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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清明又至。因疫情防控
要求，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依然
处于闭馆状态。然而，馆长吴建平这些
天却无法平静。抗疫期间，北京某报一
微信公众号刊发上海某知名高校教授
的访谈文章《瘟疫与防疫：历史之假与
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发出“侵华日军
的鼠疫战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
实”“所有证据都经不住推敲”等惊人言
论后，作为以反映日本细菌战犯罪史实
为主题的展览馆，每天都有新闻媒体或
热心群众打电话咨询相关问题。

吴建平的另一个身份是细菌战鼠
疫受害者的后代。吴建平的爷爷被日
寇刺了7刀而丧命，叔叔和姑妈死于日
军制造的鼠疫，父亲吴世根死里逃生，
历经战乱之苦。上个世纪末，吴世根作
为细菌战鼠疫亲历者参加了中国细菌
战受害者对日诉讼。

吴建平从小就听父亲讲述侵华日
军暴行，退休后，他作为志愿者担任侵
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记录并
向后人讲述那段历史。

“真相就在这儿，证据就在这儿，我
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不到现地、不找当
事人核实真相？！”吴建平告诉记者，此
事在饱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之苦的衢州，
激起了细菌战死难者遗属和受害者家
属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吴建平推开展览馆沉甸甸的铁门，
也为记者打开了沉重的历史记忆：1940
年10月4日上午，一架日军飞机侵入衢
州城区上空旋转一圈后，迅速俯冲低空
飞行，在城内人口最为密集的水亭门街
区一带来回播撒麦粒、粟米、麦麸、碎布
片、传单等物品。随后，住在罗汉井的
居民在天井中的金鱼池里发现，水面上
浮着一层密集的跳蚤。不久，当地出现
大量自毙死鼠，并陆续有居民突发疾病
身亡，经卫生部门检验，诊断为腺鼠
疫。省级卫生机构也从送检的空投物
中发现了夹杂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
而这只是开始，据统计，1940年至1945
年间，侵华日军在衢州实施细菌战，造
成衢州各地连续8年的传染病大流行，
累计发病30万人以上，死亡5万多人。

“细菌战罪行已被日本法院认定存
在！”吴建平告诉记者，1998年起，衢州地
区先后有29名细菌战受害者和遗属加入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要
求日本政府就细菌战罪行造成的损失，
给予谢罪和赔偿。原731部队航空班成
员松本正一，曾参与对衢州的细菌武器
攻击，良知未泯的他在耄耋之年决定向
中国受害者忏悔谢罪，并向法庭递交了
证词材料。虽然后来日本法院以“国家
无答责”“《日中共同声明》中国放弃了赔
偿请求权”等理由驳回了原告请求，但判
决书中，承认了731部队的罪恶，认定了
中国原告方提出的日本细菌战加害状况
及中国平民受害事实。也就是说，日本
政府承认曾经对华实施过细菌战这一事
实。对此，包括日本《朝日新闻》在内的
各大媒体均有报道。侵华日军实施的细
菌战，不是仅有受害者一方单方面的“孤
证”，更是得到医学、史学等多学科的相
互佐证，形成了严谨的证据链。

“只有把罪证立在那里，这一页才
不会被轻易翻过去。”从日本回来后，吴
世根与原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受害者
协会首任会长杨大方、细菌战调查者邱
明轩医师等一道，在当时衢县县城遭受
日军飞机投下鼠疫跳蚤的旧址上，建起
了这座历史展览馆。如今，展览馆已成

为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全国
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浙江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走进展览馆，展览区里是《莫忘历
史——衢州抗战图片展》。其中，“日军
施放毒细菌、江南瘟疫大流行”“调查细
菌战罪证、控诉旧日军罪行”和“张扬正
义、友人援臂”等专题，以珍贵的资料、
图片、实物，呈现侵华日军对衢施用生
化武器的滔天罪行。而在纪念区，竖有
一块“细菌战死难者民众纪念碑”，纪念
碑旁的墙上，刻着部分细菌战受害者名
单，由于疫情凶猛、死难者众多，不少人
甚至没有名字，只能以车夫、丫鬟的称
呼代替，让人唏嘘……

“说什么‘所有证据都经不住推
敲’？铁证就在我们身边！”吴建平有些
激动，“来这里看看，我们纪念馆存有各
种证据。也可以到衢州乡村去看看，那
里依然有患‘细菌战烂脚病’的老人，他
们的脚都因当年日军的细菌战而终年
溃烂，几十年经受着病痛煎熬……”

吴建平告诉记者，去年展览馆接待
参观者超过4万人次，他和衢州人民都
欢迎和感谢愿意前来寻找真相的人。
因为记住历史、居安思危，是对死难者
的尊重，更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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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柯穴报道：“韦毅到
莲花小学读书的事情，这些天部队和退
役军人事务局已帮助我们协调解决啦，
你在前方注意安全！”3月 31日，仍然战
斗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的陶
娜接到家人电话，激动不已。

陶娜是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的

医生，疫情发生以来，她所在的医院同其
他单位部分医护人员组成援鄂护理医疗
队，奔赴火神山医院、泰康同济医院等抗
疫一线。前不久，昆明警备区组织军地
走访慰问时，了解到她的孩子面临上学
难题，立即协调教育部门予以解决。

昆明市双拥办领导告诉记者，疫情

发生后，他们准确摸清驻昆部队援鄂一
线医务人员家庭实际困难，发挥双拥优
势协调军地实施暖心举措，包括陶娜在
内的7名部队援鄂一线医务人员小孩上
学难题目前已全部解决。

与此同时，该省双拥办专门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关爱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凡有抗疫一线军
队医务人员家庭的地方，当地双拥办要
积极开展“组织一次走访、拨打一个视频
电话、建立一张联系卡、送上一束鲜花、
发送一条慰问短信、赠送一个拥军包、发
送一套防疫手册及物资、了解并解决一
些现实困难”的“八个一”活动，并建立困
难和需求清单，协调军地特事特办。截
至目前，该省各级双拥办累计走访慰问
军队援鄂一线医务人员131户，发送慰问
信184封，赠送慰问金20万余元，发放拥
军包156个，协调落实子女入学、家属安
置就业等实际问题11人次。

云南军地为援鄂部队医务人员解后顾之忧

3月26日，贵州省普定县白岩镇韭
黄村，包括韭黄村党委书记杨守亮在内
的 8名“兵支书”拿到了由中国农业银
行贵州省分行和安顺市委、市政府联合
发放的“兵支书e贷”贷款。

“真是‘及时雨’呀！”拿到贷款，杨
守亮有些激动。他告诉记者，这几年，
他带领乡亲们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
色韭黄种植，带动了全村脱贫。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韭黄产销产生较
大影响，杨守亮想深化产业链条、提高
百姓抗风险能力，可苦于缺乏资金支
持。没想到“兵支书e贷”一次性给了他
50万元贷款，而且手续简单、利率低，这
让他带领群众致富的劲头更足了。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又遭
遇疫情影响，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如何
加快攻坚步伐？如何增加贫困地区发
展的内生动力？贵州省军区创新工作
方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
攻坚，坚决克服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
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兵支书”带领群众奋战
在防疫脱贫两个战场

杨守亮拿到的“兵支书e贷”，是贵
州省军区协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为

“兵支书”量身定制的专项金融产品，给
“兵支书”们干事创业注入了“强心剂”。

培养“兵支书”是贵州省军区会同地
方党委政府开启的一项帮扶贫困村新模
式——选拔退役军人担任村支书、村主任
和村两委委员，充实农村基层党组织。从
入伍选拔开始，兵役部门、部队、退役军人
管理部门共同跟踪培养，为贫困地区农村

定向输送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人。
“‘兵支书’们政治、本领、作风过

硬，根植乡村，既熟悉民情社情又有紧
贴时代的发展思路。这次疫情来袭，他
们在奋战疫情防控一线的同时，持续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不愧是村民可信赖的

‘当家人’！”安顺市新时代军地实践中心
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尹恒斌告诉记者。

在紫云县板当镇尅哨村，看着养殖
合作社的小鸡一天天长大，罗小毕、韦
克新等贫困户为“兵支书”周鹏竖起大
拇指。合作社是周鹏带着村里的贫困
户建起来的，有24个鸡舍，1月份就卖出
8000只，纯利润达16万元。眼看脱贫在
望，疫情突如其来，饲料运输、养殖场防
疫、存栏鸡销售都出现问题，贫困户急
得团团转，周鹏嘴角也起了大泡。他白
天在防疫卡点忙，傍晚跑到鸡舍查看，
一天几十个电话、微信向亲朋好友求
助。终于，在省委军民融合办和安顺军
分区的帮助下，通过多方联动、无接触
式送货，饲料运进来了、存栏鸡定向销
售到贵阳、安顺的多家企业，老百姓脱
贫步伐没有因为疫情减缓。

黔货出山进军营活动助
力贫困户稳定增收

春暖花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在普定县猴场乡仙马村，贫困户杨
祖荣从贵州夜郎蜂业科技有限公司领回
扶贫中蜂，准备酿造更加甜蜜的生活。

疫情对不少贫困地区的养殖业产
生影响，然而杨祖荣却没担心过自己的

“甜蜜事业”：他参加了黔货出山进军营
项目，中蜂由项目企业提供，所产蜂蜜

送回企业加工提质后定向销往军营。
黔货出山进军营项目是贵州省军

区创新的消费扶贫项目。省军区发挥
军地协调作用，帮助建档立卡户、退役
创业军人将其生产的优质绿色农副产
品引入军营超市。

受此次疫情影响，部分贫困地区农
副产品滞销、一些项目企业出现资金断
流。贵州省军区一方面积极帮助企业
协调贷款支持、助力复工复产，确保加
入黔货出山进军营项目的贫困户生产
生活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加大推广力
度，将黔货出山进军营活动拓展到 107
个军营超市（含APP）、部队食堂。

生态鸡饲养是贵州省从江县的重
要脱贫产业。疫情突袭，全县 28.87万
羽生态肉鸡滞销严重，虽然已宰杀13.87
万羽冷藏避险，但仍剩余15万羽可出栏
未宰杀的鸡。按每只日均消耗0.3至0.4
元饲料计算，企业及相关养殖户每日净
亏损4.5万元至6万元。了解到昔日脱
贫致富的来源有可能变成返贫致贫根
源，贵州省军区主动联系，第一时间将

“从江生态鸡”搬上“黔货出山进军营产
品目录”，加大推销力度，为贫困户分忧。

随着产品搬上“黔货出山进军营产
品目录”，走进“军营超市专区”，安顺市
西秀区贫困户的金刺梨产品、普定县贫
困户的优质韭黄等很快打开了销路，贫
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义务接送、全面消杀让
贫困家庭学生复课无忧

3月 16日，贵州省初三、高三的学
子回到久违的校园复课了！从这天

起，兴义市人武部干部职工也多了一
项任务——出动义务接送服务志愿车
队，接送兴义第六中学与万峰林民族
学校的学生上学，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与此同时，水城县人武部为结对帮
扶的陡箐镇冷坝八一爱民小学送去口
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组织民兵对学
校进行全面消杀，拉紧校园安全“防疫
线”，为师生复课复学做好充分准备。

“每当遇到困难，迷彩服叔叔总会
及时出现……”复课当天，初三学生冯
娜给人武部写来了感谢信。冯娜的感
慨，源于一次次的耳闻目睹。

冯娜是道真县平模中学初三学生，
父亲智障且多病，母亲是残疾人，冯娜又
患有嗜血细胞综合征，一家人的生活基
本靠政府救济和之前结对帮扶的军队某
单位。2019年，新到任的道真县人武部
政委商坤在走访后得知，以前帮扶冯娜
的军队单位因调整改革撤销，他立即与
冯娜建立联系，并表示持续帮助她完成
学业。此次疫情期间，冯娜多次接到商
坤的电话，询问她父母的身体状况、是
否有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询问她家
中的网络信号情况、上网课是否有困
难。得知实施封闭管理后，冯娜一家生
活物资补给困难，商坤协调乡镇武装部
送去米面油。前不久，疫情平缓后，商
坤还上门给冯娜送来了 2000元助学
金，鼓励她好好学习迎考。

为大方县将军山小学学生邵大玉购
买上网课所需电视、给纳雍县新房乡贫困
学生王小梦送上能在线学习的手机……
疫情发生后，贵州省军区干部职工定期
与1300多名帮扶学生联系，帮助其解决
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最大限度地减
少了疫情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影响。

两个战场，一样决心
—贵州省军区克服疫情影响助力脱贫攻坚记事

■本报记者 易恢荣 通讯员 蒋 领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连日来，在湖北荆州市、
天门市、潜江市火车站的站前
广场，荆州军分区和火车站的
工作人员共同对部队返营人
员进行身份核验、体温测量和
消杀，帮助其从绿色通道快速
踏上返营行程。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湖北各地正在有序解封。3
月 25日，荆州火车站恢复运
营，因疫情滞留当地的军人军
属陆续开始返营。为确保部队
人员安全，荆州军分区动员全
区 11个人武部和县、乡、村三
级，一人不漏地弄清摸准滞留
在荆州的军人军属返营现实需
求，成立专班与高铁站对接，实
施“网上购票、集中取票、专人
发票”，并划分特定集结点和候
车区域，指派军分区机关和人
武部精干人员现场导调服务，
确保现场组织严密、安全有
序。目前，已有百余名军人军
属顺利离荆返营。

余林胜摄

4月 3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小学学生王雅婕和妈妈在家中参
加学校举办的“空中课堂”祭英烈活动。当日，因疫情延期开学的山东省各中
小学校利用“空中课堂”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 吉 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