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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伟大

的抗战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艰难险

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

大精神动力。我们要深刻认识抗战精神在

推进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在党的

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开辟

民族复兴的新境界。

珍视伟大抗战精神
凝聚奋斗强大力量

抗战精神，将我们民族原本
就有的勇敢和自强的精神基因，
由隐性逆转为显性，以强大伟力
荡涤近代以后屡战屡败的精神积
弊和悲观阴霾，中华民族从精神
上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近代中国，长夜悲歌，中华民族面临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长风

破浪，中华民族站在离复兴梦想从未如此

之近的新起点。从陷入深重危机到走向伟

大复兴，中华民族进行了无数艰苦卓绝的

伟大斗争，斗争史的转折点是抗战的胜

利。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矗立在这一历

史转折点的精神丰碑。这一精神丰碑辐射

出来的光环，是无量之光，将淬砺民族血

性，复兴民族荣光。

抗战精神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伟大民族精神。抗战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

在抗战中的具体体现，伟大民族精神是抗

战精神的强大依托和深厚底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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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精神，丰

富、凝练和升华了伟大民族精神。自古以

来，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就流淌着勇敢和自

强的精神基因，盘古开天、夸父追日、女娲

补天、精卫填海等的传说洋溢着这种精神，

春秋时期慷慨悲歌、侠肝义胆、壮怀激烈的

壮举印证着这种精神。然而，长期封建奴

化教育的严重桎梏和宗法制度的沉疴痼

疾，使这种精神基因渐渐由显性转为隐性，

东方雄狮成为睡狮，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饱受摧残，伤痕累累。抗战精神，将

我们民族原本就有的勇敢和自强的精神基

因，由隐性逆转为显性，以强大伟力荡涤近

代以后屡战屡败的精神积弊和悲观阴霾，

中华民族从精神上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

抗战精神彰显了我们党作为全民族抗

战中流砥柱的伟大作用。我们党是民族抗

战的先锋和脊梁，是塑造和凝聚抗战精神

的决定性力量和主导性因素。近代以后，

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

内部的软弱涣散。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

起，心中就涌动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使命和激情，大力清除蛰伏于民族肌体

中的消极精神因素，努力唤醒和激发积极

精神因素，特别是在抗战中，以模范行动带

动全民族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我们党

率先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积极倡导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和实行全面抗战

路线、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游击战争的战略

战术，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广大敌后

战场，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坚持

抗战的中坚力量，也成为伟大抗战精神的

主要培育者和模范践行者。在抗战精神的

引领、感召和哺育下，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华

儿女加入党的组织和抗战队伍，为抗战的

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精神催生了全民族团结抗战和协

力奋斗的历史合力。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

历史合力论，认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的合力，决定历史的结果。相互联系的力

既可能在协调中聚合，也可能在对冲中抵

消。抗战精神，使中华民族觉醒起来，团结

起来，并且这种觉醒和团结的程度，是近代

以后前所未有的。在抗战精神的激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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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党正在领导

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面临许许多多矛盾和问题、困难和风

险。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屈信念

和不懈斗志的宝贵结晶，唯有这样的精神

结晶能够激起我们整个民族与困难斗争到

底的英雄气概和无所畏惧的民族气魄，凝

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强大力量。我们一

定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汇集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呼唤伟大抗战精神
实现国家关键一跃

新形势下，我们更要呼唤伟
大的抗战精神，接过历史的接力
棒，努力奋斗，不断谱写民族复兴
的辉煌篇章。

当前，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靠近世

界舞台中心，但前进道路绝不会一帆风

顺。世界舞台的中心也是世界擂台的中

心，我们走到了民族复兴的“最后一公里”，

面临的压力和阻力前所未有，“为山九仞、

功亏一篑”的风险也前所未有。必须大力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迎难而上、勇毅笃

行，把民族复兴伟业奋力推向前进。

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

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

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

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

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

严治党面临的矛盾问题相互交织。深入推

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

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面临

的矛盾问题相互叠加，等等。矛盾问题越

复杂，越是需要我们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向着矛盾问题的症结聚焦用力。

在国家由大向强“关键一跃”的新阶段，

由于民族复兴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牵涉的

问题极其复杂，触及的矛盾极其深刻，不确

定不稳定的因素很多，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因

素也很多，其风险性必然是空前的。比如，

面对腐败易发多发的态势，习总书记强调：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

国！我们要警醒啊！”又如，汲取苏联亡党

亡国的教训，习总书记强调：“我们是一个

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

错误，出现后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再

如，我国将起未起、将强未强，进入由新兴

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崛起摩擦阶段，安

全形势更趋复杂，极易掉入“修昔底德陷

阱”，为此，习总书记在接受美国《世界邮

报》专访时谈到，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如此等等之风险，不亚

于在“地雷阵”中探路前行。化解这些风

险，必须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积极稳

妥推进民族复兴伟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不

可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要靠恒心和耐

力打持久战。我们既要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又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要加快推进治国

理政“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既要实现中

华文明质的新飞跃，又要赶上和引领时代，

推进人类文明的新进步，等等，这些都要经

过长期艰苦奋斗。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走

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一次次被打断，但中国

人民从来没有屈服、没有气馁、没有放弃，

而是一次次顽强战胜艰难险阻、重新整装

出发。新形势下，我们更要弘扬伟大的抗

战精神，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接续奋斗，不

断谱写民族复兴的辉煌篇章。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支撑民族复兴大业

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骨子里
的性格、血脉里的记忆，是实现民
族复兴极为强大而坚韧的支撑。
我们要把这一精神支撑进一步挺
立起来，开创民族复兴新局面。

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实力

保障，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抗战精神

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性格、血脉里的记忆，

是实现民族复兴极为强大而坚韧的支撑。

我们要把这一精神支撑进一步挺立起来，

开创民族复兴新局面。

以卓绝的担当推进民族复兴。伟大抗

战精神内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就是为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担当

精神。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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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推进民族复

兴，我们更要秉持使命担当精神，特别是各

级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习总书记把“为

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作为执政

理念，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担当，为全党作出

了表率。面对复兴之路上的艰难险阻，领

导干部必须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担当精神，敢做敢当，善做善为，

取得民族复兴的新成就。

以非凡的勇气推进民族复兴。伟大抗

战精神内蕴的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

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就

是中华民族血性和勇气的凝萃。新形势下

推进民族复兴，必须拿出非凡的血性和勇

气，使抗战精神得到大发扬。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激励人

们险滩竞渡、扬帆远航。全面深化改革，要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努力冲破思想观念障

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攻克体制机制的顽

瘴痼疾。全面依法治国，要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勇纠

冤假错案，建设法治中国。全面从严治党，

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零容忍的态度、猛

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严厉惩处

的尺度铁腕反腐，坚决推进新的伟大斗争。

以坚毅的定力推进民族复兴。伟大抗

战精神内蕴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

念，就是中华民族强大定力的体现。在民族

复兴征程中，我们不仅需要面对敌对势力遏

制围堵形成的“十面埋伏”，还需要认清各种

政治势力开出的“中国药方”背后的真实居

心；既需要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气

概，又需要有面临“八面来风”始终“咬定青

山”的精神根基；既需要有在关系党和国家

生死存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

大考验面前敢做中流砥柱的战略雄心，又需

要有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得失、不为局部和暂

时困难动摇和折返的坚定毅力。这要求我

们进一步培塑崇高信仰，坚定党性原则，砥

砺意志品格，排除各种干扰，消除各种困惑，

戒除各种疑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对党的领导

核心作用的政治自信，始终不渝向着民族复

兴中国梦阔步前进。

（作者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
副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领导小组成员）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
毫无其他办法。我相信，只要我等能奉此
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
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
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
变⋯⋯”9 月 5 日，湖北襄阳宜城张自忠将
军殉国处纪念园，500 名中小学生齐声诵
读张自忠抗战家书。一股英雄之气，自十
里长山直冲云霄。

1940 年 5 月 16 日，张自忠将军率部与
日军浴血奋战，在宜城境内十里长山捐躯
殉国，时年 49 岁。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反法西斯阵营中战死沙场的军衔最高的将
领，用血肉之躯昭告世人，中国人民必将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强敌。

人 们 对 张 自 忠 的 纪 念 从 未 停 止 。
1941 年 5 月，张自忠殉难一周年之际，“张
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建成。1990 年兴

建的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前来参观纪念的人数
达十多万。

一位位老兵，就是一部部“活历史”，他
们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和平的守望
者。当参加活动的 5 位老兵代表步入会场
时，在场的人自发让出一条通道，并报以热
烈的掌声。

“我们那个年代参军打仗，就是为了让
人民不受外来侵略，能够当家做主人。如
今看到国家强盛，一切都是值得的。”八路
军刘邓部队太岳纵队的抗战老兵王檀亮感
慨道。王檀亮今年 88 岁，胸前的一枚枚军
功章，记录着他的光荣历程。

96 岁的尹兴亮虽然年事已高，但在纪
念活动现场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频
频向人群挥手致意。老人参加过两次枣宜
地区的对日战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左手

手指被敌人打断，落下伤残。抗战胜利后，
老人在 1947 年起义加入解放军并参加了
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建立也立下了功勋。

10 时许，襄阳市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暨“缅怀抗战英烈 诵读抗战家书”群众
主题活动正式开始，全场奏唱国歌。雄壮
激昂的歌声响彻十里长山，告慰马革裹尸、
捐躯赴国难的阵亡英灵。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在抗战中英勇
牺牲的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和同难官兵默
哀致敬。这一刻，青山肃立，大地无语。

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战，是中华儿女用
生命谱写的壮丽史诗。“我的父亲也是一名
烈士，牺牲在上甘岭战役中。”宜城王集镇
65 岁的村民汪春香说。尽管左腿是假肢，
行动不便，她依然选择在儿孙的陪同下，爬
上 1234 级、长 811 米的台阶，以自己的方
式祭奠张自忠将军和一同殉难的官兵。

张自忠将军六孙张庆成告诉记者，今
天的纪念活动，一方面是缅怀那些和张自
忠一样，为抵御日寇而流血牺牲的中国人；
另一方面是昭告中国已繁荣富强，警示大
家不要忘记那段因积贫积弱而遭遇侵略的
历史。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湖北省委常
委、襄阳市委书记王君正动情地说，70
年时光流逝，70 年深入思考，珍惜抗战
胜利成果，必须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
动力。这股奔涌于心的浩荡正能量，必
将 为 我 们 自
强不息、砥砺
前行，积聚起
汹 涌 奔 流 的
精 神 动 力 和
必胜信心。

9月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荣获习近平
主席亲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纪念章；

9 月 3 日上午，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与
中央领导人及多国领袖嘉宾一起阅兵观礼；

9 月 3 日晚上，重回人民大会堂，观看纪
念抗战胜利 70周年文艺晚会；

⋯⋯
连续多场活动，让林上元处于“很激动、

很高兴、很荣耀”状态。“这不是我个人的荣
誉，是属于全体抗战英烈和抗战老兵的崇高
荣誉。”林上元说。

2014 年 7 月 7 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作为国民党老兵代表，
林上元和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与习近平主
席一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独立
自由勋章”雕塑揭幕。“去年的活动还历历在
目，今天，我又受邀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一
系列活动，这是国家对历史的尊重，是党和政
府对所有曾为抗战流过血出过力的将士们的
尊重，对我们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安慰和鼓
励。”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这位 91
岁的抗战老兵、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说，“我
想，生活在台湾的抗战老兵和他们的后人看
到今天的活动,也会感到欣慰。”

1924 年 2 月，林上元出生在一个军人家
庭。外公是辛亥革命元老张难先，父亲林薰
南是国民党中将，曾筹划指挥了粤北会战、曲
江保卫战等战役。童年时期，他就对黄埔军
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父亲不忍心让
林上元再走“上军校、上战场”的道路，于是

“勒令”他报考重庆大学经济系。年轻气盛的
林上元不顾父亲反对，1941 年高中毕业后，
考上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十八期二
总队的学生。至今，林上元仍记得黄埔军校
门口的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
走别路。1942 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林上元
被分配到位于广东曲江的第二集团军，担任
步炮连的排长。后来，又随部队去了湖南、江
西。说起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林上元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日寇灭绝人性的残忍,和
中国人前赴后继的奋起反抗。他至今不能忘
记，和他同住一屋的一个排长阵亡殉国了。

作为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代表，林上元再
三对《经济日报》记者表示，自己有幸参加今
天的活动是愧不敢当。“我走上战场，已是抗
战后期。对抗战没有作出太大的贡献。而真
正浴血奋战的战士很多已经故去。一些人则
年龄太大，不便出席活动。”林上元说。

林上元到现在都还记得抗战胜利的那一
刻。当时，正在遵义参加参谋班受训的林上
元，通过广播知道了这一消息。“军队不允许
喝酒。我们六七个要好的同学实在太兴奋
了，就偷偷溜到遵义附近的茅台镇，在那儿喝
了很多茅台酒。那是我第一次喝酒，醉了三
天。”他说。

从抗战年代走来，林上元深深体会到“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义。他说：“我始终觉
得国家兴亡与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应该把
国家与民族放在第一位。要让今天的年轻人
更多地了解那段历史,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
罪行，增强他们国家和民族的观念。”

一股英雄气 传承向前行
柳 洁

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
马占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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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老兵、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林上元：

勿忘往日苦

珍爱今日甜
本报记者 苏 琳



日前，吉林省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祭奠苏联红军烈士活动，深

切缅怀为支援东北人民抗击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

苏联红军烈士。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