿部中弹。我从小就在爷爷的身上看
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千千万万的
先辈牺牲生命驱逐日寇，才有了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

民政部公布的首批抗战英烈之一
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之
女、84 岁的高丽良观看阅兵直播，难掩
内心激动：“小时候在重庆，经历日军大
轰炸。如果我们有强大的空军，侵略者
岂敢放肆！”

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表示，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守望历
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开创更加美
好的明天。纪念活动必定会在海外侨
界产生持续、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必将
进一步鼓舞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与祖
国同呼吸、共命运。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大阅兵展示了国家实力。这也显
示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
国力，是和平与发展的保证。”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詹文龙说，作为科研人员，要
为祖国的强盛添砖加瓦，把聪明才智奉
献给祖国。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把思
想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落实到行动
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鼓
舞人心。“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
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河北省正定
县塔元庄村村委会主任赵桂林热血沸
腾。他说：“作为一名和平时期的村干
部，我深知责任的重大，使命的光荣。我
一定会牢记习总书记的话，弘扬抗战精
神，克服困难，把我们村建成小康村。”

“抗战胜利结束了中国百年屈辱，
开启了民族的未来，总书记铿锵有力的
讲话，一直回荡在我心中。”全国劳动模
范、沈阳机床集团技术工人徐宝军激动
地说，“保卫和平，建设国家，需要强大
的工业。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要认真
钻研工作，掌握核心技术，为做大做强
国有企业贡献力量。”

“作为三峡库区移民重镇的万州区，
正按照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
实施重庆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重庆
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王显刚说，“我
们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发扬伟
大的抗战精神，全力推进移民安稳致富，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坚定理想信念，迈向
民族复兴

9 月 3 日，由中国海事局和国际航

标协会环球学院联合举办的首期国际
航标管理培训班在上海“开学”。来自
俄罗斯、印度、越南、南非等国家的高级
航标管理人员，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一
起观看了纪念大会直播。东海航海保
障中心主任王鹤荀在看了阅兵直播后
说：“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梦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要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
为共同维护海上航路畅通和航行安全，
为 中 国 走 向 海 洋 尽 一 份 绵 薄 之
力。”

“看到铁甲雄师隆隆而过，感到
分外自豪、重任在肩。弘扬抗战精神
就是我们的动力源泉。”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高红卫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后激动地说，
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主力军，我们将
继续追寻“中国航天梦”，不断增强
国防实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
统一。

总 书 记 的 讲 话 表 达 了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的 共 同 心 声 。 干 部 群 众 纷 纷 表
示 ， 要 以 胜 利 日 的 豪 迈 与 激 情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 为 国 家 富 强 、 民 族 复
兴 ， 实 现 伟 大 的 中 国 梦 作 出 新 的
贡献。

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说，要抓住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这 一 千 载 难 逢 的 机
遇，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以转型升级为主线，重点实施新型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
化战略，奋力开创改革发展和各项事
业的新局面。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9月 4日电）

77 岁的热地，是西藏几十年沧桑巨
变的历史见证人。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农奴出
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西藏
农奴到国家领导人，他是西藏发展变化
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他的身上浓
缩了西藏各族人民命运的变迁。

他曾经说，自己和家乡西藏是水和
土的关系，离不开，因为这里的土地养
育了他，这里的人民养育了他。

近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召开。热地高兴地表示：西藏，明天会
更好。

西藏传奇：
从农奴到共和国领导人

热地身上有三处伤痕，犹如历史的
烙印。

第一道伤痕，是右脚的小脚趾，小
时候做农奴放牧时冻坏的，到现在还是
变形的；第二道伤痕在腿上，是少年时
代乞讨时被牧主家的狗咬伤的。

谁能想到，一个曾经在生死边缘挣
扎呼号的农奴，能够成为国家领导人？

1938 年 8 月，热地出生于西藏那曲
比如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出生之后就
没见过父亲，从小跟随母亲，居无定所，
乞讨为生。他给部落头人、牧主、活佛
当过佣人，在寺庙里当过“小扎巴”⋯⋯

农奴命如草芥。热地记得，给头人
家的孩子当“马”，嘴里塞上绳子，抓着
头发，打鞭子，让他爬，嘴巴经常被勒得
鲜血淋漓。他的一个弟弟，活活饿死在
母亲怀里⋯⋯

“旧西藏延续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
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反
动、最野蛮、最残酷的社会制度，比欧洲
中世纪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热地说，时间已证明一切，分裂势力还
想把西藏带回到以前，怎么可能？谁会
答应？

1959 年，热地 21 岁，这是他，还有
无数藏族同胞命运的拐点。

这一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百
万农奴得以解放。热地在解放军和工
作组的动员下，来到北京中央政法干校
学习。

年轻的热地，学会了说汉语，写汉
字。初学汉字时，对“毛”“共”“解”三个
汉字记得最清楚——毛主席、共产党、
解放军。

在那里，热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命
不好，是因为剥削、压迫造成的，并不是
命运的安排。

1975 年，热地从那曲地委书记调
任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当时设有
第一书记），在自治区领导岗位上一

干就是近 30 年。
2003 年 3 月，热地在十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一个西藏农奴，在时代巨
变与自己的努力下，完成了当代传奇。

热地身上的第三道伤痕，是 1988
年留下的。

1988 年 3 月 5 日，拉萨发生大规
模骚乱事件。当时热地和中央工作组
被围困在大昭寺三楼上。寺外的武警
在窗户上用消防车搭梯子，再用部队
的背包带把被困人员往外解救。热地
拉 着 背 包 带 下 滑 时 ， 突 然 背 包 带 断
了 ， 他 从 空 中 重 重 地 摔 在 石 板 地 上
⋯⋯到现在他的腰还经常疼，手上留
下了伤疤。

热地经历过多次西藏骚乱事件，
他说：“50 多年来，在西方敌对势力
支持和纵容下，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在
西 藏 多 次 掀 起 大 规 模 骚 乱 。 实 践 证
明 ， 我 们 同 达 赖 集 团 的 斗 争 是 长 期
的。对达赖，决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和
幻想。”

西藏巨变：
一条与西藏命运交织

在一起的天路

2006 年 7 月 1 日，青藏铁路正式通
车。7 月 21 日，在中央的安排下，热地
乘专机由北京抵青海格尔木，然后从格
尔木坐火车到拉萨。

“这是一段美好回忆，自豪、激动
和由衷的高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热地回忆坐火车回到拉萨，热泪
盈眶。

回忆起旧西藏的路况，他说：“1951
年 12 月，十世班禅大师第一次进藏。
从青海西宁出发，前后共行程 2000 多
公 里 ，历 时 5 个 多 月 。 出 发 时 ，雇 了
3000 多峰骆驼和 7000 多头牦牛，但到
达后骆驼就死了三分之二，牦牛也死了
不少。”

旧西藏现代交通完全是一片空白，
严重影响了西藏同外界的交往，制约、
阻碍了西藏的发展和进步。

路，是西藏巨变的一个缩影。热地
喜欢一首关于青藏铁路的歌中唱到：

“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这条天路，是西藏各族人民盼望了

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梦想，也是热地不懈
努力终于实现的一个梦想。

热地亲眼看到，早在上世纪 50 年
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想修通进藏铁
路，但因技术难题无法克服等而被迫中
止。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综合实力增
强，青藏铁路于 2001 年开工，仅用 5 年
时间就全线建成，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

的高原铁路。
热地说：“青藏铁路是当今世界最

宏伟的工程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地球
之巅上立起的一座历史丰碑！”

青藏铁路的通车，极大地促进了
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推动了西藏社会
的全面进步。2015 年 7 月 1 日，青藏
铁 路 开 通 9 周 年 ， 已 累 计 运 送 货 物
40483 万 吨 ， 运 送 旅 客 9100 多 万 人
次；仅 2014 年，西藏就接待国内外游
客 15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00 多
亿 元 ， 这 其 中 青 藏 铁 路 作 出 了 巨 大
贡献。

“西藏各族人民把这条铁路叫作通
向 富 裕 、幸 福 生 活 的 天 路 。”热 地 感
慨道。

在热地的老家，藏北比如县，过
去没有一条公路，交通运输全靠人背
马驼。现在比如县公路四通八达，全
县百姓拥有小汽车、货车等各类交通
工具将近 2 万辆。“比如县半个世纪的
发展，就是新西藏发展历程的一个缩
影。”

西藏纽带：
汉藏一家亲，浓情一生缘

热地第一次跟中国共产党接触，是
在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当时热地
在头人家当佣人，解放军让他感到了从
未有过的温暖。

1961 年 10 月，热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说，没有共产党，西藏不会解放；
有了共产党，西藏会发生变化。

参加工作后，热地常说“到北京讲
西藏话，回西藏讲北京话”，他希望自己
成为一座桥梁，告诉中央西藏的困难和
真实的情况，同时把党和国家的关怀带
回藏区。

今年是内地西藏班开班的第 30 个
年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北
京接受教育的藏族人，热地一直关心着
西藏内地班（校）的建设和发展。原北
京西藏中学校长李士成清楚地记得，北
京西藏中学成立 20 周年时，热地还亲
自来到学校看望师生。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热地一再
提到“援藏”二字。

他说：“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
西藏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显示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伟
大力量。”

援藏工作贯穿了西藏和平解放、民
主改革、成立自治区以来的各个历史时
期，涵盖了整个西藏各领域、各条战线
的工作。

热地说，一批批在藏工作的汉族同
志，创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的老西藏精神。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
又不断注入新时代内涵，特别讲忠诚，
特别能创新，特别能担当，成为新时期
共产党人突出的特点。

西藏未来：
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2003 年夏天，在即将离开西藏前
往北京赴任时，热地流泪了。他说，生
活在这 12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各
族父老乡亲永远会是他的情之所系、心
之所向。

虽然远离家乡，但热地每天都会看
《西藏日报》。他笑言：“在北京时，西藏
每天的新闻都不会漏掉。这比我在西
藏时的频率还高。”

2008 年 3 月，热地从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岗位上卸任，但他依然
关心西藏，关心那片土地的发展和人民
的生活。

今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 8.1 级地震
发生后，热地时刻关注着西藏的受灾
情况和抗震救灾进展，牵挂着灾区各
族群众。5 月 8 日，他还专门致信西
藏 自 治 区 党 委 、 政 府 ， 表 示 慰 问 和
哀悼。

“此次地震重灾区都是边境县，我
曾经去过多次。那一带高寒缺氧、地
质复杂，开展救援工作十分艰难。在
灾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抗震救灾工
作能取得如此成绩，来之不易，这是
党中央、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的
结 果 ， 是 多 方 支 援 、 众 志 成 城 的 结
果。”热地说。

热地回忆了旧西藏地震后受灾群
众无人过问、反遭盘剥的悲惨景象，说：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
义祖国大家庭中，西藏各族人民才会有
信心、有能力战胜任何灾害，重建美好
家园。”

年近耄耋，热地每年依旧往返于北
京和西藏之间。提到西藏的变化，老人
的眼中充满喜悦。

热地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领导下，当前的西藏政通人
和，百业俱兴，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呈现
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从黑暗走
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
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
放。”热地感慨万千。

他说，他坚信，在党中央领导下，在
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西藏人民一定能
够不断开创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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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地 和 他 热 爱 的 大 地
——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