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7月7日，《黑龙江日报》推出《站在抗联老区的大地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追寻抗联精神》大型系列报道，在系列报道第一组中——

本报曾呼吁将十四年抗战史写进教材

□本报记者
董新英 王晓平

26 日下午，我省中小
学生春季开学前一天，记
者一行专程走进抗联老战
士李敏家，将三本涉及“八
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
战”的中学教科书递到李
敏手中。27 日，这三本飘
着墨香的教科书将陆续发
放到我省初四、高一、高二
学生手中，成为他们的新
课本。李敏接过教科书，
仔细端详，不停地说：“太
好了，太好了！”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随后，94 岁的
老人与记者进行了近三个
小时的交谈，并当场挥毫

泼墨，为本报题词：“弘扬
东北抗联精神，牢记中国
抗战十四年光辉历史。”

从 1 月 3 日，教育部基
础教育二司下发 2017 年 1
号函件《关于在中小学地
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

“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
本报一直关注教材的修改
和“十四年抗战”概念的落
实情况，几经辗转，记者从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公
司找到两本高中《历史》教
科书及一本初四学生使用
的《黑龙江人文与社会》，
由于这些教科书在收到通
知前即已印刷完毕，出版
社通过配发勘误表的形式
将“十四年抗战”概念迅速

落实。李敏看到“十四年
抗战”字样，满意地说：“十
四年抗战终于进教材了，
意义太重大了！”

交谈中，思维清晰的老
人深情地回忆起自己为十
四年抗战史进教材鼓与呼
的往事。从2002年开始，她
即开始呼吁将东北抗联抗
战十四年的光辉历史写进
教材，并多次在政协会议
上提交提案，为艰苦卓绝的
十四年抗战史正名，以期让
后人了解历史，正视历史。
如今，欣闻“十四年抗战”概
念落实到教材，李敏欣慰地
说，这是对抗联老战士们最
大的鼓舞，也是对黑龙江人
民最大的鼓舞。

她希望专家、学者和有
志于此的后来人重新梳
理、丰富这段历史，不但在
课堂上宣讲这段历史，更
要挖掘、保存这段历史中
的鲜活故事。李敏不无遗
憾地说，很多当年并肩战
斗的同志都不在了，很多
战士没有留下资料和照
片，他们中有冻掉脚趾、手
指的，有年纪轻轻就血洒
战场，有的甚至直到牺牲
都没有留下名字。但是，
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在自
己眼前浮现，仿佛他们仍
然活着。她希望，借“十四
年抗战”进教科书的机会，
重新梳理和收集史料，让
更多人知晓那段流血牺牲
的光辉岁月。她说，应该
在战迹地为牺牲的烈士们
立石碑，标明时间、地点、
人物、战绩，以这样的方式
提醒后人，抗联战士是怎
样浴血奋战，为全民族的
解放战争流血牺牲的。

采访结束，李敏走出室
外，指着院子里的抗战碑林
对记者继续讲解东北抗日
联军的英雄故事及国家领
导人对抗联的评价。春寒
料峭中，记者回望肃立碑林
中的抗联老战士李敏，她的
绿色军装已经有些发旧，但
老人仍然军姿挺拔，耳边是
她语重心长的叮咛：将抗联
历史更加丰富地呈现出来，
告诉人们这片土地上曾经
发生过多么惊天动地的抗
日故事，让现在的年轻人更
好地传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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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老战士李敏为“十四年抗战”概念进教科书，欣
然题词。 本报记者 万冲摄

抗联老战士李敏手捧新课本，非常激动。 本报记者 万冲摄

东北烈士纪念馆展厅内，克山战斗场景再现。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片

本报讯（记者董新英）
2015 年 7 月 7 日起，为纪念

“七七事变”78周年、纪念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黑龙江日报》特别推出《站在
抗联老区的大地上——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追寻
抗联精神》大型系列报道。
在系列报道第一组中，本报
曾刊发“不断升华的历史认
知——应该写入教科书的十
四年”一文。

当时，抗联老战士李敏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她呼吁将东
北抗联十四年的光辉历史写
进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让
东北抗联精神作为宝贵的精
神财富熠熠生辉。多年来，
她多次提案、不断呼吁将十
四年抗战史写进教材，本报
将李敏的夙愿通过文字表
达，通过报道呈现。

翻开东北抗联十四年浴

血奋战的历史，总能让人热泪
盈眶。大型报道开篇前，本报
记者曾走进抗联老战士李敏
的家，老人身着抗联服装，讲
述东北抗联时期那些战斗的
场面，深情地唱起了那个年
代的战斗歌声。听着抗联老
战士李敏的讲述，一幕幕英
雄战斗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
在我们如今安逸生活的这片
土地上。多年来，李敏将东北
抗联历史一遍遍讲述，追寻着

战友们战斗过的足迹，高举曾
经战斗的旗帜。她将东北抗
联的歌声在白山黑水间唱响，
将东北抗联精神传颂。李敏
认为，对于东北抗联精神最好
的传承就是将这段历史写进
教科书。

为了让子孙后代了解历
史、正视历史，李敏呼吁将
人们习惯上说的“八年抗
战”改为“十四年抗战”，从
教育层面上，让后人不忘抗

联历史，不忘抗联先烈。本
报浓墨重彩推出纪念特刊，
踏访英雄的足迹，让历史发
声；追寻抗联精神，让历久
弥新的精神不朽；传承抗联
精神，让后人守护那段记
忆。2015年，李敏曾为本报
题词寄语：“感谢黑龙江日
报社年轻的新闻同志们在
炎炎夏日里追寻抗联精神，
重走抗联路，弘扬民族魂。”

2015 年 9 月 3 日，在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阅兵式上，“东北抗联”英
模部队带着东北抗联的红
色基因，步履铿锵地展现了
英雄之师的精气神。将“八
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
是不断升华的历史认知，如
今，“十四年抗战”概念正式
写入教材，是对英雄的祭
奠，也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和传承。□本报记者 董新英

抗联后代的父辈们是东北抗
联历史的亲历者。因为是抗联后
代，东北抗联与他们距离更近。
因为是抗联后代，他们的人生比
别人多了一种情结。针对教育部
基础教育二司下发 2017 年 1 号函
件《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
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
函》，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

“十四年抗战”，并视情况修改与
此相关内容，确保树立并突出“十
四年抗战”概念一事，记者采访了
多位抗联后代。“激动、落泪”是他

们共同提到的字眼，继承父辈遗
志，传承十四年抗战史是他们的
共同信仰。

李江是抗联老战士李敏的秘
书，他告诉记者，从 2002 年，李敏
开始呼吁将“东北抗联十四年历
史”写进教材，李江在 2010 年至
2015 年间，协助李敏一起参阅了
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参与书写提
案，当时提案受到了省领导的支
持，也受到了很多研究东北抗联
历史的专家、学者们的支持。李
江说，每次提案都在 3000字左右，
多次提案希望将“十四年抗战史”
写进教材。今年年初，当“八年抗

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并将“十
四年抗战”这一概念全面落实到
教材中，文件一出，他内心激动无
比，他认为这是从国家层面对于
这段历史的高度认可，这段历史
进入教科书，让青少年记住这段
历史，对于历史的记忆和传承意
义重大，也为历史专家和学者深
入研究这段历史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的抗战体系也更加完整。李
江说，李敏每次带领抗联精神宣
传队宣讲东北抗联精神和事迹
时，都讲述十四年抗战史，如今这
段历史正式进入教材，他们在踏
遍深山时，更有动力和底气将这

段历史讲述和传承。
记者电话联系抗联后代田军

时，他正在上海住院，田军的爷
爷田秀山和安重根是“拜把”兄
弟，一直支持抗日，他的两个姑
姑田仲樵、田孟军共同缔造了名
噪一时的“国际红色交通线”，多
年来田军一直致力于弘扬东北抗
联精神。田军告诉记者，李敏关
于“东北抗联十四年历史应该写
入教材”的提案得到了抗联后代
的一致支持，他认为，将“十四年
抗战史”写入教材，是正视历史、
承认历史、扬我国威的一件大
事，教育子孙后代，从孩子做起，

这对于传承“十四年抗战”历史
意义重大。

1月 31日，抗联老战士申连玉
离世，她的小女儿张淑华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能把“八年抗战”
改为“十四年抗战”，又写进了教
材中，作为抗联后代，特别高兴。
尽管她的母亲过世了，但是完成
了战友对她的嘱托，站好了最后
一班岗。作为抗联后代，她将高
举抗联旗帜，将抗联精神继续传
颂。

刘颖是东北抗联女战士李桂
兰的女儿，是省作家协会会员，退
休之后一直从事东北抗联中女战

士的研究和写作，已推出抗联题
材作品《忠诚》、《东北抗联女兵》
等两部著作，社会反响强烈。记
者注意到，在刘颖的手机中，有好
几个东北抗联后代的微信群，她
告诉记者，当“十四年抗战”概念
写入教材这个文件一出，东北抗
联后代的微信群沸腾了，大家纷
纷为这段历史写进教材叫好，激
动的心情无法形容。刘颖说，她
在看到“十四年抗战”概念进入教
材这一文件时，当场落泪，作为抗
联后代，她将继承父辈们英勇奉
献的精神信仰，弘扬东北抗联精
神。

抗联后代谈“十四年抗战”概念进教材

继承父辈信仰 将抗联精神继续传颂

□王佳 本报记者 董新英

1月3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
下发 2017年 1号函件《关于在中小
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
年抗战”概念的函》，有媒体报道，教
育部表示，教材修改要求将“八年抗
战”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全面反
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事
变后的十四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

的整体，应在课程教材中予以系统、
准确体现。教材修改要求覆盖大中
小所有学段、所有相关学科、所有国
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教材。

日前，针对“十四年抗战”概念
进教材一事，记者采访了黑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姜丽萍。姜
丽萍院长对记者说，中国近现代史
教学是大专院校教学的重要内
容。姜丽萍介绍，由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对抗战
历史的表述为“八年抗战”为局部
抗战，“十四年抗战”为全面抗战，
和刚下发的文件并不冲突。姜院
长介绍，以前在授课时，教材都是

“八年抗战”的提法，但他们在实际
教学中都会告诉学生，东北人民的
抗日战争有14年的历史，为了让学

生更好的了解这段历史，他们将历
史课堂搬到纪念展馆、博物馆、烈
士陵园等地，开展生动的实践教
学。比如在黑龙江公园著名抗日
爱国将领马占山的肖像前，教师将
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
第一枪这段历史讲给同学们。

姜丽萍说，黑龙江是艰苦卓绝
的十四年抗战史的战迹地，黑河有
丰富的史料资源，在教学中，他们

将十四年抗战史普及给学生，现
在，“十四年抗战”概念要落实到教
材中，作为教师，她很激动，可以名
正言顺的对学生讲，东北人民的抗
日战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开端，他
们将按照要求，将十四年抗战史更
好的传承下去。

姜丽萍告诉记者，去年，黑河
学院中苏抗战历史纪念馆正式揭
牌，同时也是黑河学院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基地，展馆图集内容共分
为日军侵华、东北抗联、苏军出兵、
展馆历程四个部分。展示文物达
4000余件，对抗战历史，特别是中
苏共同抗战历史进行了详细说
明。在今后的教学中，他们将继续
通过进展馆、纪念馆、战迹地等多
样化的实践教学形式，将“十四年
抗战”概念传承，以物为证，以史为
鉴，传播历史，传承历史。

大学教师谈修改教材

这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与传承

本报讯（记者王晓平）23日，记
者在黑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拿到了飘着墨香的高一、高二《历
史》教科书及初四学生使用的《黑
龙江人文与社会》及勘误表。黑
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公司教材部
经理吴险峰介绍，今年 1月，教育
部下发《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
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

念的函》。文件要求，各级教育主
管部门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战”
字样，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并
视情况修改与此相关内容，确保树
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负责省内中小学生教科书发行工
作的黑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获悉“教科书将抗战八年改为十四
年”的通知后，非常重视，时刻密切

关注到货教材情况，确保按时发
送到各学校。

吴险峰经理说，从我省中小学
生教材内容上看，涉及我国近代史
抗战时段史实的教科书大都集中
在秋季开学时使用，今年春季开学
所使用的教科书只有三本书涉及
到抗战历史的修改。如岳麓书社
出版的《历史必修Ⅱ经济成长历程》

有三处改动：第50页正文第一行中
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更正
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教
材附录大事年表最后一页中的“抗
日战争（1937——1945）”，更正为

“抗日战争（1931——1945）”，软件
光盘附录大事年表中的“抗日战争
（1937——1945）”，更正为“抗日战
争（1931——1945）”。该出版社出

版的《历史必修Ⅲ经济成长历程》一
书，也需要在教材和光盘中将“抗日
战争（1937——1945）”，更正为“抗
日战争（1931——1945）”。黑龙江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黑龙江人文与
社会》第 67页中“八年抗战刚刚结
束”更正为“十四年抗战刚刚结束”。

由于这三本教材已经提前印
刷完成，两家出版社紧急印发勘

误表对教材进行勘误。吴险峰经
理说，黑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公
司接到勘误表时，离学校开学就
差几天了，集团领导高度重视，专
项部署，组织人力把勘误表夹进
相应教科书，并特事特办，第一时
间派专车将书本和勘误表下发到
省内各地市中学校，保证学生的
正常使用。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把修改教材准时送到学生手中

□本报记者 毕诗春

近期，教育部《关于在中
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
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
下发，这一消息让东北烈士
纪念馆尤为振奋。

“我们单位由三个展馆
组成，分别是东北烈士纪念
馆、中共黑龙江省历史纪念
馆（黑龙江省党史馆）、东北
抗联博物馆。在我们单位的
宣传口径上一直是十四年抗
战，东北抗联博物馆基本陈

列就是《抗战十四年——东
北抗日联军历史陈列》。”东
北烈士纪念馆办公室秘书邓
祁说，这一切来之不易，这都
应归功于东北抗联老战士、
东北烈士纪念馆名誉顾问李
敏，老人多年来一直在呼吁

“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邓祁表示，教育部要求

将教材中的“八年抗战”改为
“十四年抗战”，这是对历史
的尊重。白山黑水间的血
泪，需要白纸黑字郑重铭记，
抗战史字字泣血，真相要代

代相传。此次课程教材将
“八年抗战”概念正式改为
“十四年抗战”实际是回归了
历史的本质，更是对所有参
与抗战的中国军民尤其是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
抗战军民的尊重。十四年抗
战是专家学者长期研究形成
的共识，是研究成果的标准
定论，是社会各界为之奋斗
的成果。中国抗战史是系
统、完整的历史，任何时候都
不可断章取义。

邓祁说，东北烈士纪念

馆一直致力于研究、展示、
宣传东北地区十四年抗战，
弘扬抗联精神，通过阵地讲
解、流动巡展、宣讲报告、
专题展览等公众服务方式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015 年面向社会开放的东
北抗联博物馆基本陈列就
是《抗战十四年——东北抗
日联军历史陈列》。博物馆
基本定位是国内规模最大
的东北抗联历史的展示平
台、东北抗联精神的宣传窗
口、东北抗联文化的教育阵

地、东北抗联文物的资源宝
库和东北抗联史料的研究
中心。邓祁说：“‘十四年抗
战’概念在教材上的修正，
也必将为我们历史研究工
作的有序推进奠定坚实基
础，也将鼓舞并激励我们的
工作干劲和热情。”

“其实，东北烈士纪念馆
对抗战的宣传，一直坚持了40
年。东北烈士纪念馆有一支
流动展览小分队，今年正好成
立 40 周年，教育部要求在
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

‘十四年抗战’概念，这是对东
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精神的
最好肯定。”邓祁说，40年来他
们无怨无悔宣传抗联事迹，今
后他们要继续通过流动展览
小分队宣讲英烈事迹，大力弘
扬以“爱国守土、团结御侮、浴
血奋战、视死如归、艰苦卓绝、
百折不挠”为主要内容的抗联
精神，激励广大群众在平凡岗
位实现自身价值。流动展览
小分队将进一步创新服务方
式，把更好的展览和报告送进
基层群众之中。

抗战史字字泣血 修教材尊重历史
东北烈士纪念馆坚持“十四年抗战”概念宣传抗联精神40年

东北烈士纪念馆展厅内，东北抗联抗战场景重现。

2017年春季教材将“八年抗战”改成“十四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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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本报组织策划了“站在抗联老区的大地上”大型系列报道，图为报道组成员奔赴战迹地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