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讲话，强调举行纪念大会和盛

大阅兵式的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

强调的那样：“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

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

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

纪念。”

牢固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回望历史，战争曾经在上个世纪残酷

地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早已被爱好和

平的人们所憎恶和唾弃。而共同的和平追

求和发展愿望，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反复证明，相互尊重、

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才是人间之正道，更是世界之大势。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首

次会见外国人士的时候，就明确表示国际

社会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他又在不同国

际场合多次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

思想新观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

同，达成了国际国内的一致共识，并且已

经成为处理我国同世界各国关系以及解

决国际问题的重要理念和基本立场。这

次习近平主席在“9·3 讲话”中，再次强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点，既深刻表

明了我们国家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发

动的那场史无前例、极端残暴、完全反人

类战争的深刻警醒，也表明了我们党和国

家站在关系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战略高

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维护世界

和平的信心与决心，以及与世界各国人民

一道携手解决全球性问题和世界性难题

的雄韬伟略。事实证明，在当今世界政治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

景下，面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

缺、粮食安全、人口爆炸、疾病流行、网络

攻击、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不断增

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实际行动共

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唯有如此，才

能保证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 一 花 独 放 不 是 春 ，百 花 齐 放 春 满

园”。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

经成为历史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这种时代潮流之下，世界各国只有文明

互鉴、利益交融，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共同

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在追求和实现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

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

发展，才能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

地生根，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

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正是在这

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引下，中国

人民坚持把自身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

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

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作用，承担起应

当承担的责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赢得了

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和认同。

必须摒弃
一切偏见、歧视和仇恨

世界是多样的，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

明正因为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

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历

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

互鉴的最大障碍。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

富，都是人类大家族的平等一员，任何歧视

和仇恨，都是战争的根源和导火索，只会给

世界带来灾难和痛苦。因此，不同历史文

化、不同国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要

相互理解、真诚相待。可以说，了解越多、

理解越深，交流合作的基础才越牢固、越广

泛。换言之，人类只有摒弃傲慢和偏见，消

除歧视和仇恨，才能真正防止历史悲剧的

重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纵观人类历

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

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

膜和偏见，是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碰

撞。世界各国都应相互尊重自主选择社会

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

携起手来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

为和平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众所周知，中

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的大国，近

代以来惨遭列强的侵略与凌辱，割地、赔

款，几无外交和国格可言。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

点，它的胜利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

一次抵抗外敌的完全胜利。新中国成立

后，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快速发

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国

外有些人于是便开始担心，认为中国发展

起来了对其他国家必然是一种“威胁”。无

疑，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偏见，而偏见往往最

难消除。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

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

国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

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

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隆重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是要唤起

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而不是要延续仇恨。我们不会因一个民族

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

视这个民族；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

这些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忘记历史

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对

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警醒，绝不能让历

史的悲剧重演。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

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

和平作出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愿意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

沟通，也期待外界能够以更加客观、历史、

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

真实、立体的中国。

始终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是人类的永恒期望和美好追求，

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

存。我们的地球村应该是各国共谋发展

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纵

观世界历史，罔顾人民意愿，违背世界潮

流，依靠武力搞对外侵略扩张，最终注定

都是要失败的。只要世界人民坚定了和

平理念、扬起了和平风帆，就能形成防止

和反对战争的强大力量。历史反复告诉

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

护的。只有世界各国都珍爱和平、维护和

平，只有各国人民都牢记战争的惨痛教

训，和平安宁才会有希望，历史悲剧才不

会重演。

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中华民族是

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我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

应和承诺，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

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与自觉，既

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又是对中国

发展道路的科学认知，更体现了对世界发

展大势的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对战争和动

荡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

平与安宁的生活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新

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奉行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向世界作出了不干

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的庄

严承诺，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的坚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秉持亲诚惠容

的理念，积极倡导其他国家都要走和平发

展道路，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

把我国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其他国

家，受到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一致

好评。

事实胜于雄辩，行动最有说服力。走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反

抗外敌入侵的长期斗争中得出的历史结

论，是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中发出的

时代呼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

样，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

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

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我们在政策上

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

践中也是一直这样做的。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之际，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承诺裁军 30

万，宣示了中国人民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

决心和自信，更是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

平、捍卫人类正义的最好诠释。我们始终

坚信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正义必

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为了世界和平安

宁，各国人民都应做和平的维护者和推动

者，并身体力行承担起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的庄严使命，绝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山
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研究员）

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唐洲雁

“这位是阜平县五丈湾村的李勇，闻名全国
的爆炸英雄，他领导的游击小组在几分钟内炸死
日伪军 36人，创造了游击小组一次杀敌的新纪录
⋯⋯”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阜平县晋
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成了人们追寻抗战历史，聆
听抗战故事，领略晋察冀军民功勋的必到之处。

纪念馆中，模范民校教员、90 岁的陈继和老
人抚摸着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英模名录上
自己的名字，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说，70 多年前
聂帅说过“陈继和办民校，是直接为抗战服务
的”，是对自己最高的奖励，让他感到自豪，至
今难忘。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位于阜平县城南庄
村，总占地面积 17万平方米，分为主题展厅、室
外雕塑区、后山旧址区和生态休闲区四部分。该
馆通过陈列大量珍贵照片、文物及运用先进声、
光、电、幻影成像等高科技手段，充分展示了我
党我军创建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
区的全过程，讴歌晋察冀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所创造的光辉业绩。

纪念馆第一展厅，围绕“模范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这一主题，共分为建立第一个
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设模范
边区、夺取抗战胜利、踏上解放战争新征程、中
共中央移驻晋察冀六大部分，集中反映了我党我
军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的全
过程。晋察冀边区创立的崭新的民主制度和完善
的建构，为新中国政权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
验，晋察冀边区被因此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雏形”“新中国的雏形”，毛泽东同志亲笔授予

“模范抗日根据地”光荣称号。
阜平作为晋察冀的首府，在晋察冀边区发展

历史上具有根基的地位。阜平人民直接见证并参
与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开创到不断发展壮大的
历史过程。晋察冀军区在阜平组织了东西庄战
斗、曲阜战役、神仙山保卫战等大小数百次战
斗，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在抗战岁月里，阜平人民视共产党为救星，
把子弟兵当亲人，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全县男
女老幼都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成为一个个勇敢
的战士，投入到战争中去。新华社在社论中称赞
阜平是“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
士，绝非轻易撼动的地方”，号召全国各抗日根
据地，“坚持抗日需要向阜平看齐”。

“千层底，黑鞋帮，前三后四，中三行，抽
针齐鞋口，底儿五十行⋯⋯”在“支前鞋”展示
橱窗前，90 岁的老党员赵进英情不自禁地唱起当
年的歌谣。赵进英 1937 年参加革命，14 岁入

党，曾任谷家庄村妇
救会主任，带领大家
为 八 路 军 送 水 送 饭 、
掩 护 伤 员 、 缝 衣 做
鞋。她说，抗战那会
儿，青壮年都争着参
加八路军、加入“阜
平 营 ”， 上 前 线 打 鬼
子 ； 儿 童 加 入 儿 童
团，站岗放哨、查路
条 ； 妇 女 们 也 不 示
弱，白天参加生产劳
动、照顾伤员，晚上
加班为八路军缝衣做
鞋 。 大 家 都 很 齐 心 ，
共同的目标是赶走日
本鬼子！

在展览馆的后广场邓拓、沙飞与新闻战士雕
塑前，马兰村王士亮老人深情地讲述马兰村民与

《晋察冀日报》 结下的生死情谊。抗战时期，以
邓拓为社长的 《晋察冀日报》 社曾在马兰村长期
居住。1943 年，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扫
荡，19 位马兰乡亲为掩护报社同志惨遭杀害。

“那是初冬的一个早上，刚下了小雪，鬼子就进
村了，抓了五六十人，逼问报社转移到哪儿，印
报设备藏在哪儿。鬼子先后杀害了 19位乡亲，但
大家都咬紧牙关，一个字也没说。”

“我来共话艰难史，人民事业壮北岳”，阜平
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
献。到抗战胜利时，阜平人口不足 10万，却有两
万人参军参战，近 5000 人战死沙场。据 1947 年
统计，阜平全县的抗 （军） 干、烈属户数，约占
全县总户数的 75%，也就是说四家之中三家有离
开家庭献身于抗战。刘耀梅、李勇、陈继和等一
个个英雄模范的名字，“阜平营”、神仙山战斗、
常家渠突围等一个个荡气回肠的故事，将永载晋
察冀边区历史史册。

正是有了马兰人的拼死守护，《晋察冀日
报》 才从刚来时的几十人发展到 300 余人，在抗
战的战火硝烟中，创造了“用八匹骡子办报”的
奇迹；正是因为“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
都是战士”，才使阜平成为了全边区唯一未被日
寇占领的完整县；正因为有老区人民的支持拥护
和参与，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才能长期在这里
驻扎，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抗日模
范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坚强堡垒，成为对日
进行战略反攻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进军东北、夺
取华北的前沿阵地。

如今，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早已成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国家 AAAA 级景区、国家红色旅游 100 个经
典景区之一、河北最美 30 景之一。2012 年被命
名为河北省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和河北省廉政
教育示范基地。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阜平老区人民正在脱
贫致富攻坚战中续写新的传奇。近年来，该县提
出打造“中国北方知名旅游目的地”的战略定
位，按照“县域即景区”的理念，整合资源、深
入规划、扩大宣传、完善机制，突出“红、绿”
两大特色，打造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天生
桥、古北岳三大景区。去年，该县新修了红色旅
游专线，通往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的道路更加
畅通便捷；今年，启动实施了史家寨晋察冀边区
政府窑洞群修复工程，使晋察冀文化内容更加丰
富，教育功能更加完善。

阜平县更加注重晋察冀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使之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引
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他们组织专门力
量，对晋察冀边区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挖掘，总结
归纳出晋察冀精神的基本内容，即“把一切困难
踩在脚下，勇于进取，敢于开创的精神；把党的
形象铭记心间，生死与共，鱼水相依的深情；把
民族大义担在肩头，慷慨以赴，甘于牺牲的气
概；把群众利益高举头顶，植根于民，永葆本色
的品质。”

河北省阜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这里，每个村庄都是堡垒”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岳 岩

“七七”事变后，我的父亲和哥哥先后
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在他们的熏陶下，
1943 年，我放弃了小学教员的工作加入到
抗战队伍中来。从那时起，延安就成了我
心中的灯塔。

1945 年初，在组织安排下，我们一行 40
余人从晋察冀中央分局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史
家寨出发，经过日伪统治区的封锁沟、铁路
线，穿过晋绥边区。通往延安的道路敌军重
重，一不留神就会遭遇危险。那时，日本鬼子
守铁路，三里路一个炮楼，敌军的巡逻车半个
小时一次，来来回回，我们要在这个空隙穿过
去。当时我们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当巡逻
车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趴在旁边地上，不敢发
出任何声音，等巡逻车一走，就立刻爬过去，
过了这个关卡，再赶紧快跑。那时候很艰苦，
走路走得腿脚都不听使唤，但幸运的是最后
顺利到达了延安。

当时，抗日战争已到了争取最后胜利的
阶段。为了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各机关需
要增加工作人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具备高
小文化水平的我被分配到新华社中文译电科
工作。

1945 年 8 月 10 日晚上，17 岁的我正在
紧张地工作。当我们译电科同志翻译到日本
投降的消息时，整个清凉山都沸腾了。大家
拿着电报一路大喊着向《解放日报》编辑部的
窑洞跑去。我们迫不及待地要把这消息告诉
亿万中国同胞啊。第二天晚上，延安南门外
新市场上便出现了群众自发举行的庆祝活
动。卖水果的农民把成筐的红果子拿起来抛
向空中，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有的学校
的学生把棉花掏出来，扎在棍子上，用煤油点
起火把在大街上游行。这一刻，经历战火与
苦难洗礼的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迎接
崭新生活。

时间过去70年，但抗战的亲身经历，坚定
了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信念，增强了我
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如今，我居住在长沙
岳麓区岳麓街道科学村社区，儿孙们都有了
自己的事业。我的晚年很幸福，虽然年近九
旬，但我依然坚持了解国家大事。今天的安
定幸福来之不易，我时常教导儿孙们要珍惜
现在的生活，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清廉、正直。

（刘 麟 王艳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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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清

日落西峡口

本版编辑 敖 蓉

84岁抗战老兵苗植田口述

延安是我心中的灯塔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资料照片

河南西峡芦沟村外，马鞍桥旁，红瓦白墙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第一战区胜利纪念馆十分
醒目。桥西正对桥面的马鞍岭上，抗战胜利纪
念碑亭巍然耸立。

著名的西峡口战役——被称为抗战最后一
役，正是在这里打响。“从 1937 年爆发于北平
宛平县卢沟桥的七七事变，到 1945 年 8 月 24
日在宛西之地西峡口举行的战地投降仪式，中
国人民的八年全面抗日战争枪起卢沟桥、日落
西峡口”，河南省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克实说。

西峡口，泛指今天南阳市的西峡县。当时
的西峡口战场，以西峡口镇 （今西峡县城） 为
中心，南至淅川荆紫关，北至卢氏朱阳关，包
括内乡县、西峡县、淅川县和卢氏县的部分或
全部地区，从广义上说还包括整个南阳市的区
域范围。

1945 年 3 月，为攻占老河口航空基地，
阻止中美空军对日军战略目标的攻击，7 万日
军兵分三路进攻豫西鄂北地区，其中 110 师团

和第三战车师团攻击西峡口，总兵力约 2万人。
今天，记者登上昔日的战场，眼前是一条数十公里长的峡谷，古称“武关

古道”。马鞍岭下是峡谷最窄处，过去只有十来米宽，路面宽仅两三米。
当年中国军队采取后撤决战策略，利用武关道大峡谷，布置了一个口

袋阵——边打边撤，让日军进入峡谷，然后用沙袋封住马鞍岭峡谷最窄
处。芦沟村是“袋底儿”，其东南的奎文关则是“袋口”。中国军队在正面
和两侧山上布下重兵，痛击日军。至 1945年 4月 7日中午，马鞍桥战斗大
捷，中国军队相继收复重阳店、半川、丁河、马头寨、木寨等要地，乘胜
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日军占据的奎文关、西峡口阵地。

日军为摆脱困局，从淅川调来上坂联队步兵炮兵 1000 多人前来增
援。上坂联队善于山地作战，夺取了两个阵地，并包围了鹰爪山上的中国
军队 23 师 68 团。中国军队调集 23 师、新编 55 师增援，激战数日，敌军
难以招架，向北撤退，中国军队迅速追击，将其包围在蒲塘村。

为了歼灭这支日军，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扫射。对于很多中国将士
来说，这是第一次有空军配合的作战，于是士气大振，向敌人发起猛攻。
蒲塘是无险可守的盆地山村，中国军队居高临下，大量射杀日军。

经过一天激战，残余日军试图向霸王寨日军据点撤退。中国军队行动
迅速，在豆腐店将其团团包围。豆腐店位于一处山谷，也是无险可守，但
日军在山谷四周陡坡下掏洞藏身，中国军队炮火虽猛，却杀伤不大。中国
军队很快找到了办法：向对面陡坡直接射击。这期间，霸王寨日军派出
700 多人前来救援，被中国军队击退；庞家寨日军派出 200 多人救援，再
次被击退。中国军队组织突击队进谷，与敌近身肉搏，压缩敌军阵地。

中日双方在西峡口形成相持，战斗一直持续到 8 月中旬。“从史实出
发，可以说西峡口是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殊死拼杀的重要战场，是象征
中国人民八年全面抗战最终胜利的日落梦圆之地”，李克实认为。

西峡县重阳镇 75 岁的王健国老人，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景。“收复重
阳店时，大人小孩都出来庆祝，我的手都拍疼了。”当时他家里支了十
几个大锅，给部队做饭。他的爷爷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卖 600 亩地筹集
抗战经费。1940 年他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健国，“那是希望国家强大
起来。”王健国说：“抗战纪念，不只为胜利，更是为激励后代勿忘国
耻。不要以为今天中国富足了就没事了，要更加勤奋努力，让我们的国
家更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