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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聚焦聚焦
2021年9月18日，沈阳。
尖厉的防空警报声划破天际，

沉闷而有力的钟声敲击着这座古城
的记忆——

勿忘九一八！
90年前，山河变色，国土沦丧，

中华民族的苦难时刻刻骨铭心。
90年后，安不忘危，治不忘乱，

中华民族的复兴脚步不可阻挡。
警报为历史而鸣，钟声为和平

而响。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拒
绝遗忘、铭记苦难的铮铮誓言，也是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郑重宣言。

有一种苦难永世不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
时候！”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广
场上弹孔累累的台历石碑将时间永
远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距此
不足3公里，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地——北大营。

历史忠实地记录着——
1931年 9月 18日 22时 20分

许，日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
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
国军队所为，遂以此为借口，炮轰北
大营，进攻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
八事变由此爆发。

惊天巨变，国难降临。当时的
国民政府竟严令“不抵抗”，七八百
人的日军打得北大营7000多名官
兵丢盔弃甲，几个小时就占领了北
大营、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城。

“我们突然被一声爆炸声惊醒，
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东北军独立
第七旅士兵陈广忠生前无数次讲起
这段往事，有时喝了酒，就忍不住流
泪，“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平时一个锅
里吃饭的兄弟，被日本人追着打，用
刺刀捅，满地都是血，上级还让我们
不得还击……”

落后就要挨打，不抵抗会被痛
打。日军长驱直入，不到半年光景，
远大于日本本土的东北沦丧殆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
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
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
悲惨的时候……”一曲《松花江上》
唱出了亡国奴的悲惨遭遇，喊出了
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心声。

谁来担当民族大义？谁来挽
狂澜于既倒？历史给出了清晰的
回答——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
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
宣言》就铺满了沈阳的大街小巷，号
召人们起来抗日。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
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
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强占东三省！”

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中
国共产党接连派出大批骨干奔赴东
北抗战一线。从此，白山黑水间，抗
日武装有了“主心骨”，山林密营中，
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战斗
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
族救亡图存的希望。”辽宁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张洁说。

有一种精神历久弥新——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

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
观者络绎不绝。其中林海雪原的展陈
吸引着人们目光。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这正是东北抗联孤悬敌后艰苦斗争的
生动景象。

从东北抗联到八百壮士，中国人
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
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
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锻造出伟大的
抗战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义勇军誓词歌》《血盟救国军军
歌》《辽宁民众自卫军歌》……经过专
家学者的挖掘整理，当年义勇军将士
们的一支支战歌，今天的人们得以重
新聆听。

“这些战歌虽然旋律各异，词作不
同，但都发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声音：起
来！”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

其中，《血盟救国军军歌》的创作
者孙铭武三兄弟，率先拉起队伍，成为
辽东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支抗日劲旅。

为此，敌人把孙家30多口人作为
“反满抗属”追捕，房屋地产全部没
收。孙铭武毫无所动：“国破家亡，有
产何用。”1932年，孙铭武壮烈牺牲。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
气节。“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
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
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
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这是作为母亲的赵一曼留给孩子的
最后念想。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她，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露出母亲特有的柔
软。那一年，她只有31岁，儿子7岁。

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大决战中，中
国军民付出了3500多万人伤亡的巨大
代价。杨靖宇殉国时35岁，赵尚志牺牲
时34岁，陈翰章牺牲时只有27岁……
正是他们，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上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鲜

花不断，留言常新——这就是电影
《八佰》故事发生的地方。

1937年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
孤军奋战四个昼夜，抵挡住敌人一
次又一次的进攻，让日军看到了中
国军人的血性与勇气。

“人人抱着为国战死之决心，冲
锋时不是剪断铁丝网，而是扑在铁丝
网上，以让后来的踏在先冲上来的战
友身上越入敌阵……”参加淞沪会战
的老兵陈凯荣的回忆令人泪目。

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四行仓库
前的留言中，有人这样写道：你们与
青山同在，你们与大地永存！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
胜信念。“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
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
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
是持久战。”

1938年的延安窑洞里，毛泽东
以朴素但激动人心的语言，拨开“亡
国论”“速胜论”的迷雾，洞见了胜利
的未来。

始终昂扬向上，抱定必胜信念，
这就是抗战时的中国共产党。

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延安，为中
国共产党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
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所
打动，认为“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
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有一种启迪昭示未来——正
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走进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12个红色大字引人注目：正义
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这是历史的铁律，这是不变的
真理。

正义不会缺席——
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

一幢中式小楼古朴庄重。1956年，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这里
开庭，对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
启久等36名战犯进行审判。

“面对如山铁证，他们全部认罪
伏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
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这是二战战
犯审判史上绝无仅有的。

古城沈阳，经历了屈辱的开始，
也见证了胜利的辉煌。“这是历史的
必然。”王建学说，人类正义不可战胜。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每到九一八，沈阳全城都会拉

响防空警报。鲜为人知的是，这源
自一位老工人的建议。

沈阳胶带总厂退休老工人郝松
青说：“当亡国奴的经历一辈子也忘
不了。那时候中国人每天都得面朝
东给日本天皇行礼，现在好了伤疤
不能忘了疼。”

1995年，郝松青给人民建议征
集办写了一封信，建议用警报的方
式，提醒人们九一八是个耻辱不能
忘记的日子。中共沈阳市委很快批
复了这封信，并于当年组织了九一
八事变以来第一次鸣警活动。

20多年来，这项活动从白山黑
水扩展到大江南北，已成为铭记历
史、拒绝遗忘的一项记忆工程。

“勿忘九一八，就是要居安思
危，警钟长鸣。”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馆长范丽红说，对于发动战
争的加害方来说，更要反思历史，牢
记好战必亡的历史教训。

人民万岁——
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一

柄长约1米的马刀放置在醒目位
置——这是杨靖宇将军用过的战刀。

1935年夏，杨靖宇来到辽东外
三堡地区，住进了居民蒋国恩家中。
日伪军抓住蒋国恩，对他严刑拷打，
蒋国恩没吐一个字。后来，杨靖宇将
这把刀送给蒋国恩作为纪念。

“抗联打鬼子为了老百姓，老百
姓为了抗联命也能豁得出去。”东北
抗联史实陈列馆研究部主任周浩
说，这把刀就是最好的见证。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
战场”，这是人民战争的真实写照，
也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所在。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今日之
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踏上了
新的伟大征程。居安仍要思危，盛
世更需警钟——这是14亿多中国
人民的共同心声。

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

不灭的记忆 历史的回响
——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之际

9月18日，在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广场，人们参加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
活动。 新华社发

新华社银川9月 18日电 17
日，位于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
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正式投入
运营，成为我国首家现代煤化工中
试基地。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傅向升说，宁东现代煤化工
中试基地的投入运营，解决了创新
过程中“小试”“中试”到产业化不
畅的瓶颈问题，架起了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桥梁，为
探索“产学研用”创新体制机制搭
建了新平台。

可吸收缝合线、可降解塑料包
装、天然气管道掺氢……记者走进
刚投运的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车间
看到，这里已经集聚了十多个项目，
一个个创新产品科技感十足。

“我们引入的聚乙醇酸项目主

要产品为新型生物可降解高分子材
料，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对于解
决‘白色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宁夏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育说。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是我国
四个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之一。
多年来，宁东基地形成了现代煤化
工、新材料、氢能、高端专用化学品、
精细化工等互为补充、协同发展的
产业格局。

“目前，宁东基地形成了工业
互联网、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平
台等创新业态，随着中试基地的
启动运营，将进一步降低市场主
体运营和创新成本，不断激发企
业内生动力活力。”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陶少华说。

我国首家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
投入运营

走在震后的四川泸县，常常会
邂逅一些温暖的感动。

他们是免费供应千人“坝坝餐”
的农家乐老板，是想贡献一点微薄
之力的高中生，是从小就立志成为
救人英雄的年轻消防战士，是投身
救灾的志愿者……

他们无比普通，却给人温暖；他
们籍籍无名，却令人感动。面对灾
难，他们用点滴行动，汇聚起暖心力
量。

免费“坝坝餐”

震后第一天，何学富赶紧订了
1.5吨大米。本来只有一个大厨的
农家乐，又请了两个师傅。

他的农家乐位于福集镇龙华
村，自2014年开张以来，人流从没
像这两天这么多。看到周围居民有
的房屋倒塌受损，有的停水停电没
饭吃，何学富决定敞开大门，办起

“坝坝餐”，让大家免费来吃“流水
席”。

亲戚邻居甚至陌生人齐上阵，
有的摘菜、有的洗碗、有的帮厨。大
家知道，何学富办农家乐的贷款都
还没还清，自己也应来出份力。

“流水席”和送到安置点的餐，
吃了多少东西，花了多少钱，52岁
的何学富没算过。小学毕业的他文
化水平不高，却很懂得感恩。“早年
很多人帮过我，要不然我也开不起
农家乐。现在大家受了灾，能做一
点是一点，凭的就是一份心。只要
人在，一切都在！”

小小“熊猫侠”

年轻无畏，总想尝试些让人生
更加丰富、更有价值的事情。何钰
芗青春的脸上，写满了“敢闯敢试”
4个字。

作为泸县重点中学泸县二中的
学生，震后第一天，何钰芗就报名参
加了当地的志愿者活动。她来到嘉
明小学，带着震后休学的孩子们一
起切水果、讲故事，玩老鹰捉小鸡和
击鼓传花。17岁的她是个大姐姐，

“如果玩的时候遇到地震该怎么
办？”她认真地问孩子们，向大家普

及遇到地震时的应对方法。
她在胸前的衣服上，贴上了志

愿者的标志——“熊猫侠”3个字。
“‘熊猫侠’就是守护和平的大侠。”
她说。面对孩子们，她觉得自己就
像大侠。

内心的呼唤

“羌山听到尔玛的呼唤，那是雄
鹰在飞翔！”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
茂县受损严重，当时13岁的茂县少
年姜李阳有了成为救人英雄的梦
想。如今，他成了一名森林消防员，
率先报名参加泸县地震救援。

姜李阳所在的四川森林消防总
队阿坝支队救援队，16日5时就从
汶川出发，到泸县后迅速展开救
援。17日，姜李阳随队来到万宝
村，看到村里的老人，他赶紧上前帮
忙。

一天下来，这个班进行了69处
排险，抢出粮食4000多斤，搬运各
种物资1000余件，随队的卫生员还
为50名群众巡诊看病。

“我既是一名消防战士，更是一
名感恩的茂县人。”姜李阳说，哪里
有灾情，他就想冲向哪里。

连夜送烤馕

15个烤馕师傅，整整一天，做
出了800多个烤馕。

烤好的馕香喷喷、热乎乎，新疆
小伙萨拉伊丁在成都装满了一车食
物，17日凌晨2点就赶到泸县大田
社区安置点。

“我们是志愿者，刚烤好的馕，
请分给受灾群众吃吧！”萨拉伊丁并
不标准的普通话传来，夹杂着烤馕
的香气。

地震发生后，萨拉伊丁想的是
灾区人民吃什么方便。他想到了
馕。

烤馕的香气在帐篷间弥漫，
人们把馕收下，纷纷向萨拉伊丁
道谢。他连忙摆手：“不用谢，我
们就是一家人！馕太少了，只够一
两个安置点的，我天亮再去采购
几车。”

新华社成都9月18日电

泸县灾区：

温暖的感动，就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