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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 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抗战将领遗属佟荣芳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激动不已，70 多年前父辈们奋勇

杀敌的一幕幕场景仿佛又在眼前一一闪现。

“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身者轻，

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重温佟麟阁将军在“七七”卢

沟桥事变时的慷慨陈词，仍然振聋发聩、壮怀激烈。

从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到佟麟阁、赵登禹、

张自忠、戴安澜……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将军深有感

触地说，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的英雄情怀。

战争硝烟早已逝去，悲壮历史却有着史诗般的回响。

时序进入秋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

年的各项活动渐入高潮。从一年前以法律形式设定胜

利纪念日、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修葺一处处抗战纪念

设施和遗址；从国家发布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到

民间自发掀起寻找抗战老兵、兴建抗战博物馆……中

华大地再掀缅怀英烈的热潮，那些抗击侵略、血洒沙场

的英雄，在 70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汇聚成一座座精神高

地，凝结成顽强不屈的民族魂魄。

侵略者炮弹夺去左权生命时，左太北还差两天过

两岁生日。“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他遗留下来的文

章。”谈起父亲，女儿左太北热泪盈眶，“我父亲亲眼目

睹日寇的残酷暴行，抱定了无论多艰难都要把日寇赶

出国土的决心。”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

产党人吹响了抗战号角，一支支抗日武装运用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打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到 1941年，党

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三分之二以上，伪

军 90％以上。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也先

后组织 22 场会战，顽强阻击着残暴的日军。敌后战场

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持久作战，粉碎了敌人速战速

决、灭亡中国的野心。

敌人的残暴，军民的抗争，激起无数中华儿女“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

下，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

级、阶层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

“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

战争这样，社会动员如此广泛，民族团结如此紧密，群众积

极性如此高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王树将军说，70

多年前的伟大抗战，每一次胜利，都是血的代价换来的。

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中

国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杨靖宇食棉絮、啃树

皮，顽强血战直至牺牲；赵一曼不为酷刑所惧，高唱《红

旗歌》慷慨就义；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狠牙山五壮士

宁愿跳江跳崖也不向敌人屈服；刘老庄连 82 勇士弹尽

粮绝，仍用石头、牙齿与敌人搏斗……还有淞沪抗战中

孤守绝地的“八百壮士”，中条山“六六战役”时跳入黄

河的“八百冷娃”……英雄们的一次次壮举，汇聚起了

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磅礴力量。

面对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

处都有“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壮阔场

景；五洲四海、异国他乡，到处都有华侨华人“御外侮、

挽危亡，愿为后盾”的积极行动。在重庆，70 名青壮僧

人组成“僧伽救护队”，整日奔走于断壁残垣间救助遇

难同胞；在散居海外的侨胞中，回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

有 4 万；台港澳同胞也在积极抗争，从台湾到大陆参加

抗战的勇士高达 5万之众……

“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

一曲《抗敌歌》，抒发了多少悲愤之情。“地无分南北，年

无分老幼”“四万万众，坚决抵抗”，英雄们的鲜血和生

命最终化作了胜利的彩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延安

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当游行队伍向彭德怀大碗敬酒时，

彭德怀接过酒碗，深情地说：“让我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抗

日壮士和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

上这碗酒吧！”他双手托碗，庄重地将酒洒在黄土地上。

山川不改仗英雄。英雄们绝境中抗争支撑起了一

个民族的苦难辉煌。“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

国情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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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将军认

为，血与火铸就的抗战精神，不仅是抵御外来侵略、维

护祖国统一的精神力量，也是鼓舞人们团结奋斗、推动

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

70 年前的 9 月 2 日，在受降国代表的注视下，曾经

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

苏里号战列舰上签字投降。签字完毕，随军的《大公

报》记者朱启平一看表，时间正是 9时 18分。

1931 年 9 月 18 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悍然入侵我

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长达 14 年的中国抗战由此拉开

序幕。“九一八”——正是“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中华

民族开启了逆转命运、浴火重生的历史征程。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在报道日本签字

投降的新闻中，朱启平写下的这 10个笔力千钧的文字，

寄托了多少英雄对国家未来殷殷期望之情。穿越 70年

风云岁月驻足回望，当年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中国，

已经在新生的道路上走出了很远、很远……

今天，我们以国家的名义向英雄致敬，向抗战老战士

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或其遗属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

章，缅怀抗战英烈，追忆峥嵘岁月，纪念伟大胜利。

9 月 3 日上午，天安门广场还将隆重举行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

这将是一次历史铭记，提醒我们不忘历史的痛，时刻敲

响警示的钟；这将是一次国家缅怀，强化我们的爱国情

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这将是一次庄严宣

誓，彰显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

英雄的事业不朽，和平的光芒永在。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以 国 家 的 名 义 致 敬
——献给浴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们

新华社记者 曹 智 梅常伟

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大

批清华人投笔从戎，参加东

北抗日联军、八路军、新四军

等抗战队伍；有的清华学子

他们成立战时工作准备队，

呼吁“今日欲求生路，唯有动

员全国抵抗之一途”，发出

《告全国民众书》的铿锵声

响；有的则坚守精神沃土，数

千师生和衷共济，以科学力

量为武器支援前线……

投 笔 从
戎 读书未敢
忘忧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

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

久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

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也由

此拉开序幕。清华学生立

即组织成立抗日救国会，

开展各种抗日活动。1100

名学生离校抗战，400 多名

清华学子成立“战时工作

准备队”，13 名学生加入东

北义勇军。

他们当中，有一批学

子毅然从军，投身战斗于

危难间。共产党员张甲洲

和于天放于 1932 年 4 月告

别清华，奔赴日军占领的

黑龙江省巴彦县，组织抗

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后来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下

设三个团，张甲洲任师长，

赵 尚 志 为 政 委 。 张 甲 洲

1933 年受中共满洲省委派

遣，到下江开辟敌占区秘

密工作，成为中共满洲省

委 三 江 地 区 地 下 党 负 责

人，然而在 1937 年一次奉

令撤离富锦转赴抗日部队

时，半路遭到敌人阻击，不

幸中弹牺牲，时年 31岁。

同时，还有部分学生

经过培训担任随军翻译，

参与到入缅战役、滇西战

役等战役中。他们有的协

助美军培训地面部队掌握

各种兵种的新式武器，有

的被派到美国为培训中国

飞行员和机械师做翻译，

有的则在美军总部工作。

当时就读于外文系的

翻译家许渊冲被分配到美

国志愿航空队总部所在的昆明巫家坝机场机要秘书室，

负责情报翻译工作。曾为陈纳德翻译迎战日机来袭情

报的他因功绩突出，得到陈纳德为他颁发的“飞虎章”。

潜心学术 坚守一方精神沃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被迫南迁长沙，与北京

大学、南开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1937 年底，南京沦

陷，长沙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又被迫迁往昆明，并改名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艰苦卓绝的联大八年。

几十栋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房成了临时的教学场

所，加上图书仪器等物资在由重庆转昆明的过程中被敌

机轰炸而几乎毁尽，办学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就在这样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联大师生抱定

“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必胜

信念，和衷共济，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坚守精神沃土。

梅贻琦、潘光旦、袁复礼三位教授的夫人曾组织互

助组，自制一种名为“定胜糕”的上海点心到大街上买，

赚钱补贴。

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认真备课。

他讲《楚辞》时，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给学生逐句

讲解。地质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作气象台……

“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战时教

授《中国文学史》的朱自清说。在爱国教师的共同努力

下，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达到 8000人，毕业生约

为 4000人，为国家培育并留住了一批爱国志士。

弦歌不辍 以技为枪支援前线

卢沟桥畔的隆隆炮声，扰乱了中国科学精英的强国

梦，却更勾起了他们以科学为武器救亡图存的爱国梦。

一批又一批清华师生将爱国之情倾注到学术研究

中，为抗战提供直接支持。清华大学的农业、航空、无线

电、金属等五个特种研究所，“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

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

1933年初，清华研制成功适合中国国情的成本低、效率

高、易推广锌粉制造方法，使得锌粉与军用烟幕弹大规模制

造成为可能。同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违反国际条约

使用毒气造成中国将士大量伤亡的危局，清华研制成功防

毒面具，先后两批共制造16000余副，提供给华北前线将士。

随着抗战愈演愈烈，叶企孙的学生熊大缜毅然放弃留

学并推迟婚期，前往冀中吕正操部队投身抗战。到达根据

地后改名为熊大正的他，先是在军区修械所当技术员，不

久又调任印刷所所长，后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

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同时在叶企孙的协助下，他很快

就聚集起100多名平津大学生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成立

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成功解决黑火药威力小的难

题。他们研制的炸药被用于炸毁日寇的火车。

物理学家周培源毅然放弃当时学界最热门的相对

论研究，转向湍流——空气动力学研究。女儿问父亲，

为何要放弃自己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

究，他回答说：“相对论并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

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清华英烈有

30 位，以青春和智慧谱写了一曲舍生取义的抗战赞

歌。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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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日，学生代表在张家口市察哈尔烈士陵园纪念先烈。当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河北张家口市举办“勿忘国耻 圆梦中
华”大型祭扫活动，来自市直机关、部队及社会群众、学生等代表参加。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

讯员向奇志 麻成标）8 月 27 日，中

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挪威

AMV公司负责人签订了《数字化凿

岩台车合作项目》。该项目的实施，

有望提高带动我国数字化凿岩台车

技术进步，改变这一高端设备长期

依赖进口的局面，填补我国工程机

械行业在隧道工程施工装备领域的

空白。

目前，隧道开挖施工主要采用

盾构法和钻爆法。盾构隧道施工法

是使用盾构机进行开挖、支护、出

渣施工修筑隧道的一种全机械化

全断面施工方法。钻爆法安全系

数较低，环境污染重、工人劳动强

度大，但施工灵活，地质适应性强、

设备费用相对低廉，因而在我国山

岭隧道及大地下空间开发中主要

采用钻爆法。

为解决钻爆法施工存在的问

题，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拟研发世界

先进的数字化凿岩台车设备。数字

化凿岩台车机械化、智能化程度高，

可实现自动钻孔作业等各种相关功

能，并具很高的人机对话功能，可在

凿岩过程中，智能分析岩层数据，修

整凿岩参数。这种机器钻孔质量

好，钻孔效率高，施工成本低，操作

人员需求少，施工安全性高，是凿岩

台车的主要发展方向。为尽快研发

出适合我国地质条件，能广泛推广

应用的智能化、本土化凿岩台车，铁

建重工选择联手行业小巨人 AMV

公司共同研发。

AMV 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生

产电脑隧道凿岩台车的公司，其全

电脑凿岩台车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占据全球全电脑凿

岩台车市场 70%的份额。作为我国地下工程装备行业

领军企业的铁建重工，拟通过此次合作，共同针对铁路、

公路、水利水电等隧道工程进行优化设计，研制适合我

国地质条件的高端凿岩设备，以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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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早在 8 月 23 日纪念活动专项演练时，北京市气象

局就提前两天准确预报出降雨天气趋势和特征，并提

供精细化气象服务保障。

“我们提供的各项气象服务力求体现精细化，包括气

象台制作的专报、重要时间节点的现场观测预报服务。”姚

学祥称，在天气预报中除常规要素外，还增加低云量和天

空状况、风向风速的预报；每次演练服务内容根据时间节

点要求涵盖天气展望、逐12小时天气预报、逐3小时预报、

逐小时天气预报及天气实况等，通过传真、邮件网等方式，

将产品发送至各级指挥机构及相关决策者手中。

为满足精细化定点定量预报需求，气象人在预报系

统方面苦下功夫。在原有的“0—12小时短时临近预报准

确率提升工程”核心系统——快速更新多尺度分析和预报

系统框架下，专门开发了1小时快速更新循环的短时数值

预报子系统，为预报员提供逐10分钟更新、1km分辨率的

客观分析及12小时内短时临近预报产品。此外，基于该

系统还开发了天安门地区的探空曲线等产品。

“在预报工作机制上，气象台、京津冀环境气象预

警中心加强重点时段天气会商，滚动跟进气象服务，加

强实况和预报结论的发布，并增加针对性的气象要素

预报。”姚学祥说。

高科技设备助力气象保障

京津冀环境气象预警中心的数值模式预测与评估

的结合应用，在 APEC会议气象服务保障中取得较好效

果。此次阅兵继续沿用该技术手段。该中心联合北京

市气候中心，采用动力统计预报和数值预报相结合的

技术，研发建立了京津冀区域 10 天至月尺度的环境气

象预报技术和系统。

姚学祥告诉记者，在中国气象局领导下，北京市气

象局联合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兄弟气象部门启

动华北区域应急加密观测保障机制，在重要时间节点

适时开展加密观测，包括人工和自动观测。

现场移动应急车 2辆、自动气象站 393个、天气雷达

2部、风廓线雷达 6部、微波辐射计 2部……这只是北京

市气象局直接参加纪念活动保障的观测力量。与此同

时，京津冀三地协同作战，17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开展

了云量、云高、能见度、天气现象的人工加密观测。在自

动观测方面，在已有观测设备基础上，新增多部云雷达、

云高仪、移动天气雷达、微波辐射计等，建立了从地面到

高空的立体观测网，大幅提升观测密度和观测时效。

“我们还特别加强风数据的获取，北京、河北、内

蒙古的 6 个常规 L 波段探空站开展了高空加密气象观

测，京津冀 9 部风廓线雷达实现组网观测，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铁塔和香河铁塔、天津市气象局

大气边界层铁塔等也都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资料。”姚

学祥说。 （科技日报北京9月2日电）

（上接第一版）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视死如

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国

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成千上万的英雄们

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奋勇前进，彰显出中华民族威武

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敌的一次次

入侵，中华民族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顽强抗争，

奏 响 了 无 数 气 壮 山 河 的 英 雄 凯 歌 。 在 抗 战 英 雄 身

上，充分展现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

国人民抱定了抗战到底的信念，终于打败了凶恶的

侵略者、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人类战争史

上的一个奇迹。

习近平指出，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

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

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

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

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八路军老战士、军事科学院原院长蒋顺学中将，参

加过解放牡丹江等战斗的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马·
阿·加列耶夫大将代表接受颁章人员发言。

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大家合影留念。

接受颁章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

属是：刘汉生、李力安、安志文、赵东宛、庄炎林、吴庆

彤、万海峰、蒋顺学、刘振华、朱光、魏金山、于丁、梁斌、

史保东、孙庭江、李占瑞、林上元、佟荣芳、陈立人、张素

久、马·阿·加列耶夫、陈香梅、小林宽澄、塔·戈·舒德

洛、杰·温雅德、尤·尼·亚斯涅夫、约瑟夫·沃伦·史迪

威、托马斯·拉贝、苏曼加拉·博卡、马克·白求恩。

刘奇葆、许其亮、范长龙、栗战书、郭金龙、杨晶、杨

洁篪、郭声琨和房峰辉出席纪念章颁发仪式。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有关人

民团体和北京市负责同志，接受颁章人员亲属以及 70

名少年儿童代表参加仪式。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

义，向约 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

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表彰他们的

历史功勋，彰显他们的荣誉地位，体现了对抗战英雄的

深切关怀和崇高敬意，体现了对历史的铭记和对伟大抗

战精神的弘扬。

纪念章正面铸有抗日战士浮雕、延安宝塔山、黄

河、橄榄枝、光芒图案，寓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

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国

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全民族抗

战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颂扬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和

抗战将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作出的历史贡献，展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光明前景。

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章在京隆重颁发

科技日报北京9月2日电（记者刘垠）葛庭燧穿越

火线为八路军制作炸药和地雷，茅以升为抗战建造钱

塘江大桥后再炸桥，王淦昌、周培源、黎锦熙等在大后

方为国培育人才……2 日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

新闻中心举行的第五场记者会上，民主党派人士畅谈

对抗日战争的认识。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邵鸿答记者问时表示，九三学社成立于抗战后期，抗战

中的作用可能并不明显，但九三学社的创社前辈在伟

大的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九三学社也因庆祝抗日战争胜

利而定名。70 年来，这里先后涌现出许德珩、周培源、

吴阶平等卓越领导人；王淦昌、邓稼先、陈芳允、程开

甲、赵九章等“两弹一星”元勋；王选、黄昆、师昌绪、谢

家麟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启功、俞平伯、谭

其骧等社会科学大家，潘建伟、杨佳等当代英才娇子，

还有 17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为

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战中的九三学社前辈

科技日报讯 （乔相豹 刘理政 记者乔地）中国人

民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河南省镇平县玉

雕师侯天罡历时 3年雕刻的 3件抗战题材玉雕作品《怒

吼》《战地黄花》《大刀向鬼子砍去》格外显眼。

为淘得一件合适玉料，侯天罡曾骑着摩托车在

镇平与南阳间往返无数次,走遍镇平县人武部、县彭

雪枫纪念馆、县烈士陵园办等 10 多处查寻图案声像

资料；曾在 3 个多月里集中观看 30 多部抗战题材的

影视剧和纪录片；也曾在画出的 300 多幅抗战题材的

习作中纠结哪一幅最合适，还曾多次向玉雕界同行

请教。

“独玉是南阳一绝，抗战是国家记忆。我想用精美

的独玉展现抗战的悲壮，引起人们的共鸣，以此缅怀历

史，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侯天罡告诉记者。

退伍军人 3年完成 3件抗战题材玉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