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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周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国
内60家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共
同推出“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
抗战文物专题展”，7日起向公众开
放。

展览突出庆祝建党百年主题
主线，紧扣讴歌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精选
抗战文物 500 余件/套、珍贵历史

图片 80 余幅，辅以相关文字、地
图、图表、景观以及多媒体展示手
段，分为“勇担历史重任 誓为民
族先锋”“秉持民族大义 坚持团
结抗战”“制定胜敌方略 引领抗
战方向”“开辟敌后战场 开展人
民战争”“推进伟大工程 夺取抗
战胜利”五个部分，通过以物证史，
把抗战文物史料背后蕴藏的动人故
事和承载的伟大精神，传递给人民
大众，引领人们从历史中汲取信仰、
智慧和前行的力量。 据新华社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专题展”在京展出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纪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 84 周年仪式 7
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纪念
仪式。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雄伟庄
严。上午10时，纪念仪式在雄壮
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
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中国共产
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延
安与中国青年》两首抗战诗文，
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松花
江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表达了年轻一代以史为鉴、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立志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的坚定决心。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
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序厅，手捧
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
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
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
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

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在
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
表、抗战将领亲属代表，首都学
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
代表400余人参加。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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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抗战
14岁时追随八路军参加抗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我追随
八路军离开村子参加抗战。”在四
川生活了半辈子的张文辉回忆，

“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消息传到
了他的老家山西省长治县中山头
村，“大家都十分痛恨侵华日军。
没隔多久，日军就来到了我的家
乡。”

当时年仅14岁的张文辉和很
多人一样，都想赶走侵略者。也在
这时，一支穿灰布军装的八路军队
伍来到村里。“他们没有惊扰村民，
只是在墙上写下呼吁抗战的标

语。”张文辉说，有胆大识字的村民
念出墙上的字，“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与华北共存亡”……

虽然年少，但张文辉感到热血
沸腾，主动帮着提刷标语的石灰
桶，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一路上
他萌生了参军抗战的念头。

“我想当兵，但家人不同意。”
八路军离开后，张文辉急了，和 3
个同龄人商量一番后，便瞒着家人
朝八路军走的方向追去。之后，他
辗转加入八路军，并在抗战中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多地参加对日
作战。

牢记国耻
把先烈的精神传承下去

抗战结束后，张文辉来到了四
川，了解到更多关于川军抗战的故
事。他说：“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感
谢川人为抗战不顾一切的付出。”

“现在，我学会了使用电脑，想
把这些历史都记录下来。”张文辉
说，“七七事变”爆发后，无数英雄
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保卫祖
国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希望年轻一代多学
历史，了解历史，“这样才能把先烈
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才能真正
不忘国耻，砥砺前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

98岁抗战老兵张文辉。

1937年 7月 7日，
日军借口有士兵在

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失踪，强
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
在遭到中国守军严辞拒绝
后，日军武力炮轰宛平城，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
事变”。

事变第二天，中共中
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
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
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
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
寇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
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合
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正式形成。

2021 年 7 月 7 日是
“七七事变”84周年。如
今硝烟已散，和平安宁，但
那段艰难困苦的抗战岁
月，仍刻骨铭心。当天，98
岁的八路军老战士张文辉
再次追忆起那段不能忘却
的历史，并提醒后辈勿忘
国耻。

98岁八路军抗战老兵：

牢记国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84年过去了
站在今天的
北京宛平城墙下
仍能看到当年的弹坑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
掀开历史中的这一页
一字一句背后
都是望不尽的山河破碎
数不完的血泪与苦难

如今
岁月早已在参差中走过
山河无恙
国泰民安

然而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深深懂得：
只有发展才能自强
只有强盛才有尊严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据新华社

这是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南京7月7日电“铛、
铛、铛……”7 日早上八点半，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国殇难忘
警钟长鸣”——撞响和平大钟仪
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学
生代表和观众代表等12人，撞响
大钟 13 声，寓意牢记国耻、珍爱
和平。

“紫金草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成员李真铭在参加撞钟仪式后，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他的父亲李
高山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也是曾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抗战老
兵。他说：“父亲出身贫寒，13岁
就参军，南京沦陷当天，驻守挹江
门的父亲不幸被侵华日军俘虏，
两次死里逃生。父亲在世的时
候，就一直说落后就要挨打，希望
祖国强大。作为他的儿子，我有
责任和义务把他的经历和这段历
史传承下去。”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的学生
代表叶潇雅在参加仪式后，对和
平也有了新的感悟。“和平来之不
易，需要每个人都牢牢铭记历史，
要记住先人为了我们曾经付出了
鲜血与生命，才能更加珍惜今天
的快乐生活。”

据了解，从2018年9月18日
开始，纪念馆常态化开展撞钟悼
念仪式，每天邀请首批进馆参观
的 12 名观众代表共同撞响和平
大钟 13 声，寓意对 30 多万死难
者的追思和对和平的祈愿。从
此，“江东门的钟声”每天都会响
起，截至今日已举办798次，共有
9576人参与，撞响10374声。即
使受到疫情影响，线下的撞钟仪
式暂停，纪念馆线上（官方微博）
的撞钟仪式也从未停止。

“江东门的钟声是缅怀、铭
记、警示，更是在表达对和平的
祈愿。”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
如今中国的发展翻天覆地、日新
月异，南京作为国际和平城市，
希望能与全世界的和平之士一
起，共同传承历史记忆、传递和
平之声。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周年

南京撞响和平大钟

和平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