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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凝聚磅礴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吴

浩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

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

浪！”这首流传不朽的抗战歌曲 《松花江上》，道

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遭遇的悲惨境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用短短 4 个多月时

间侵占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东北人民奋起反

抗，坚决不当亡国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

北抗日联军活跃在白山黑水间，与穷凶极恶的日

本侵略者进行长达 14 年的苦斗。

14 年间，东北抗日联军涌现出以杨靖宇、赵尚

志、赵一曼、“八女投江”等为杰出代表的民族英雄

和英雄群体，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

英雄篇章，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铸就形成了

彪炳史册的东北抗联精神。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我 的 家 在 东 北 松 花 江 上 ， 那 里 有 森 林 煤

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金秋时节，

黑 土 地 上 一 派 收 获 的 繁 忙 景 象 。 白 山 黑 水 间 ，

到 处 洋 溢 着 丰 收 的 喜 悦 。 滚 滚 东 流 的 松 花 江

水，见证着新时代的繁荣景象。而 76 年前，处

于日本铁蹄之下的东北三省，却是名副其实的

“人间炼狱”。

在哈尔滨尚志市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

内，记者看到这样几组图片：村镇凋敝，百姓衣

着褴褛，日本开拓团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粮

食⋯⋯在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阶级长期的残酷

剥削、压榨下，元宝村村民生活一贫如洗，缺吃

少穿，常年以糠菜充饥，最穷的人家只有一条裤

子，谁出门谁穿。

在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

址，侵华日军曾在这里犯下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

行：在暗无天日的“四方楼”内，臭名昭著的七

三一部队使用鼠疫、炭疽、霍乱、结核、伤寒等

数十种细菌和病毒进行大规模惨无人道的人体

实验。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

里就有反抗。九一八事变后，一批批爱国志士不

甘当亡国奴，奋起反抗，在东北掀起了风起云涌的

抗日斗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

联军。

从 1931 年到 1945 年，东北抗日联军孤悬敌

后 进 行 了 长 期 艰 苦 卓 绝 的 斗 争 ， 被 日 寇 视 为

“心腹大患”。史学界评价，“东北抗日联军所进

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其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

酷，时间之长久，牺牲之壮烈，在中国革命史

上是少有的”。

英勇斗争气壮山河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931 年 9 月 19 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中共满

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

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反

法西斯战争宣言。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江桥抗战

打响了中国军民“大规模、有组织、主动抗战”的

“第一枪”，开中国抗日战争之先声，振全国抗日救

国之精神，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组建和

武装抗日斗争的发展。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研究员张洪兴告

诉记者，“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人民革命军、东

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抗日义勇军兴起、组建

和开展武装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

党的支持、领导和协助”。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委在

支持与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抗日斗争的同

时，提出了关于创建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的

方针。1931 年底至 1933 年，东北党组织先后在南

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党领导的十几支

反日游击队。1933 年，各反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

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反日联合军，抗日游击战被推

向高潮。

1936 年 2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为

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统一称为“东北抗日

联军”。随后，东北抗日联军 11 个军陆续成立，东

北抗日形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40 年以后，由于日伪“大讨伐”和推行残酷

的“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东北抗日联军陷入极

端艰难的环境，人数从 1937 年的 3 万余人缩减到

1940 年的约 2000 人。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东

北抗联大部分人员越境到苏联进行整训，留下少

数部队在东北继续进行游击战。

“从 1941 年春到 1945 年 8 月，在苏联境内的南

北抗联野营以及后来成立的东北抗联教导旅，共

派遣抗联小部队 30 余支返回东北，用鲜血和生命

获取大量重要军事情报，为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

战提供了重要的进攻依据。”东北抗日联军博物馆

讲解员孟娇讲解道。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

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

山。”14 年间，东北抗联将士克服恶劣的自然环

境，以简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开展艰苦

卓绝的英勇斗争，杀伤其大量有生力量，成为支

撑东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奋勇搏击新时代

“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

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

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这首抗

联将领赵尚志所作的 《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

写出了抗联战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

神。东北抗联精神就孕育在东北抗联将士 14 年的

艰苦斗争中。

黑龙江省长期对东北抗联精神进行研究。“东

北抗联精神是东北抗日联军用鲜血和生命浇灌出

的精神之花，是我们党、军队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

富。”张洪兴称，东北抗联精神包含了忠贞报国、勇

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

勇战斗精神；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不怕牺牲精

神；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休戚与

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简单而言，就是

“勇赴国难、自觉担当、顽强苦斗、舍生取义、团结

御侮”。

“东北抗联精神产生于抗日战争年代，尽管有

其固有的内核和不变的根本，但它并不是保守僵

化、一成不变的。”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

主任何伟志看来，在新时代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

神，绝不只是简单感怀和铭记，而是要实现东北抗

联精神与新时代精神价值追求的有机结合，最大

限度转化为新时代的前行动力和磅礴力量，使东

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当今世界，粮食安全、资源短缺、疫病流行、气

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

和人类生存构成严峻挑战。借鉴东北抗联打破国

域限制、实现联合抗战、团结御侮的成功范例，从

东北抗联精神中吸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营养，对于有效应对挑战、推动共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弘扬东北抗

联精神，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我们就不

会被各种风险挑战吓倒，始终在伟大斗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强敏说，要让

更多人了解东北抗联的革命历史，鼓舞人心、催人

奋进，为新时代凝聚起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

红色热土青山常在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靖宇县位于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山西麓，这里是

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殉国地。抗日战争时期，在

艰苦恶劣的条件下，杨靖宇将军领导抗日武装同数

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牺牲时胃里全是枯草、树

皮、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

志伟认为，以杨靖宇为代表的抗联战士们以巨大的

牺牲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凝聚起捍卫民族尊严的磅

礴力量，艰苦的抗争铸就成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鼓

舞着中国人民最终夺取抗战胜利。

东北抗联精神是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财富，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杨靖宇原名马尚德，

马铖明是他的曾孙。两年前，从天津大学毕业的马

铖明放弃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选择来到靖宇

县，成为一名选调生扎根基层。上班第一天他便到

靖宇镇保安村报了到，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住进

村里，一住就是两年。“这两年，感受着靖宇这片土地

的亲切，见证着农村的发展变化，更加坚定了当初的

选择。作为烈士后代，希望能继承先辈的遗志，为这

片土地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马铖明说。

东北抗联精神鼓舞着靖宇县人民从胜利走向胜

利。2020 年，靖宇县历史性地摘掉了贫困县的“帽

子”。靖宇县委书记于淼告诉记者，靖宇县城镇和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4787 元和 12618

元，分别是 2015 年的 1.4 倍和 1.8 倍。昔日的贫困山

村被改造成中药材基地，人参、五味子、灵芝等中草

药打开了农民增收致富之门。高秀虎曾是龙泉镇大

北山村贫困户，这几年在政府扶持下搞起灵芝种植，

实现个人致富目标的同时，作为党员的他带动周边

群众发展灵芝、贝母等种植产业，带领乡亲们走上了

致富路。

中民康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地产药材

加工等业务，公司副总经理颜旭说，“在英雄洒下热

血的黑土地上兴建企业，要担起更多社会责任，把红

色基因烙印在企业文化之中”。该公司曾参与花园口

镇新春村的扶贫开发，通过提供资金和种子、高于市

场价回收产品等方式助农增收。

如今，靖宇县打造出“矿泉名城”“北国药都”等

名片，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引领绿色发展，让这片

红色热土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气象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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