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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徐壮

“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
件最为艰苦”。

这三个“最”字形容的，是日本侵华时
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特
别是东北抗日联军。

90年前的 9月 18日，日军炸毁沈阳
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动九一
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从此就在白山黑水
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和平正义
而战。

90年后的 9月 18日，尖厉的防空警
报声再次划破沈阳天际，提醒后人铭记悲
壮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翻开历史这本教科书，我们追问：是
什么，使得东北抗日联军作出这么多的牺
牲，坚持这么长的抗争，留下这么久的回
响？

有一种牺牲叫共产党人
秋日的阳光洒向沈阳市大东区柳林

街，修缮一新的北大营旧址陈列馆静默无
语，一切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国民
政府仍心存侥幸心理、严令军队“不抵抗”
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行动。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一份《中共满洲
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贴满沈阳大街小巷，愤怒指出“这一事件
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号召国人奋起抗日。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
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份横眉冷对日寇
的檄文，如今读来仿佛一种预告。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在
民族危机爆发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斗
争的最前沿，是全中国第一个发出抗战宣

言的政治力量。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黑暗中便有了灯

塔。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
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
作，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杨靖宇、周保中、冯仲云、魏拯民……
仁人志士接踵而来，他们或是年轻的革命
者、或是留学莫斯科的高材生、或是家境
殷实的“富二代”，但来到东北，他们的身
份便只有一个——共产党人！

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
东北抗日联军。

那是英雄遍地的时代，那是牺牲无悔
的时代。

杨靖宇牺牲时 35岁，敌人解剖他的
尸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赵
尚志牺牲时 34岁，遗体被扔进松花江的
冰窟之中；陈翰章牺牲时27岁，被敌人残
忍地割断了舌头、剜去了双眼……

惨烈的作战，使抗联部队从最多时 3
万多人锐减到最少时不足2000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1年到 1945年
8月15日日本投降，东北抗日联军消灭敌
人18万多人。

“言行一致是共产党人的宝贵品质，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 14年抗战的首倡者，
也是抗战的最早实践者。”辽宁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张洪军评价道。

有一种信念叫爱国主义
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14年里过

着怎样的生活？
由于敌人“坚壁清野”，抗联将士经常

几个月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以树皮草根
充饥；日军物资充沛、红光满面，抗联军队
连衣服都靠扒敌人的穿；东北的寒冬，唾
沫出口成冰，躲在山里的战士却连火都不
敢生……

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们如此坚持
14年？

抗联将士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夺回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国

奴的生活。”杨靖宇亲自写下的《东北抗日
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在冰天雪地里唱出
军魂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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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一曼就义前为幼子“宁儿”写下的家书，舐
犊之情与爱国之情交融；

“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
的光荣！”面对日伪军逼降，以冷云为首的
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投江前的话语，
书写出“八女投江”的壮烈史诗；

“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实现这
个理想，原名关有维的山西青年，给自己
改名魏拯民，宏图壮志尽在不言中；

……
国家！国家！东北抗联英雄誓死守

护的，就是中国。
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中华儿女

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
爱国主义壮歌。

“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
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
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
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
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
历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
的壮丽旗帜！”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
话语，成为东北抗联英雄壮举最好的注
脚。

有一种传承叫自强不息
秋高气爽、阳光普照。晴空下，

G810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9时 18分准
点到达沈阳北站。

驾驶员王伟目视前方，不断变换口
令。世界一流的高铁操作系统环绕他的
周围。

巧合的是，G8103 次复兴号动车组
列车行驶的京哈铁路，正好从当年日军
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几十米远处
经过。

昔日南满、今日京哈。王伟感叹道：
“想想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铁
路掠夺资源，甚至发动战争，令人愤恨。
现在我们有自己的铁路和高铁，只有国家
强大了，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高铁飞驰的东三省，萧瑟秋风今又
是，换了人间。

黑龙江悉心保护开发东北抗日联军
在敌后建立的秘密宿营地——抗联密营，
一个个红色旅游基地初具规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上，吉
林立足老工业基地、全国商品粮基地等优
势，一批新产业项目茁壮成长。

辽宁深入挖掘东北抗联精神，建立现
场教学点，打造精品课程，把革命遗迹旧
址转化为直观的现场课堂。

今年 10月，作为 2021年度中华民族
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建设试点
单位，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大数据项目建
设如期完成。东北抗日联军的故事将在
大数据的助力下走出山城本溪，走进更多
中国人的心中。

爱国主义，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中
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从未如此紧密地把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在
一起。

90年前，中华民族 14年艰苦卓绝的
抗战开始；90年后，中国人民正在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先辈热血抛洒的土地上，东北抗联精
神生生不息。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气贯长虹 英雄史诗
东北抗联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走出深山迎来千年一跃
88岁的鄂伦春族老人吴绿英家住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古里
乡猎民村，这是当地政府为下山定居的鄂
伦春人规划建设的第三代猎民新村，家家
户户是蓝顶黄墙的气派砖房，屋内有卫生
间和集中供暖，门前小院里种着鲜花，屋后
还有一片小菜地。

“70年来，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大了。”
吴绿英说，以前鄂伦春人在大兴安岭深处
游猎，住在用桦树皮搭建的“撮罗子”中，生
活物资要用兽皮到山下交换，最辛苦的是
冬天，天冷食物少，用水还要到河里去切冰
块。

1951 年 10 月 31 日，新中国第一个少
数民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成立。为
表达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鄂伦春族群
众一致要求将建旗纪念日改为公历10月1
日，和新中国同一天过生日。鄂伦春自治
旗成立后，当地政府开始在山下建设猎民
新村，到 1958 年鄂伦春猎民全部下山定
居，从原始氏族部落一步进入现代文明。

“70年间，鄂伦春族实现了全方位的
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研究员白兰说。这位从鄂伦春自治旗托
扎敏乡走出来的鄂伦春族学者，是第一位
从事鄂伦春文化研究的本民族学者。

白兰说，鄂伦春自治旗刚成立的时候，
当地只有 700多名鄂伦春人，绝大多数人
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如今，鄂伦春自治
旗常住人口超过 17万，有 25个民族，其中
鄂伦春族3017人，鄂伦春人受教育程度显
著提升。

吴绿英在大山中长大，从小不识字，但

她的8个儿子在下山定居后都受到了正规
教育，其中有3人参军入伍、2人考上大学，
她的10个孙子孙女基本都是大学毕业，有
的在北京、上海工作，还有的回来建设家
乡。

吴绿英的孙女莫琳琳如今是古里乡猎
民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正在为村里的振兴
发展而奔忙。她说：“我们要用好党和国家
的政策，建设好家乡。”

2020年，鄂伦春自治旗的贫困发生率
从2014年的30.8%降至0，退出了国家级贫
困旗县序列。鄂伦春自治旗旗长何雪光
说：“在党的领导下，鄂伦春自治旗在70年
的发展历程中，走上了一条摆脱贫困、奔向
小康的康庄大道。”

放下猎枪，“莫日根”再出发
在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猎民村，崭新

干净的村居整齐划一，唯有葛力力家的院
子略显“凌乱”——3台大型农机将小院占
得满满当当。

40岁的葛力力是远近闻名的种植大
户，去年他承包了1000多亩土地种植大豆
和玉米，农业生产收入就有30万元。

葛力力的父母都是传统的鄂伦春猎
民，虽早已下山定居，但仍以打猎为生。
1959年以来，随着大兴安岭林区开发，人
口不断增加，森林中的野生动物数量逐年
下降，单一的猎业生产已不能维持鄂伦春
族猎民的生活。鄂伦春自治旗委、旗政府
意识到，只有让猎民发展多种经营，才能让
鄂伦春人在奔小康的道路上不掉队。

1996年，鄂伦春人响应国家号召放下
猎枪，从单一的猎业经济向农畜林多种经
营方式转变。

昔日的好猎手纷纷奔赴黑土地，开荒、
犁地、播种。“我们祖祖辈辈都没种过地，政
府派来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们，看着自己
种的地里结出粮食，别提多高兴了。”葛力
力说。2020年，全旗鄂伦春族猎民年人均
生产性收入达3900元，相当于“禁猎”前的
9倍。

尽管不再打猎，但游猎生活的印记仍
鲜明地印刻在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中，并
成为脱贫致富的“加速器”。托扎敏乡希日
特奇猎民村组织村里妇女学习传统桦树皮
手工艺品制作，帮助她们每人每年增收超
7000元。

“未来我们还将以鄂伦春马为中心，深
入发展民俗旅游。”托扎敏乡党委书记朝辉
指着乡里的赛马场说，这里从2017年起已
连续举办4届赛马比赛。鄂伦春马体型矮
小，耐力极强，2006年被确定为国家级畜
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

“鄂伦春人将好猎手称为‘莫日根’，过
去每个‘莫日根’都有一匹专属于自己的猎
马。现在不再打猎了，养马既是情感的寄
托，也是致富的关键。”古里乡猎民村村民
关晓志说。关晓志经营的马场如今有 280
多匹马，年均收入超50万元。

如今，鄂伦春马将继续驮着新时代的
“莫日根”在小康路上稳健前行。

“兴安猎神”归林记
鄂伦春自治旗地处大兴安岭腹地，森

林繁茂，水系丰沛，生态环境资源无与伦
比。

过去，鄂伦春人被誉为“兴安猎神”，大
兴安岭的山与水为游猎的鄂伦春人提供了
生存的必需品。现在，鄂伦春人成了自然

的“守护者”，将优良的生态环境转化成巨
大的发展优势。

甘河是鄂伦春自治旗内主要河流之
一，如今在甘河上游，飘出了阵阵酒香。“因
为水质纯净、口感清甜，我们生产的啤酒畅
销自治区内外。”呼伦贝尔市鲜卑源酒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明说。对他们来说，保
护水源，就是保护好致富之源。

从20世纪90年代起，鄂伦春自治旗克
一河镇开始规模化种植木耳、滑子菇等。
邵泽华是当地最早种木耳的一批人，但是
近些年，他却越发对未来感到担忧。

“木材是木耳种植的主要基料，2015
年天然林全面停伐后，木材越来越紧张，而
木耳菌包所使用的塑料袋也对环境造成了
影响。”邵泽华说。

从 2017 年起，邵泽华赴多地学习考
察，找到了新的致富“伞”。赤松茸，状如小
伞，只需在林下以稻壳或玉米秸秆作基料，
再铺上菌种即可种植。基料可连续使用 3
年以上，淘汰后的基料变成菌糠，还能用作
肥料。

去年他的林下种的4亩试验田里一平
方米采摘出13斤赤松茸。“今天摘完了，明
天又能冒出一茬新的，在6月到9月末的采
摘期里，每天都能摘。”邵泽华说。

与木耳相比，种植赤松茸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更小，利润却是木耳的 3至 5倍，当
地利用这柄“小金伞”发展起食用菌产业。

生态立旗，绿色先行。
鄂伦春人的千年游猎史，亦是一部与

自然共生的历史。放下猎枪，走出深山，他
们仍然关心爱护着大自然，走出一条绿富
同兴之路。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8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
者丁小溪 范思翔）记者 28日从国
家公务员局获悉，2022年度中央机
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报名
即将开始，考生可于10月29日8:00
至 11月 7日 18:00期间，登录“2022
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
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subb.scs.
gov.cn/lx2022）进行网上报名，笔试
将于11月27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
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同时举行。

据了解，本次公开遴选和公开
选调中央机关共有39个部门参加，
计划选拔 401人。其中，公开遴选
职位包括处长及以下职务和一级调
研员及以下职级，计划选拔382人；
公开选调职位包括副处长职务和一
级至四级调研员职级，计划选拔 19
人。与往年相比，本次公开遴选和
公开选调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突出政
治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
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坚持公
道正派、注重实绩、群众公认，严格
政治条件，从严政治考查，严把遴

选、选调人员政治关。此外，报名仍
然采取个人意愿与组织推荐相结合
的方式，考试继续针对不同职务职
级命制相应试题，重点测查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用人部
门综合考虑考试成绩、考察情况和
职位要求，择优确定拟任职人员。

据介绍，这是自 2010 年以来，
中央机关第12次开展公开遴选，此
前已有一大批优秀基层公务员通过
该方式进入中央机关工作，优化了
中央机关公务员队伍来源和经历结
构，同时建立了来自基层的公务员
培养选拔机制，畅通了基层公务员
向上流动渠道。中央机关公开选调
工作自 2014年开展以来，进一步扩
大了选人用人视野，为中央机关补
充了一批具有相关行业工作经历和
较高专业素养的急需人才，在促进
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交
流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今后，中
央机关将按照健全党管干部、选贤
任能制度的要求，继续推进公开遴
选和公开选调工作，不断完善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为建设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
员队伍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2022 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
和公开选调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

（上接第一版）二是提高知识产权转
移转化成效支撑实体经济创新发
展，完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体制机
制，提升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效益。
三是构建便民利民知识产权服务体
系促进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民，提
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知
识产权服务业健康发展。四是推进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服务开放型经济
发展，主动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提升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水平，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五是推进
知识产权人才和文化建设夯实事业
发展基础。围绕五大任务，《规划》
还设立了商业秘密保护工程等十五
个专项工程。

《规划》从加强组织领导、鼓励
探索创新、加大投入力度、狠抓工作
落实等四个方面保障实施，确保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和运用规划》印发

□新华社记者 王君宝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足百
日，虽然天气渐寒，但中国各地却洋
溢着对冰雪运动火一般的热情。在
中国最北的省份黑龙江省，这一表
现尤为明显。

拥抱冰雪

还未立冬，但黑龙江的冬天已
经到来。在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市，
白雪覆盖在山坡上，热爱滑雪的人
早已开始享受新一年雪季。57岁
的滑雪爱好者袁国斌和去年一样，
约上自己的雪友，从哈尔滨踏上了
赴漠河的找雪之旅。

群众冰雪运动在黑龙江省已发
展超过半个世纪。中国首位速度滑
冰世界冠军罗致焕清楚地记得，20
世纪 60年代哈尔滨冬季室外冰场
上的热闹场景。

为激发青少年的冰雪运动热情，
黑龙江省已连续开展40余年“百万
青少年上冰雪”活动，不仅在校园内
外掀起冰雪运动热情，更为中国冰雪
运动发展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

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日益临近，
近五年，黑龙江省在冬季连续开展

“赏冰乐雪”系列活动，开展各类冬季
比赛、群众冰雪活动数千项次，带动、
影响8000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金山银山

居住在黑龙江省雪乡的樊兆义
曾是一位林场工人，在他记忆里，以
前因为雪大，运送木头十分困难，

“林业工人最烦的就是雪”。
雪乡又名双峰林场，当地每年

积雪日可达 180天，年平均降雪厚
度2.6米。这几年，冰天雪地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在雪乡践行得尤为突
出。

“领导鼓励大家搞旅游，很多人
开始不敢尝试，我是第一批开民宿
的林业工人。”对于2002年，樊兆义
记忆犹新。

凭借着独具特色的雪景，雪乡
的名气越来越大，樊兆义的生意也
越来越好。

“一开始是翻建自己家的老房
子，就三个房间、一个厨房。”指着身

后的走廊，樊兆义说前几年投入了
400多万，现在民宿有30个房间。

如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亚布
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等早已成为黑龙
江省冰雪产业的代表。亚布力周边
农村的农民经过系统培训后当上了
滑雪教练，民宿、农家乐等增加大量
就业机会，“冷山”变成了“金山”；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授予黑河市“中国
黑河汽车寒区试验基地”称号，寒区
试车产业每年冬季为黑河市带来超
过4亿元的消费规模。

数据显示，黑龙江省体育服务
业占到体育产业总产出的约七成，
市场主体数量相较 2014年成倍增
长。

冲刺冬奥

罗致焕 1963 年在日本举行的
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上夺得男子
1500米冠军，创造了历史。罗致焕
用这块金牌让中国冰雪运动走进国
际视野。

年轻时，罗致焕在家乡黑龙江
训练时，都是在户外的天然冰上进
行。为了提早上冰训练，运动员们
要先坐火车，然后转大卡车抵达黑
龙江省北部的黑河市，最久需要花
费56个小时。

这样不畏困难的精神传承至
今，成为黑龙江省体育健儿的“底
色”。

作为中国短道速滑运动的代表
城市，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青少年
运动员常在冰场内“早去晚退”，只
为能多滑一会儿。

七台河直到 2013 年才拥有自
己的室内冰场，但不畏困难、奋起向
上的拼搏精神，却让七台河先后向
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张杰、杨扬、王濛
等10位世界冠军。

20世纪 50年代，哈尔滨、牡丹
江等地先后建立冰上运动队，哈尔
滨和齐齐哈尔的冰球队在随后几十
年几乎垄断了全国比赛冠军，并为
国家队输送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
中国目前为止获得的 13枚冬奥会
金牌中，黑龙江贡献了 9枚。随着
北京冬奥会临近，又一批黑龙江籍
运动员摩拳擦掌，期待着在北京冬
奥会赛场上为国争光。

中国最北省

拥抱冰雪 冲刺冬奥

□新华社记者 于长洪 丁铭 魏婧宇 冯歆然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70年前，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人走出

深山，从原始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千年一跃，鄂伦春人开启了新生活。
放下猎枪，“最后的狩猎民族”告别过往，发展种植、养殖、旅游等多种经营，在新的产业中播撒新希望。
走出深山，鄂伦春人没有离开山林，“兴安猎神”变成大兴安岭“守护者”，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护大自然。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张骁 罗鑫）记者从北京
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获悉，随着作为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场地的国家体育场“鸟巢”改造工程28日正
式完工，北京市冬奥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全面收官。

据介绍，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入最后冲刺期，结合
赛时需要，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全面启动临时设施搭建工
作。临时设施主要为观众观赛系统、运动员服务系统，以及电
视转播、防疫、物流等功能用房，将于年内全面完工。

小康不是梦
鄂伦春人的千年跨越

冬奥场馆
配套设施

全面收官全面收官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申铖）财政部28日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主要效益指标保持增长，国有
企业利润总额35000亿元，同比增长
55.4%，两年平均增长13.5%。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有企业

营业总收入 539981.9亿元，同比增
长 23%；国有企业应交税费 39516.7
亿元，同比增长 19.4%。截至 9 月
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64.2%，
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中央
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66.8%，地方国
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2.6%。

前三季度国有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55.4%

国家速滑馆夜景国家速滑馆夜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国家体育场夜景国家体育场夜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