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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平

“你们这个报道选题太好了，非常
重要，也非常必要”，3 月 2 日，记者拨
通了佳木斯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馆长
宋金和的电话，70 岁的老人兴奋得连
声叫好。

因为坚持搜集日军侵华罪证 50余
年，搜集证据万余件，并长期坚持义务宣
讲日本侵略军罪行和东北抗战史，宋金
和的名字在佳木斯可谓家喻户晓。宋金
和介绍说，他从14岁开始收集日军遗留

的东西。1967年，他在佳木斯一家造纸
厂的露天仓库发现了 53 封打捆的信，

“这是驻防佳木斯的日本军官冈田重
吉与家人和战友的通信。其中，有四
五封印有‘军事邮便’字样，并印有‘检
阅济’印章。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有意
识地收集侵华日军罪证，以文件、书
信、图章为主，以实物为辅。”据悉，50
多年间，宋金和搜集了近万件侵华证
据，包括各类日军留下的信函、图章、
命令手抄本、照片底片等上万件。其
中，有侵华日军官兵和家人来往的书
信、侵华日军中队级的队志、战争期间
日本报纸，甚至还有一份 1931 年 9 月
17日侵华日军第二师团给步兵第二旅
团的预备命令，明令该部在“次日”袭击
北大营，成为揭开日军蓄意侵华的铁证，
经国家及我省专家鉴定，这些物品均为
实物。

2014年 9月 2日，即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前一天，在佳木斯市委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功能齐备、整饬一新、
内容丰富、占地 600多平米的佳木斯日
军侵华罪证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了。

67 岁的宋金和老人拿起教鞭，声情并
茂地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讲述着，翔
实的物证，确凿的讲解，参观者纷纷
慕名而来，在旺季，前来参观需要预
约，一些学者都要在陈列馆研究两三
天才走。

政府的支持和参观者的热情给了
宋金和无限动力。如今，宋金和老人依
然带病坚持在讲解一线。对于中小学
生课本由抗战八年改为十四年，他说，
这个修改非常必要，也是我们黑龙江抗
联后代和爱国主义教育者一直呼吁和
期盼的，现在终于实现了，我们都感到
十分鼓舞。宋金和表示，由于场地有
限，目前的陈列馆没有展品说明，下一
步，他们将在佳木斯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下，新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为万余件
物证配上详细的说明，在卢沟桥事变、

“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各个重要
时间纪念节点，组织更多的青少年前来
参观，在炎黄子孙心中刻下烙印：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

图为佳木斯日军侵华罪证陈列
馆。 熊津海摄

佳木斯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馆长宋金和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义务认识并揭开真相”

□本报记者 董新英

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光芒街 40 号
的小院中有一座红顶黄墙的俄式木结构
平房，是当时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心脏
和枢纽，在这里走出的人曾掀起抗日斗
争的惊涛骇浪。这里就是当年中国共产
党在东北的最高指挥机关———中共满
洲省委旧址，是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在哈
尔滨保存下来并有确凿证据的唯一旧
址。

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
馆馆长肖震告诉记者，作为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这里始终是加强和改进青
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和窗口，
始终坚持开展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近年来，中共满洲省
委机关旧址纪念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今年，“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并
落实入教材，纪念馆将以此为着眼点，通
过展览活动进校园以及巡展等形式开展
一系列活动，成为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
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提高素质的重要课
堂。充分发挥教育基地对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的作用，有力地促进青少年思想
道德素质的提高。

据悉，近年来纪念馆分别进行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中国共产党
对东北抗战的历史贡献》图片展、纪念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红军长征
与东北抗日联军》图片展以及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事迹》图片
展，先后在哈市及各周边地区学校、全省
各地开展展览讲解活动。他们还曾受邀
前往冯仲云同志和罗登贤同志的家乡，

为当地的未成年人，讲解、介绍这些英雄
人物，远离故土只身前往冰天雪地的东
北地区，领导东北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
抗日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伟大事迹。

此外，该馆还积极与社区联合开
展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
教育，聘请抗联老战士、烈士家属及
青少年志愿者讲解员为校外辅导员，
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革命传统教育。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该纪念
馆不仅从宣传讲解方面入手，更与同
学们互动起来，培养学生讲解员使其
更加深刻地了解到革命先辈留给我们
的光荣传统和抗联精神，让同学们体会
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

肖震介绍，今年，中共满洲省委机关
旧址纪念馆将与沈阳满洲省委纪念馆、

宁安市马骏纪念馆联合举办“十四年苦
斗《纪念中共满洲省委成立 90周年图片
展》”，将通过基本陈列、临时展览、专题
展览、巡展、联展的形式在省内外开展，
预计从今年 5月 1日一直持续到 12月 30
日。还将陆续开展“军旗飘飘《纪念中国
人民解放军成立 90周年》”“《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专题展览”以及

“九一八《勿忘国耻 珍爱和平》图片展”
等系列活动，以丰富的图片和详实的文
字相结合，真实再现东北“十四年抗战”
的艰苦岁月和东北人民誓死抵御外侮的
决心。通过革命先辈的事迹深刻诠释东
北“抗联精神”主要内涵，让子孙后代记
住历史，传承历史。

图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肖震 本报记者 董新英摄

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俄式小木屋诉说“十四年抗战”光辉史
□本报记者 王晓平

“十四年抗战概念，是把前六年的
局部抗战和后八年的全国抗战作为一
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来看待，十四年抗战
概念的确立，可以说体现的是全民性，
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赵一曼
纪念园园长李贞对记者说，“我们应该
把握那些重大的历史节点，梳理历史脉
络，向青少年一代传达准确、真实的历
史，让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通过完整
的历史学习，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危机
意识和使命意识。”

回首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李贞的
语气开始沉重：赵一曼纪念园位于尚志
市长寿乡一曼村。 1935 年 7 月、8 月
间，日伪军对珠河游击根据地进行

“讨伐”，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
第三军主力离开珠河，去松花江下游
汤原等地开辟新游击区，赵一曼以县
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的身份兼任
新二团政治部主任，留在珠河游击根
据地坚持斗争。11月 15日，赵一曼和

团长王惠同率领的新二团在春秋岭
左撇子沟被敌人包围。赵一曼左臂
负伤，在战友的掩护下，转移到了小
北沟，藏在村民于山东的小仓子 (窝
棚)里养伤。11 月 22 日，由于汉奸的
出卖，伪警察中队长张福兴、日本指
导官远间重太郎带 30 余名伪警察将
赵一曼藏住的小仓子包围。战斗中，
赵一曼左腿负重伤被俘。1948 年，珠
河县民主政府将赵一曼被捕地，也是
她开展抗日工作的主要活动地区——
珠河县铁北区的候林乡更名为一曼
村。1984 年，民政部门在赵一曼烈士
被捕地复建了原状，并设石碑一座。
2007 年，黑龙江省在赵一曼被捕地建
占地面积为 60 万平方米的赵一曼纪
念园。2010 年 12 月，尚志市赵一曼纪
念园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公布为省
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赵一曼纪念园占地面积 60 万平
方米，为国家 AAA 级红色旅游区，全
国百条红色精典旅游线路之一，是知
名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园内碑

刻细腻，群雕威武雄壮，场景再现形
象逼真，主要景点有英雄精神主题碑
林、国旗台、英烈群雕、抗联井、英烈
墙、赵一曼被捕纪念地、养伤窝棚、石
砬子会议遗址、春秋岭战役遗址、野
生树莓园、野生杜鹃园、树莓紫莓采
摘园、赵一曼英雄展室、荷花池等。

李贞介绍，多年来，纪念园义务为
中小学生举办革命英烈事迹讲座、爱
国主义专题报告等，还担任课外辅导
员，参与中小学文体活动，先后为尚志
市 7 所中小学举办各类讲座、演讲共 20
余次。

“为了更好落实中小学课本中抗战
八年改为十四年，我们要充分发挥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作用，教育孩子
们，勿忘历史。”李贞说，下一步，赵一曼
纪念园准备积极挖掘红色旅游文化内
涵、创新展陈技术、完善标识系统建设、强
化景区管理，正确反映赵一曼等革命先
辈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把园区打造成
为富有感染力、震撼力的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

赵一曼纪念园园长李贞

“向青少年一代传达准确真实的历史”

□本报记者 毕诗春

“‘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
这是一个让中国整个抗战史更加清晰
和完善的好消息。”齐齐哈尔泰来江桥
抗战纪念馆馆长刘国忠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到。

刘国忠说，1931年 11月 4日，马占
山将军在泰来县江桥镇指挥打响了中
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有组织抗日第一
枪，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掀
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浪潮。为重
温江桥抗战的悲壮历史，深刻缅怀抗日
壮士，见证历史、激励后人，在各级政府
支持下，江桥镇从 2001 年开始先后投
入 2600余万元，兴建了占地面积 5万余
平方米的江桥抗战纪念公园和江桥抗
战遗址园，累计已接待游客 120余万人

次，参观者中，既有马占山将军及抗日
英烈的后代们，又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公务人员、工人、农民、部队官兵、学生
及海内外专家学者。

“江桥抗战是中国十四年抗日战
争中，中国军队有组织、具规模的抗击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第一个战役，江
桥之战打响了抗战第一枪。”刘国忠
说，江桥之战是日本侵略者自“九一
八”事变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
击。江桥抗战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前最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
家，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法西斯侵
略者浴血奋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
鼓舞了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点燃了中
华民族的抗日烈火，表现了中国军民
不可战胜的力量。早在 1939年 12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欢迎马占山的大会

上致词说：“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
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情
欢迎……”，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
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
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
1931年就开始了”，江桥抗战的历史地
位得到充分的肯定。

为迎接“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
战”新的宣传要求，目前纪念馆正在全
面维修，重新布展，将着重强调“十四年
抗战”的主题内容，为今后更好地宣传

“十四年抗战”做准备。刘国忠说，今
年是我国全面宣传“十四年抗战”的起
始年，而江桥之战，正是打响抗日战争
第一枪的关键战斗，这样看来，齐齐哈
尔泰来江桥抗战纪念馆所承载的历
史，处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扉页，显得
尤为重要。

江桥抗战纪念馆

重新布展“十四年抗战”主题内容

□本报记者 万冲

“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写进
中小学教科书，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立即投入对宣讲材料和展览展示
的文字进行梳理，同时已经开始谋划
今年全年的巡展巡讲计划。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宣教部主任姜平说，把“十四年抗

战”的准确提法写入中小学课本，是一
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这既吻合了
客观事实，也是对东北人民艰苦卓绝
抗战斗争的肯定。在陈列馆，记者遇
到一位来自北京的程序设计师，他利
用出差的机会特意来到七三一遗址参
观。他说，看到展览，就理解了将教科
书中的抗战历史改成十四年的必要
性，当年东北人民坚持漫长时间的抗
战，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也太了不起

了。宾县农民谢殿武到平房走亲戚，
来哈尔滨四次，每次都要来参观。

据了解，每年大约有 100 万人前来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
观，清明节前后和“九一八”前后是参
观高峰。据馆长金成民介绍，他们已
经把解说词和宣讲材料中的重要的
时间节点核对完毕，接下来，他们将
策划清明节、“九一八”期间的宣讲
活动。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重新梳理文字 谋划全年巡展

□本报记者 万冲

三月初的哈尔滨，虽然寒气仍很凝
重，但春风已经开始拂面，“十四年抗
战”被写进了教科书，很大程度地鼓舞
了李兆麟将军纪念馆员工的工作热情。

纪念馆馆长李斌向记者介绍，李兆
麟纪念馆开馆以来，一直采取走出去办
展的方式，宣传李兆麟将军和东北抗联
的事迹，去年就组织了由骨干讲解员组

成的团队到贵州、青海等地进行巡展和
巡讲，他们的努力就是想让国内各地群
众了解东北抗日的历史，了解抗联的历
史。李斌说，从各地群众的反应来看，
很多人对东北抗联的情况知之甚少，越
是这样，越是激发我们的责任感。

解说员刘博告诉记者，每年大约有
三四万人到纪念馆参观学习，兆麟小学
的师生每年都要到这里开展参观活动。

李馆长告诉记者，他们将抓住“十四

年抗战”写进教科书契机，广泛向社会宣
传抗联和李兆麟将军的英雄事迹，让全国
各地人们更多了解东北这片热土上的英
烈豪杰。今年他们计划一方面组织好接
待参观工作，在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开
展宣传活动，并配合机关、企业、学校开展
党团活动，尽可能多的提供资料、场地、讲
解等专业服务；一方面继续采取走出去的
办法，深入到南方省市的基层，通过巡展
的方式，宣传李兆麟将军的事迹。

李兆麟将军纪念馆

深入南方省市宣讲东北抗日史

以翔实史料展示真实历史 以英烈事迹宣教抗联精神
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全省部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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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烈士纪念馆副馆长于文生告
诉记者，东北烈士纪念馆，由三个展馆组
成，第一就是东北烈士纪念馆、第二个是
中共黑龙江省历史纪念馆（黑龙江省党
史馆）、第三个是东北抗联博物馆。东北
烈士纪念馆的宣传口径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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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生说，东北抗联博物馆以实现

“全面展示、重点突出、特色鲜明”为总体
目标，以打造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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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中心为基本定位。目前，它与东
北烈士纪念馆、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
争烈士纪念塔、一曼公园抗联浮雕墙形
成区域资源互补，成为哈尔滨市经典的
红色旅游景区，并于 2005年经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为“全国一百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目前，该馆年接
待量达 45万人次。

于文生表示，2017 年东北烈士纪
念馆作为东北三省抗战遗迹联盟轮值
理事长单位，将于 7 月 2 日至 4 日，组
织东北三省 110 余家联盟成员单位举
办“东北抗战遗迹联盟主题日”系列活
动。召开联盟第三届理事会、“联盟主
题日”开幕式，推出主题展览，举办“东
北抗战与全民族抗战”专题论坛、“白
山黑水唱中华——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 80 周年”文艺演出等活动。还将举

办“松花江上——大型抗日歌曲演唱
会”和抗日烈士诞辰日、牺牲日等纪念
活动；通过流动展览小分队、宣讲报告
团等公众服务形式宣传“抗战十四
年”。今年是东北烈士纪念馆流动展
览小分队成立四十周年，“十四年抗
战”概念写入学生教课书，为这支队伍
的建设与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年
流动展览小分队和宣讲报告团数字化
建设迈上新台阶，他们将携带 VR、AR
等数字化教育设施持续深入各学校军
营、机关团体开展抗联英烈事迹巡展
和报告工作。作为东北抗联史料研究
中心，东北烈士纪念馆数字化文献信
息中心将于今年 5·18 国际博物馆日，
面向社会开放。届时将面向社会提供
关于“十四年抗战”的资料查询、数字
化检索等深度服务，实现博物馆里有
图书馆的国际化进程。

东北烈士纪念馆

将面向社会提供“十四年抗战”资料查询

□本报记者 王晓平

“十四年抗战历史写进教科书是我
们一直呼吁和盼望的，这是对牺牲英烈
的最好告慰”，刚刚退休的尚志市烈士陵
园原园长刘丽难掩兴奋。

刘丽介绍，尚志市是抗联三军的发
祥地和抗日游击根据地。1988年，尚志
市烈士陵园正式开馆。“从开馆的第一天
起，我们所有的讲解员都从‘九一八’起

头，向参观者讲解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
史”，刘丽说，尚志市烈士陵园建有“尚志
抗日烈士纪念馆”，建筑面积 1250平方
米，纪念馆主要陈列赵尚志、赵一曼等革
命烈士事迹，以生动的画面再现了赵尚
志率游击队木炮打宾州的史实。1988
年开馆以来，接待了无数国内外参观者，
人数最多的年份，参观人数逾 10万人。

2016 年 8 月 2 日，整饬一新的尚志
市烈士陵园重新开馆，陵园增加了大量

鲜为人知的资料。刘丽说，我们陵园在
讲解中从来都强调是“十四年抗战”，只
有真实、全面地记录、反映那段历史，
才是对牺牲英烈的最好告慰。下一
步，我们要继续多方搜集相关资料，竭
尽所能，把更多、更详尽的牺牲英烈的
材料补充进来，讲解给更多的参观者，
只有大书特书那段抵御外侮、可歌可
泣的历史，才能启迪后代，激发百姓的
爱国热情。

尚志市烈士陵园

全面记录那段历史是对英烈的最好告慰

目前，我省有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4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23个，其中，涉及抗战的教育示范基地20余个。多年来，这些遍及全省各地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坚持宣讲白山黑水间
“十四年抗战”的战火硝烟，以各具特色的史实、物证和生动的抗日故事、抗日英雄事迹，真实地展示“九一八”事变以来，黑龙江这片沃土上，军队和百姓奋起抵抗外侮的可歌可泣史实。日前，本报记者针对“十
四年抗战”写进教科书这一举措，采访了若干省内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基地负责人纷纷表示，为了使“十四年抗战”概念更加广为人知深入人心，他们将尽快丰富展馆陈列、充实讲解内容，组织各种活动，时
刻敲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警钟。同时，他们将组织更多的宣教宣讲活动，宣传东北抗联事迹，让伟大的“抗联精神”在黑土地上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