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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见证：从烽火硝烟到振兴热土的巨变
□新华社记者 刘赫垚 王莹 王帆

80 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 14 年的浴
血奋战，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东北抗日联军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奋
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和平正义而战。

历经岁月淬炼，这片苦难与荣光交织
的土地焕发新生机，实现历史性跨越，在新
时代奏响振兴发展强音。

从密营小路到振兴大道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由李

兆麟将军和战友共同创作的《露营之歌》
生动还原了抗联战士艰苦的战斗场景。

地处黑龙江省木兰县的鸡冠山东北抗
联密营群，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重
要根据地。

如今，木兰县传承东北抗日联军的精
神血脉，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在位于木兰县的黑龙江省丰羽鹅业有限公
司的育脱温基地，毛茸茸的小鹅“活力满
满”。随着“丰羽鹅业”落户木兰经济技术
开发区，园区实现“满员集结”。2024 年，
木兰经开区实现营业收入 11.2 亿元，实现
出口总额 1781 万元。

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
纪念碑旁，有一棵常青树，苍劲挺拔、枝叶

翠绿。
在靖宇县三道湖镇支边村，记者见到

了县蓝莓协会会长杨志春。为了让“寒地
蓝莓”摆脱“长在深山无人识”的尴尬，杨
志春开始在靖宇县做起蓝莓冷库仓储业
务，通过冷冻技术延长保鲜期，再加工、包
装，销往全国各地。

当前在支边村，几乎每两户人家便有
一个冷库，每到 7 月蓝莓成熟期，村路上会
停满来自周边县市的冷藏车。支边村逐渐
成为蓝莓集散地，三道湖镇也被大家称为

“长白山下蓝莓第一镇”。目前，靖宇县已
建成集育苗、鲜果、冷链、加工、物流、销售
于一体的蓝莓全产业链条，2024 年产值约
3.4 亿元。

红色热土谱写文旅新篇
昔日，弥漫着战火硝烟的东北，留下了

满目疮痍与悲壮历史。如今，这片承载着
厚重过往的土地，凭借独特的冰雪魅力、深
厚的历史底蕴，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
地，吸引八方来客。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草河掌
镇山高林密，曾是抗联根据地。眼下，这里
成为颇具“国际范儿”的旅游胜地，大力发
展以温泉、冰雪为特色的旅游产业。

“我们拥有温泉酒店、映山红地质奇观

公园、滑雪场等配套及旅游资源。”本溪满
族自治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迟韶光说，过
去当地旅游亮点多局限在春夏秋三季，近
年来通过发展冰雪温泉文体旅融合产业，
冬季也成了旅游旺季，并从景点游向全域
游转变。

在吉林省磐石市市区西侧 20 公里外的
红石砬子山区，来此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他们戴着 VR 眼镜，沿着林间小路，参观国
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东北抗联遗
址——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

磐石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沈吉高速
沿线，区位优势为发展旅游带来便利。近
年来，当地以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遗
址为核心，不断挖掘红色文化，大力发展红
色文旅产业。

“为讲好抗日英雄故事，让红色血脉代
代相传，我们将红色文化与景区景点深度
融合。”磐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
长张红秋介绍，磐石在景区景点建设了红
色历史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等。据统计，
2024 年，磐石市接待游客 170 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 8.5 亿元，其中红色旅游人数占
比七成以上。

老工业基地踏上新征程
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东北人民继承先

辈遗志，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奋勇拼
搏，老工业基地加速变身创新发展高地。

在黑龙江，以冰雪经济为切入点推动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冰雪经济引领区，打
造世界级冰雪旅游度假胜地和冰雪经济高
地，持续延长冰雪产业链，把冰雪经济做大
做强。

在辽宁，科技创新为老工业基地插上
腾飞翅膀。“近年来，辽宁不断加大科技创
新投入力度，全国重点实验室、辽宁实验室
等高能级平台建设提质提速。”辽宁省科学
技术厅副厅长许爱东介绍，辽宁省瞄准人
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绿色低碳、深海深
地空天和生命健康等 6 大方向 18 个细分
领域，编制未来技术动态目录，谋划组织实
施前沿技术攻关项目，实施专项培育行动。

在吉林，中车长客研发制造的一列列
高速动车组装配成型，吉林化纤集团碳纤
维销量市场占有率创新高……今年以来，
吉林省锚定实体经济做强制造业，抓住科
创资源优势发展新产业、新技术，以重点项
目牵引推进新能源全产业链跃进。

一系列新规划、新举措，推动东北现代
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积蓄提质
升级动能。（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29 日电）

孤军浴血守四行  “八百壮士”远名扬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上海苏州河北岸，光复路 1 号至 21 号，
肃穆的混凝土建筑外墙上，悬挂着“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行仓库抗战旧
址”的铭牌。向西数十步开外，纪念广场
上瞻仰者众多，人们仰望四行仓库西墙在
抗日战争期间留下的累累弹痕，立正、鞠
躬、献花，向抗战英雄致敬。

88 年前，这里是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
卫战的硝烟阵地，谢晋元等“八百壮士”临
危受命，与日本侵略者在此进行了长达四
昼夜的激烈攻防战，留下可歌可泣的“八百
壮士”英雄事迹，鼓舞全民族抗战斗志。当
时有歌传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
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

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
谢晋元，广东省蕉岭县人，1905 年生。

1922 年考入广州国立高等师范。1925 年
底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 年 10 月毕
业，参加北伐战争。1934 年 9 月于庐山军
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次年任第 88 师补
充团中校营长。

1937 年，侵华日军将魔爪伸向上海。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方增援部队源
源不断自长江口登陆上海，中方军民死伤
惨重。战事持续两个多月后，上海北部战
略要地大场失守，第 88 师 262 旅 524 团团
附谢晋元受命，率官兵 420 余人于 10 月
26 日深夜进驻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88
师师部所在地），掩护主力撤退，同时尽力
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为了迷惑敌人，四行

守军对外宣称“建筑内有八百人”，故外界
敬之为“八百壮士”。

10 月 27 日清晨，日军发现四行仓库内
仍有中国守军，立刻发动进攻，遭到“八百
壮士”勇猛阻击。10 月 28 日晚，谢晋元向
官兵传达了“与最后阵地共存亡”的命令，
表达了与全体官兵同坚守共存亡的决心，
并勉励他们要展现不怕流血牺牲的军人气
概和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精神。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馆长马幼炯
介绍，谢晋元以卓越胆识和机敏指挥，率部
在弹丸之地与穷凶极恶的日军激战四昼
夜，打退敌人 10 余次疯狂进攻，毙伤日军
200 余人，用生命和鲜血奏响了一曲抗击
侵略的凯歌。

当时，苏州河南岸各界声援不断，百姓

自发为守军运送旗帜、食物、药品等。上海
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八百壮士”孤军奋
战的事迹，借助当时上海发达的传媒力量声
名远扬，不仅为中国军队后撤赢得时间，更
进一步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抗战斗志，向世界
表明了全体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2015 年 8 月，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
馆正式开馆，包括仓库西墙等建筑主体在
内“修旧如故”。近十年来，到此瞻仰者众
多，累计人次已逾 610 万。谢晋元之子谢
继民、孙女谢骏等相继加入志愿讲解行列。

今天的苏州河两岸高楼林立、生态宜
居。谢骏说：“通过千百次的讲述，我们将
先辈的抗战精神传承下去，铭记历史，才能
珍惜当下，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上海 6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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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强勇 古一平 刘赫垚

驱车驶入黑龙江省尚志市，一眼便看见环岛
中心屹然挺立的高大铜像：赵尚志将军身骑战
马，戎装飞扬，他望向远方，好似凝视这一方和平
安宁。

尚志市是一座以东北抗联英雄赵尚志命
名的城市。昔年，赵尚志、赵一曼等无数抗联
将士在此抵御外辱，“南杨（杨靖宇）北赵（赵尚
志）”“双枪白马”女政委等赫赫威名令敌人闻风
丧胆。而今，这片红色沃土正日新月异展现着新
的活力。

夏至时节，尚志市烈士纪念馆青松翠柏围
绕，清脆的鸟鸣声不绝于耳，来此瞻仰的游客络
绎不绝。

“由于物资匮乏，1934 年赵尚志曾带领部队
用自制木炮攻打宾州，重创敌军，从此‘木炮打
宾州，声威震敌胆’的故事不胫而走，敌人惊呼

‘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馆内，70 多岁
的尚志市烈士纪念馆原馆长杨雁的声音抑扬顿
挫，说到动情处，仍不时哽咽。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
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
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纪念馆里，这段来自赵一曼临刑前写给儿子
绝笔信中的话，杨雁深情诵念了一年又一年，感
动了无数人。

回望烽火岁月，今朝扬鞭奋蹄。尚志人在先
辈的精神激励下，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
加快当地振兴发展。

“你看，这苗长得真壮实。”在尚志镇城西村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温室大棚，工人李章法正给嫩
绿的红树莓苗喷水。通过采用精准温湿度控制、
科学施肥等手段，红树莓品质大幅提升。这份工
作不仅带给李章法每月 3600 元收入，他还实现
了在家门口打工。

被誉为“中国红树莓之乡”的尚志市地处北
纬 45 度农产品黄金带，日照充足，全年无霜期
137 天左右。多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发展以树莓、
黑加仑为主的浆果种植特色加工产业，全市浆果
种植面积达 4.5 万亩，浆果加工企业和合作社 40
多家，红树莓远销欧洲、南美洲等地区。

“种红树莓让农民端上了金饭碗。”城西村党
支部书记昝清林说，红树莓亩产可达 2000 斤左
右，预测今年收购价每斤 6 元以上，随着市场行
情不断向好，今年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革命文化“红色游”、冰雪项目“白色游”、生
态休闲“绿色游”……2024 年尚志市接待游客
270 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36.9%，文旅
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近年来，尚志市打造了东北抗联英雄红色旅
游线路和系列点位，年均接待游客约 50 万人次。
尚志森林覆盖率 74%，拥有 4 个国家级森林公
园，是“天然大氧吧”。这里冰雪资源富集，已承
办两届亚冬会有关赛事。

在元宝镇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
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游客的“打卡地”。元宝村是小
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掀起土地改革的
地方。“我们通过展示中国农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年轻人
知道幸福生活是从哪来的。”元宝村党总支书记高元帅说。

远看群山连绵，山脚下一畦畦水田里稻苗随风摇曳。过
去一年，尚志粮食产量 30 亿斤以上，实现“二十一连丰”；

随着大型重载无人直升机项目落地建设、生物制药生产线
加速推进、200 兆瓦风电项目并网等，尚志市新产业日益壮大；

老旧小区改造稳步进行，蚂蚁河带状公园修复提速，城
区新增多处“口袋公园”，“民生清单”不断上新……

一路走来，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处处新貌引人欣喜、振
奋。

“尚志，这座城市的名字浓缩着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
的光辉历史，寄托了对先烈的永久怀念，更激发今人扬楫奋
进。”尚志市委书记张超说，尚志将赓续红色基因，不断巩固
和放大比较优势，着力打造清洁能源、绿色食品、文旅康养等
产业集群，加快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25 日电）

库里申科：用生命保卫中国人民
□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

重庆万州人魏映祥想不到，自己的一
生与一名素未谋面的苏联飞行员紧紧联系
在一起。这名飞行员叫格里戈里·库里申
科。

库里申科出生于 1903 年，后来成长为
苏联空军的飞行大队长。1939 年，他和战
友受苏联政府派遣，率两个“达沙式”轰炸
机大队来华，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
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1939 年 10 月，库里申科率援华航空志
愿队轰炸机大队突袭侵华日军汉口机场，
重创日军。在返航途中，库里申科所驾飞
机遭敌方拦截，一侧发动机被击中，他的胸
部和左肩中弹负伤。飞至万县（今重庆万

州区）上空时，机身失去平衡，为保护战机
和地面民众，库里申科毅然放弃跳伞，选择
在万县陈家坝地区长江江面迫降。

两名战友游上了岸。而由于长时间驾
机，负伤的库里申科精疲力竭，再也无力游
到岸边，被江水卷走，壮烈牺牲，年仅36岁。

20 天后，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找到。当
地群众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和葬礼。

库里申科生前曾动情地说：“我像体验
自己祖国灾难一样体验中国人民的灾难，
当我看到日寇狂轰滥炸中国的土地时，我
非常的愤怒和难过。”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
1958 年，万县人民政府为库里申科在

西山公园修建了烈士墓园。那一年，魏映
祥 4 岁。他觉得，这个英雄肯定很了不起。

魏映祥的外公家住长江边，当年曾和
不少群众一起，自发在江边参与库里申科
遗体的搜寻。外公和他讲，库里申科是为
保护中国人民战死的。

就在那一年，魏映祥的母亲谭忠惠成为
库里申科的守墓人。当年，31 岁的谭忠惠
在西山公园从事绿化工作。出于对库里申
科的景仰，她主动请缨守墓，打扫墓园卫生，
擦拭墓碑，清理杂草，修剪枝叶，风雨无阻。

1977 年，母亲退休前，想把守墓任务交
给儿子魏映祥。年轻的魏映祥觉得，墓园
工作枯燥平淡。母亲劝他，平淡的事更需
要坚持，“这位外国英雄的家离重庆很远，
在这里没有一个亲人，我们要陪伴他，别让
他感到孤单”。

此后，守护库里申科墓，成为魏映祥一

辈子最光荣的事业。曾有单位和企业开出
高薪挖他，被魏映祥一一回绝。

2014 年退休后，他仍然每天去墓园，如
同看望一位老友。“总有种放心不下的感
觉。”魏映祥说，这也是受母亲影响。母亲
退休后，每天早上都要来墓园看一下才放
心。2018 年，91 岁的谭忠惠去世。临终前，
她仍念念不忘，叮嘱儿子守好墓。

几十年来，在这对母子的守护中，库里
申科烈士墓园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感恩之
情，英雄事迹代代传承。

墓园中，当年母亲为库里申科亲手栽
的树，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魏映祥说，在
有生之年，会守好墓，“这是一份责任，是感
恩的心，也是作为中国人的良知”。

（新华社重庆 6 月 30 日电）

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
□新华社记者 张研

“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
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
紧。”6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掷地有声。

今日之中国，正处于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关键时期。引领时代，必须
超越自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多从内
因着眼、着手、着力”。百年大党，千
秋伟业，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
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发展进步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是要以伟大
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有一段重要论述，至今读来，仍
醍醐灌顶、振聋发聩。

“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
己，没有第二人。”2018 年 1 月，在一
次面对“关键少数”的研讨班上，习
近平总书记引用了《红楼梦》中的典
故：“贾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说过一
句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

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
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
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
地。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以古鉴今的背后，是深沉的忧患
意识，是强烈的使命担当。

乡亲们回忆，在陕北插队，青年
习近平就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
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
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党的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
记一席话坚定有力：“全党必须警醒
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
为。打铁必须自身硬。”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果不
能做到自己过硬，“党就会成为乌合
之众，风一吹就散”，遑论在应对国内
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
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从“打铁
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
一词之变，宣示的是更坚定的决心、

更严格的标准、更勇毅的担当。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

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警醒全
党：“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
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
果断决绝，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力度
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在神州大地荡涤开
来，“打虎拍蝇”、“猎狐”追逃、巡视利
剑、监察改革……历经革命性锻造，中
国共产党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

大党独有难题，归根到底要靠大
党自身力量来解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坚定
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
现”“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
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
之源、底气所在”。

今天，一个矢志于“始终走在时
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
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正带领亿万
中华儿女奋进在复兴之路上。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
□新华社记者 黄玥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
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
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
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
我们党的优良作风。”2012 年 11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如是强调。

人格力量事关民心所向。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南洋爱国华

侨陈嘉庚来到延安。此前，重庆的推杯
换盏、铺张景象令他极度失望：“国家前
途深可忧虑”。在延安，毛泽东同志用
自己种的白菜、豆角来招待客人。陈嘉
庚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闭幕不
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
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
革命纪念地。

参观毛泽东同志旧居，听讲解员介
绍“毛主席开的菜园”。“当年毛泽东同
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
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
安作风’。”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由

衷感叹。
“延安作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格

力量的鲜明体现。在物质极度匮乏中
挺立起精神高地，与群众之间建立起血
肉联系。

回望我们党百多年历程，一代代共
产党人用优良作风、革命精神和崇高风
范凝结而成的人格力量，养天地正气，
引万众归心。

天地之秤，百姓为砣。民心是最大
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
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

人格力量不是抽象的概念。
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言

行举止是党的作风的直接表现，是人民
群众对一个政党人格力量的直观感知。

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规定在
公务招待中，将工作餐改为正定的一些
小吃。他常说：“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
斗大的风，作风建设一定要防微杜渐。”

《习近平在福州》中记载着一个细节：
“1992 年，习书记在福州领导举办了首届
工艺美术节，各地客商蜂拥而至。他一
贯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就想出一个
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用福州本地的风

味小吃接待客人，这样既经济又好吃。”
《之江新语》一篇题为《小事小节是

一面镜子》的短文中，习近平同志阐释
道：“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
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
原则，有人格。”

党的十八大后，在河北阜平吃大盆
菜，在福建古田同基层官兵一起吃红米
饭……考察调研时的一餐一饭，处处彰
显节俭朴素的优良作风。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领导干部普遍
受人关注，言行无小事。“一篇讲话、一次
活动，一项决策、一个部署，甚至一餐饭、
一杯酒，都会影响着周边、影响着社会，都
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党的形象。”

细节见精神，作风显人格。
新时代新使命呼唤伟大人格力量。

面对严峻挑战和各种风险，中国共产党
只有以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赢
得历史主动，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纵然时移世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用人格魅力管好自己”“以人格力量凝
聚党心民心”，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称号，
才能赢得人民赞誉。

（新华社北京 7 月 1 日电）

学习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