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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
从松花江畔到长白山下，从龙江大地到鸭
绿江畔，东北三省各地纷纷拉响防空警
报，军地广泛开展学英烈事迹、唱抗战歌
曲、讲红色故事等活动，引导部队官兵和
广大群众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

战争硝烟已散，历史
不容忘却

9月 18日一大早，年过古稀的老兵
王力平就赶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在残历碑广场默哀凭吊。

当天上午，近千名军民在这里举行
“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咚，咚，
咚……”14声震人心扉的钟声响起。比
警钟更沉重的，是人们对于87年前那场
历史灾难的沉痛记忆——

1931年 9月 18日 22时许，日本关
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
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
营 袭 击 东 北 军 ，制 造 了 震 惊 中 外 的

“九?一八”事变，由此拉开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序幕。

辽 宁 省 军 区 领 导 介 绍 ：“14声 警
钟，代表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 14年，寓
意中国人民长达 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
岁月。”

14声警钟过后，提醒人们勿忘国耻
的警报声在沈阳市上空响起，全场一片
肃静，大家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的英烈，沉痛悼念死难同胞。市区主要
街路的车辆也一律停驶鸣笛，行人肃立。

为铭记历史，从 1995年起，沈阳市
每年9月18日当天都在全城拉响警报3
分钟。“对于苦难的历史，我们从未忘

记!”白发苍苍的刘建军老人告诉记者，
“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家人被日军残
忍杀害，这些年，每年他都要到残历碑
广场祭奠死去的亲人和死难同胞。

87年前的警报，是外敌入侵、国破
家亡的悲怆。87年后的警报，是拒绝遗
忘、奋发图强的自省。战争的硝烟早已
散去，但历史并没有被忘记。

“撞响警钟那一刻，身上的责任感、
使命感在我胸中升腾。”中航沈阳黎明
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员工李志强连续
多年参加撞钟鸣警仪式。今年，担任撞
钟手的他心绪难平：“今天的和平来之
不易，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

敲响脑中警钟，扛起
肩上使命

“能来参加‘九?一八’事变的纪念
活动，我们都很激动。”长春市西五小学
学生张强告诉记者，他今天早早就起床
做好了准备。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当天上午，
长春市驻军部队官兵和吉林建筑大学、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等学校师生代表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沦陷史陈列馆
前，以默哀、宣誓、献花等形式纪念那段
远去的历史。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东北沦陷
的历史，连日来，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
沦陷史陈列馆安排专职讲解员加场为
观众讲解。

一张张图片令人警醒，一段段史料
引人深思……记者在现场看到，100多
名刚刚踏入军营的北部战区空军某部
新兵也专程来到这里重温历史。该部

带队领导介绍：“组织新兵来这里参观，
是为了激励大家勿忘国耻、发愤图强，
坚定爱军精武、保家卫国的决心。”在陈
列馆序厅的大型雕刻旁，用中、英、俄、
韩、日等 12种文字书写的“勿忘九?一
八”引人注目。新兵们认真观看图片和
文字介绍，有的还掏出笔记本记录。看
到二楼走廊里巨幅浮雕上血淋淋的场
景，新兵吴国峰不禁感慨：“落后就要挨
打，没有国哪有家……”新兵何超告诉
记者，参观前他特意重温了那段历史：
从“九?一八”事变那天起，中国人民进
行了 14年不屈不挠、气壮山河的抗争，
这14年间，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寇进行大
小战斗66611次，消灭18万日伪军，牵制
了70多万日本关东军，为抗战全面胜利
作出了不朽贡献。

让历史照亮前行的路。参观现场，
00后新兵于诚帅举着手机频频拍照。
他说，他要把这些照片发到朋友圈，让
更多不能到现场的同学和朋友看看，

“有人说我们新生代是责任缺失的一
代，可我要告诉他们，我们年少未敢忘
忧国。作为新兵，我们更要敲响脑中的
警钟，扛起肩上的使命。”

沿着英雄足迹，传承
抗联精神

9月 18日上午，黑龙江省 13个城市
全部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声过后，牡丹
江军分区在林口县乌斯浑河组织实战
化演练，参演现役官兵和民兵沿着当年
抗联将士的战斗足迹，挺进林海。演练
结束后，大家迈着整齐步伐来到“八女
投江”纪念馆前，凝望英雄雕塑、聆听抗

联故事。
“当年抗联将士们在极端恶劣的情

况下，沿着这条林间小路，深入林海雪
原英勇战斗……”军分区领导登上台
阶，现场展开战斗动员，“牢记‘九?一
八’事变是知耻后勇的历史反省，是珍
爱和平的真诚呼唤，作为英雄的接班
人，我们一定要传承抗联精神，为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而奋斗……”

踏访当年抗联将士战斗的地方，记
者刚到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就听见
官兵正高唱国歌。这首《义勇军进行
曲》，曾激励着抗联战士英勇奋战。一
次次踏访抗联故地，一次次重温抗联故
事，该旅官兵早已对那段历史耳熟能
详：“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东北抗日武装，将义勇军、中共抗日游
击队、部分原东北军和农民武装组成东
北抗日联军，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沿着吉林红石国家森林公园通往
白山湖的公路一路前行，记者来到蒿子
湖杨靖宇密营。该旅领导介绍，当年杨
靖宇将军就是在这座密营策划了4场经
典战役。在密营附近，正在进行对抗演
练的官兵士气高昂。这支前身是晋察
冀军区游击部队的边城劲旅，每年都组
织官兵深入长白山脉开展对抗演练。

“我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
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回想起习主席
在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仪式上的讲话，
广大官兵振奋不已。他们纷纷表示，今
天，国土被敌人铁蹄践踏的历史早已远
去，“可爱的家乡”也早已从敌人手中夺
回，但军人心中的狼烟绝不能消散，一
定要枕戈待旦，不让悲剧重演，不让屈
辱重现。

警钟长鸣，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东北三省开展“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强化全民国防观念纪实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梁忠春 赵 雷

本报讯 文宇、特约记者沈为民报
道：9月 1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政委刘锐将墨绿烫金的收藏证书，郑
重递交到王继才烈士的妻子王仕花手
中。王继才烈士的部分遗物将被作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重要见证珍藏

于军事博物馆。
7月 27日，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

王继才在执勤时去世，年仅58岁。军事
博物馆第一时间派出征集人员到开山岛
征集烈士遗物。军事博物馆文物征集保
管室馆员张鸿宇介绍：“这些珍贵的实物

是王继才烈士守岛32年的见证，作为国
家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示范基地，军
事博物馆有责任把它们收藏好、保护好、
传播好。”

得知军事博物馆来征集王继才烈士
的遗物，王继才的家人决定，将他生前使

用过的海防哨所《执勤证》、手摇步话机、
收音机、马灯、海防日记、国旗等25件遗
物无偿捐献给军事博物馆。一件物品就
是一个感人故事。迷彩服上的补丁是王
仕花帮王继才补上的，让他重新换一件，
他硬是不让；手摇发电收音机是当年一
名上岛采访记者送给王继才的，当时岛
上没电，就靠这个收音机收听新闻、了解
岛外的情况。

据悉，王继才烈士的这些遗物将在
“新征集文物成果展”主题展览等时机对
外展出，让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群众，通
过这些实物了解王继才的感人事迹，把
他的爱国奉献精神传承下去。

王继才烈士25件遗物被军博收藏

本报讯 蔡晓峰、武小文报道：9月
17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聚焦‘精忠报国’、培育时
代新人”座谈会在南通市举行，江苏军地
代表百余人齐聚通州区忠孝文化园，共
议全民国防教育。

与会代表认为，精忠报国是中国历
代仁人志士的精神标识。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把国防教育和全民教育引
导到“精忠报国、崇尚英雄”上来，切实用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导群众争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会上，军地代表围绕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畅所欲言：发挥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优
势推动国防教育创新；把国防教育纳入
学校教育、干部轮训各个环节；全民国防
教育要紧贴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

会议为“江苏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授牌，对2017年度国防教育创新工作获
奖个人进行了表彰。笔者了解到，作为
一座具有鲜明特色的主题公园，通州区
忠孝文化园以弘扬精忠报国、增强国防
观念为宗旨，至今已接待国内外游客60
万人次。

江苏军地代表共议全民国防教育

用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87周
年。9月 18日，全国各地拉响防空警
报，唤起人们沉痛的记忆。那段交织
着屈辱与抗争、苦难与辉煌的历史，
发出久久回响，直击人们心灵。

“九?一八”事变当夜，东北地区
及辽宁省的军政要员们大半不在岗
位上。东北军得到的命令竟然是：
不准抵抗。就这样，短短 4个多月，
东北地区全部沦陷，3000多万同胞
沦为亡国奴。

谁来担当民族大义？谁来挽狂
澜于既倒？就在事变当夜，居住在沈
阳南三经路 81号的中共满洲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的赵毅敏，听到外面的
枪炮声，连夜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
武装占据满洲宣言》，并于 9月 19日
清晨在沈阳城散发。在接下来 3天
里，我党更是连续发出多篇宣言，号
召民众“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派
出一大批骨干进入东北领导抗日武
装，组建抗日联军。“四万万人齐蹈
厉”“誓死不当亡国奴”，一时间，“义
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抗日
武 装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 现 在 东 北 大
地。从此，中华儿女展开了一场长达
14年之久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并取
得最终的胜利。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如何对待
那段并未远去的历史，日德两国给出
了不同的态度。人们至今还记得时
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
人殉难纪念碑前的惊天一跪。然而，
同为侵略国的日本，时至今日仍在一
味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史 ，从公然参
拜靖国神社到一意孤行强推解禁集
体自卫权，从篡改历史教科书到鼓吹

“战争责任未定”论，从否定南京大屠
杀到架空和平宪法，不断为日本军国
主义“招魂”。

否定历史、遗忘历史的不仅仅是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洁洁良事件”“抗
日碉堡事件”“四行仓库事件”“粉笔张
小龙事件”……在国内，极少数人一次
次戳破历史底线的恶劣行径警醒我
们，灾难和耻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后
人遗忘历史。当我们慨叹岁月静好
时，可曾知道“偌大华北,放不下一张
平静的书桌”；当有人在网络发布“精
日”言论时，可曾想到 1938年南京惨
遭屠杀的几十万同胞……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
身立命的基础。”历史的真相不容歪
曲，历史的面孔必须清晰。生为一国
人，须有一国魂。从历史的缅怀中建
立正确、清醒、理智的历史观与国防
观，这既是每个公民应该有的自觉，也
是国防教育的责任。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
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
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
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防教育改
革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又突出

强调加强全民国防教育；今年 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正式施行……

这些制度和法律，为的就是提醒
我们不要忘却历史，提醒我们必须像
抚摸伤疤一样时刻铭记中国人民曾经
饱受的屈辱与苦难，提醒我们珍惜来
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87
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当年积贫积弱的“东亚
病夫”早已脱胎换骨，中华民族以全
新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然而我们
也要清醒地看到，和平虽然来到，战
争却从未走远。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
烽烟。”让警钟长鸣心中，是对历史
最深的敬畏。每个中华儿女都能同
80多年前的先辈们一般“担民族大
义，做民族脊梁”，我们的民族才能
勠力前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书
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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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本报特约记者 梁忠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