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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月，北京。中国国
家博物馆内，人潮涌动。

一场以“伟大的变革”为主
题的大型展览，在这里进行。
一张张生动的历史图片、一件
件真实的文献实物、一个个精
致的沙盘模型，铺展开一幅改
革开放的历史画卷。那些承载
着时代记忆的展品，引人驻足，
令人深思。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
前行的力量。“1978”“2018”，这两个普通的数字，对于现
代化之路上的中国，象征着重要的时间节点，串连起沧海
桑田、翻天覆地的40年。

风起云天，潮涌东方。以1978年为起点，古老的中华
民族开启了走向复兴的壮阔征程，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迈
向大踏步追赶时代的现代化道路。世界东方的这片热
土，在奋进中发展，在变革中新生。

40年来，中国奏响改革开放的激扬乐章。中国共产
党带领亿万人民，始终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始终上下求
索、锐意进取，始终与时俱进、一往无前，始终敞开胸襟、
拥抱世界。改革开放大潮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向民族
复兴澎湃而去，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书写
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壮丽史诗。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
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广东考察，庄严的宣示、豪迈的话语，是历史的回声，
也是时代的号角，穿越激荡40年，响彻壮阔新时代。

（二）1978年初夏，一次不同寻常的考察，在西欧五国
的25个城市展开。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代表团走访了法国、瑞
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五个国家。一个多月的见闻
让他感叹，“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回国
后，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从下午3点半开始一直
进行到晚上11点，足足讲了7个半小时。

彼时，瑞士发电厂已经在用计算机管理，而在中国西
南一家大型炼钢厂，一台140年前的英国机器居然还在使
用；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
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一首名为《中国，我的钥匙丢
了》的诗曾风靡一时，道出了全国上下热切的渴望：“那一
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中国，需要找到那把钥匙，
重新启动历史前进的时间，打开融入时代潮流的大门。

习近平总书记曾回顾当时的情况，“十年内乱后的中
国，经济濒于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邓小平同志一针
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
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可谓振聋发聩！

什么叫人心所向？什么叫大势所趋？就是说一点星
火就能燎原，一道裂缝就能破冰。

改革开放这把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钥匙，首先打开人
们头脑中那扇紧锁的门。“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教条式
的理论禁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思
想解放的大潮，如狂澜荡涤僵化落后的观念，冲破思想的禁
区，打破发展的僵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从敢于“大包干”到敢砸“大锅饭”，从“摸着石头过
河”到“杀出一条血路”，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到“敢于啃
硬骨头，敢于涉险滩”，40年来，我们面对过“改不改”的迷
茫，也遇到过“怎么改”的困惑，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思想解
放带来行动的破冰，让中国一路凯歌、勇猛精进。

改革之风从农村而起。包产到户一石击水，激活了
沉睡多年的乡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让工业化在农村播
种；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一路
走来，我们曾面对双轨制下“价格闯关”的风浪，也曾面对
国企改革企业重组的“下岗潮”；曾面对非典疫情的肆虐，
也曾经受汶川地震的考验；曾面对简政放权的阻力，也曾
面对经济转型的艰难，但革故的决心从未退缩，鼎新的脚
步从不停滞，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破除一切不合
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开放之门从特区打开。从深圳学香港，到沿海学特
区，再到内陆学沿海，春风几度玉门关。打开国门，新鲜空
气能进来，风啊雨啊也会进来。加入世贸组织，曾让不少
人担心“引狼入室”；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风暴也
冲击到中国；中美经贸摩擦，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
……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
中学会了游泳。中国始终迈开大步走向世界、敞开怀抱拥
抱世界，只因相信，“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在困顿中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又在接续奋斗中让这
条伟大的道路不断向前，中华民族发展的浩荡长河，在这
40年里爆发出积蓄已久的巨大势能，一路奔涌向前。

（三）如同春雷唤醒大地，改革开放书写了一个崭新
的时代篇章。不舍昼夜的改革开放历程，成就了一段波
澜壮阔的东方传奇，铺展开一条通往复兴的中国道路。

这是一条正确之路。它非先验，而是历经时间检
验。小岗破冰，深圳试水，浦东闯关，平潭浪涌，前海开
发，雄安启航……我们在无路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好路，
改革开放的脚步永不停滞。40年前一次毅然决然的启航
远征，最终成就了一次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浩荡进军。
实践证明，正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让我们成功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我完善和发展，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这是一条强国之路。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
有 3679 亿元；2017 年，已经站上 80 万亿元的历史新台
阶。40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2.8倍，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97.9倍，近年来每年经济增量相当

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经济规模……40年来，破立并举，改
革开放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思想和制度支点，
撬动了至今仍在持续的历史性前进。今天的中国，从过去
那个现代化的迟到国，变为现代化的实践中心，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一条富民之路。无论是小岗村的红手印，还是乡
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改革开放的诸多原动力，来自人民对
于美好生活的朴素追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变革的指针同样指向富民。从
短缺到充裕，从温饱到小康，7.4 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
贫，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人类发展史
上绝无仅有。改革开放的快车，以其一往无前的冲劲，让
所有中国人相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40年，这是一段取得“史诗般进步”的历程，也是一个
“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没有改革开放，就没
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这场中国的“第二
次革命”，让一个古老的国家焕发出奋斗的神采，让十几亿
人为梦想持之以恒，让40年的时间里曙光升腾、万物生长，
激荡起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

写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壮丽篇章，成为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判断的生动注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
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四）中国的重新崛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
议题。

在很多人看来，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像一
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势不可挡地开启了一段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辉煌历程”。鉴于中国的巨大成功，有学者甚
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经验是否可以说明，只要进
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过去40年里，很多国家、地区也
都进行过改革或是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从世
界范围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计划经济或类似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约有30个欧亚国家，涉及世界人口
的三分之一。直到1997年，绝大部分经济转轨的国家官方
统计GDP都没有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

有人把中国改革的成功简单归因于市场的作用，但不
少国家从来就是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却长期停滞不
前；有人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缘于采取渐进改革、增量改革
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采取渐进改革的国家都取得了成
功；有人还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源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但
世界上有些规模很大的国家仍然陷于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总结好改革开放
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40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
而且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
大动力。”站在40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需要思考，改革开
放这个“关键抉择”，让困顿中突围的中国踏上了怎样的崭
新历程？这个“活力之源”，如何激发出40年源源不断的力
量？这个“重要法宝”，是怎样推动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条“必由之路”从何而来，又
将把中国带往何方？

（五）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四个字，是一系列制度的
变革、一系列观念的更新、一系列行动的合力，是一段历时
40年的上下求索。“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
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
展的潮流中发展。”

历史前进的逻辑，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中华民族
一路走向复兴。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回忆，1979年夏天，
他在北京街头买了一碗汤面，卖面的人说自己是“个体户”，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词，那位个体户解释说：“我自己就
是单位。”这一幕让他感叹，“中国马上就要开始腾飞了”。

街头小摊贩的一句话，折射中国改革的密码。正是改
革这“关键一招”，让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
通过打破旧的体制机制，释放出了蕴藏于亿万人民的巨大
活力。生产力挣脱僵化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人从旧的思
想、旧的体制、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正是邓小平同志
所说的让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改革开放以制度
的巨大变革，激活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国由此万
马奔腾、生机勃发。

时代发展的潮流，就是顺应世界现代化进程、经济全球
化大势，让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述过一
段自己的经历。1979年他出访瑞典时，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用生涩的汉语问他：你是中国人吗？那时候中国人很少出
国，海外华人见到同胞会很激动。而现在，从比利时布鲁塞
尔的市政府大楼朝外看，“半个广场都是中国人”。

海外华人的故事，折射中国开放的视野。40年来，因
为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
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客源国、第一大
货物贸易国、13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靠着不断扩大

对外开放，中国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不仅
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
化为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发全球共鸣，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洪流奔涌40年，打破沉闷停滞，打破封闭僵化，让这
个国家40年来活力迸发，大踏步走向未来。美国学者塞
缪尔·亨廷顿感慨，改革开放使中国命运彻底跳出了近
代以来的“下降通道”，中国改革，最复杂也最成功。

（六）1978－2018，如果将这40年奔腾不息的伟大进
程，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来看，这一世界上“最
复杂”“最成功”的伟大变革，有着清晰的历史轨迹。

紧紧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条主线，改革开
放大幕初启至党的十八大，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鼓励探索，倡
导创造，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
伟大实践，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
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
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认识论、方法论到价值
论，从总目标、大方向到动力源，对改革开放进行系统性思
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理论
创新为指引、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我们党总揽全局，团结带领
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中华民族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奋
斗，让改革开放的中国步步逼近光辉的山巅。新一轮改
革开放大潮激荡，将历史性变革和成就写在广袤大地，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火车
头”，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四个全面”开拓治国理
政新境界，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全局……中国道路成就
中国奇迹，中国崛起带来中国震撼，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

40年前，誓言“赶上时代”的中国人在踏上改革开放
之路时也许不会想到，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
择，不仅让中国赶上了时代，还让其成为引领时代潮流
的重要力量。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让“中国号”巨轮驶入新的水域，也为全世界寻求
变革的人们提供了方法与视野、理论与实践。

（七）1978－2018，如果将这40年奔腾不息的伟大进
程，放到世界现代化史和制度变迁史来看，这一世界上“最
复杂”“最成功”的伟大变革，也深刻影响着世界。不止一
个西方学者说过，我们无法再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
发展，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的意义。

它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道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发
展中国家“走自己道路”的信心。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不
无感慨地总结，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本差异，中
国的崛起是一个新“现代化模式”的崛起。在世界的坐
标系中看，中国改革开放这个“20 世纪最重要事件之
一”，不仅助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深度融入世界，更
向世界证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

40年波澜壮阔的变革，绘出一个民族向上生长的脉
络，让中国在几十年时间里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
化历程。过去6年多来，这辆“复兴号”现代化列车，更在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驱动下，以飞驰的速度划出一道炫目
曲线，开辟了现代化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
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
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它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
跨越时代的真理力量。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俄罗斯

《真理报》刊发纪念文章指出，中国的成就让人们依然寄
望于“十月的光芒”。从跌宕起伏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史看，40年改革开放走出的这条“中国道路”，不仅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这两件大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以马克思命名的科学理
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40年改革开放，从
根本意义上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伟大社会变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出磅礴的力
量，让推断“历史终结”的人不得不修正观点，马克思主义
在实践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与道义的光芒。

独特的探索、独特的道路、独特的理论、独特的制
度，让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成为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
国家现代化潮流中最为重要的历史进程，更成为500年
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为厚重的历史篇章。

（八）2017年12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的嘉宾，来到
中央党校参观。在刻着“实事
求是”4个大字的石碑前，外国
政党的领导人们纷纷留影。

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软实
力”概念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约瑟夫·奈的一段话：中国
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
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
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

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
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
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无数探寻的目光投向中国。《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
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有个“古怪的想法”：要是美国
能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做一天中国”，是希望“在这一天
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克服难以迅速
作出重大决策的制度弱点。

让弗里德曼羡慕的，是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带来的高
效“国家能力”。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表述
为，“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
学者们用不计其数的案例表明，迈向现代化的每一步，每
一项改革与创新，都会涉及制度的调整、利益的重组。越
是重大的、深刻的改革，涉及的范围越大、利益也越复杂，
稍有不慎就可能“停车”乃至“翻车”。从历史经验来看，
那些在改革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就引发危机的国家，往往
是因为缺少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牢固的制度基础。

也许我们还需要打开另一个视野。40年前改革开放
航程初启，正值“戊戌变法”80周年。这个中国近代史上
的著名改革持续103天后以失败告终，改革者甚至付出生
命的代价。展开历史卷轴，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洋
务运动、百日维新，中华民族虽不乏“载入史册”的改革之
举，结局却鲜有善终。

20世纪70年代末中华大地开启的这场前所未有的
新的革命，因为始终有执政党的坚持和引领，而拥有最坚
实的政治保证，40年一气呵成，40年依然强劲。

40年来，正是因为党的坚强领导，确保了中国的改革
开放始终具有稳定的制度框架；正是因为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能够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把改革
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正是
因为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按照一定的顺
序、节奏和力度展开。相信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稍有
了解的人，都会同意这样的结论：“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
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

外媒观察，“强大的中央领导和先锋人物对正在崛起
的世界大国至关重要”，而他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
有远见的领导人”“一个认真的改革者”，“中国恰恰需要这
样一位领袖”。有人统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5年间，先后召开38次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365个重要改革
文件，确定357个重点改革任务；6年多来，共推出1600多
项改革方案，其中许多是事关全局、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

有人总结，曾经，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启示，更多是经济
方面的；但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国改革，则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借鉴。经济建设上，提出“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
强调高质量发展；政治建设上，更加强调制度建设，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建设上，坚定树立文
化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社会建设上，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生态文明建设上，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6年
多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
道，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本
质的特征，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九）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改革最不可思议之处在
于，它始终要在“世界级”体量的层面，处理“世界级”的难
题。美国学者傅高义曾说，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坚定地搞改革开放，没有前路可循，“中国面对的是一项
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

走过40年，中国改革依然面临许多“娄山关”“腊子
口”。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也让改
革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2018年10月金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改革开放的先
行之地广东。6年前履新之初，他首次出京考察就是来到
深圳，在莲花山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表达“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勇气和决心。而今再一次来到这块
热土，就是向世界宣示“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
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山峰是用来攀登的，河流是用来跨越的。今天的中
国，复兴图强的时间表，已进入至关重要的“下半程”。实
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擘
画了前后相续的目标，“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
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将改革进行到
底”，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我们的心胸燃烧着希望，我们前进的道路铺满阳光”
“让我们从今天出发飞向明天，让我们把每个日子都当做
新的起点”。1978年，中国诗人艾青写下《光的赞歌》。

40年大潮激荡，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淘沙见金，改革不惑，“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

启。沿着改革开放这条创造历史的道路不断奋进，锲而
不舍、一以贯之、再接再厉，中国人民将走向更加光辉的
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创 造 历 史 的 伟 大 变 革
—— 纪 念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上）

任仲平

胡一新，原名佃敬，又名一庭。
1907年出生，绥远（今内蒙古）丰镇
人，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4月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2师2
团一个连队的政治工作负责人。

胡一新知识渊博，文笔流畅，能
拉善唱。1937 年 12 月任中共晋绥
边区特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他充分
发挥特长，排节目，作演讲，广泛宣
传教育，发动群众，使党的统一战线
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在晋绥地区出现了
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全
民抗战的喜人局面。

1938 年 7 月，胡一新任八路军
第 120 师独立第 6 支队政治委员。
担任政委后，他善于发现战士的思
想问题，引导大家以乐观向上的革
命精神正视时局，和同志们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

1939 年秋，日、伪军兵分数路，
大举进犯晋绥边根据地。胡一新率

领骑兵营袭击临时驻扎在右玉县杀
虎口的一个伪骑兵连指挥部，仅用
半个多小时就全歼伪骑兵连。战斗
中，胡一新被子弹击中左眼和膝部，
膝关节被打碎。后在朔县墙凤岭韩
懈村隐蔽治疗。1940 年 4 月，胡一
新被转送延安治疗。由于医疗条件
太差，药品缺乏，他的伤势日渐严
重，伤口化脓，总是流血不止。前来
探望的战友伤心落泪，他却强忍着
疼痛安慰对方：“哭啥？革命哪有不
流血的！我这腿很快就会好的，到
那时我还要上前线打敌人呢！”

1940 年冬天，胡一新病情突然
加剧，医治无效牺牲，时年33岁。

文/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王 靖
（据新华社电）

胡一新：不怕流血牺牲

陈翰章，1913年生于吉林敦化，
1930年从敦化敖东中学毕业。“我立
志从事教育事业，目的是为了培养
优秀人才，改造国家……假如我的
理想因为被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打破

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
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
的鲜血、生命来赶走敌人！”这是陈
翰 章 在 毕 业 典 礼 上 发 出 的 铮 铮
誓言。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我
国东北。面对侵略者的铁蹄，陈翰
章毅然投笔从戎。1932 年，他告别
年迈的父母和新婚妻子，参加抗日
救国军。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陈翰
章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
日名将周保中的得力助手。

1934年春，陈翰章被派往北平、
天津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同年6月调
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工农义务队政治
指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
合军第 5 军 2 师参谋长，率部在宁

安、额穆、敦化、蛟河等地打击日
军。1936年起在东北抗日联军第2
军 2 师（后改为 5 师）先后任师参谋
长、师长，同年6月被选为中共南满
省委委员。率部在宁安、镜泊湖地
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曾指挥攻打宁
安、横道河子、破袭北湖头水电工程
等战斗。

1940年12月8日，由于叛徒出
卖，陈翰章被日军所围。陈翰章拒绝
了敌人的劝降，在激战中牺牲，年仅
27岁。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送
到伪满洲国新京（今长春）邀功请赏。

1948 年长春解放后，党组织派
人找到了他的遗首，安放在东北烈
士纪念馆，1955年又安葬于哈尔滨
烈士陵园。2013年6月13日，陈翰
章烈士身首合一，安葬在敦化市陈
翰章烈士陵园。

文/新华社记者 胥舒骜 刘 硕
（据新华社电）

陈翰章：投笔从戎杀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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