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做堂堂正正光榮自豪的中國人
在山西考察 參觀百團大戰紀念館展陳與青少年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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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
報道）「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
須在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推翻帝國
主義統治，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
之下實行堅決的鬥爭，一致反對日本
強暴佔領東三省……」香港文匯報記
者在中央檔案館查詢了解到，這份檔
案是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變發生
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發表的《為日本
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
言》，指出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
八事變的根源，即「掠奪中國，壓迫
中國工農革命，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
殖民地」，表明了堅決反對日本帝國
主義侵略的鮮明立場，響亮地提出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
「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

集中展現中共堅強領導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中央檔案館
7日向社會集中開放第七批館藏檔案資
料共計5.7萬餘件，其中抗戰專題檔案
4萬餘件。據悉，此次開放的抗戰專題
檔案主要為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
間，各級黨組織及黨領導的政權、軍
隊、群團組織等形成的電報、公告、
總結、報告等，集中展現了中國共產

黨在政治思想、組織動員、戰略策
略、軍事鬥爭等方面的堅強領導。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倡導
建立並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正確戰略策
略，開闢廣大敵後戰場和抗日民主根
據地。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鬥在抗日
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
存的希望，引領着中國抗戰的正確方
向，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號召全國軍民團結抗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當日本

再次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之時，中國共
產黨人又一次站在全民族抗戰的最前
線。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查閱發現，
《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
電》記錄了1937年 7月8日盧溝橋事
變第二天，中共中央通電全國，呼
籲：「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
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
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通電號召
全國軍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侵
略者，向全國民眾表明了中國共產黨
抗戰到底的決心，發出了戰鬥的號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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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與東江縱隊相關的珍貴史
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 攝

●《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
全國軍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 攝

●中共中央發表的《為日本帝國
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
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

山西考察時參觀了百團大戰紀念館展陳。在紀念

館大廳，習近平同前來參觀的青少年學生和紀念館

工作人員親切交流。習近平說，廣大青少年生逢其

時，要賡續紅色血脈，樹立強國有我的遠大志向，做

堂堂正正、光榮自豪的中國人，勇擔民族復興的時代

大任。

中共領導百團大戰
靈活作戰一戰成名

●7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山西省陽泉市考察。這是習近平在百團大戰紀念館同前來參觀
的青少年學生和紀念館工作人員親切交流。 新華社

●7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
山西省陽泉市考察。這是習近平在百團大戰紀念館參觀。 新華社

7月7日至8日，習近平在山西省委書
記唐登傑和省長盧東亮陪同下，先

後到陽泉、太原考察調研。

把偉大抗戰精神代代傳下去
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中的重大戰役，極
大振奮了全國軍民抗戰到底的信心。7日下
午，習近平來到位於陽泉市獅腦山的百團
大戰紀念碑廣場，向八路軍烈士敬獻花
籃。接着，他參觀了百團大戰紀念館展
陳。一張張歷史照片、一件件珍貴實物，
生動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同仇
敵愾、勇禦外侮的光輝歷史，習近平不時
駐足察看和沉思。他強調，百團大戰的歷
史壯舉，充分展現了我們黨在全民族抗戰
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現了黨領導的
人民戰爭的磅礡力量。要講好抗戰故事，
把偉大抗戰精神一代代傳下去。

青少年要樹立強國有我志向
在紀念館大廳，習近平同前來參觀的青
少年學生和紀念館工作人員親切交流。他
說，88年前的今天發生的「七七事變」，
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起點，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到這裏來就是接受
精神洗禮。廣大青少年生逢其時，要賡續
紅色血脈，樹立強國有我的遠大志向，做
堂堂正正、光榮自豪的中國人，勇擔民族
復興的時代大任。
當天下午，習近平到陽泉閥門股份有限
公司進行了考察。在聽取近年來山西省產

業轉型升級情況匯報後，他走進企業生產
車間，詳細了解煤氣閘閥、電動翻板閥等
產品生產和銷售情況。

傳統製造業要加強科技創新
他指出，傳統製造業是實體經濟的重要
組成部分，要把握市場需求，加強科技創
新，讓傳統產業煥發新活力。他對企業員
工們說，我國的工業發展，過去是靠一榔
頭一錘子地敲，今天要靠先進技術和裝備
來提升水平。實業興國，實幹興邦。希望
你們再接再厲、更上層樓，為建設製造強
國多作貢獻。
8日上午，習近平聽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匯報，對山西各方面取得的成績給予
肯定，對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習近平指出，建設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
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黨中央交給山西的一項
戰略任務，要進一步統一思想，保持定力，
堅定有序推進轉型發展。重點要抓好能源轉
型、產業升級和適度多元發展。要在扛牢國
家電煤保供責任前提下，推動煤炭產業由低
端向高端、煤炭產品由初級燃料向高價值產
品攀升，同時着眼於高水平打造我國重要能
源原材料基地，配套發展風電、光伏發電、
氫能等能源，構建新型能源體系。要扎實推
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
因地制宜布局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逐步形
成體現山西特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現代化產
業體系。要用好多元發展條件，優化營商環
境，激發經營主體活力，把資源優勢更好轉

化為發展優勢。

轉型發展須守住安全穩定底線
習近平強調，轉型發展必須牢牢守住安

全穩定底線。要着力穩就業、穩企業、穩
市場、穩預期，強化「一老一小」等重點
民生保障服務，兜牢困難群眾基本生活。
要深化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強化社會治安
整體防控，常態化開展掃黑除惡，依法打
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確保社會大局穩
定。要一體推進治山治水治氣治城，全面
加強防沙治沙和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持續
推進重點行業節能降碳，扎實開展礦山生
態修復，切實維護生態安全。要強化安全
生產，嚴格落實各項監管制度，堅決防範
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發生。目前已進入主汛
期，要精心做好防汛抗洪預案和防災減災
救災準備工作。
習近平指出，必須以永遠在路上的堅韌

和執着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要發揚自我革
命精神，落實管黨治黨責任，堅持黨性黨
風黨紀一起抓、正風肅紀反腐相貫通，把
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的氛圍長期堅持
下去，努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要
抓緊抓細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
教育後續工作，查擺問題要真，整改措施
要實，確保取得實效。要及時總結學習教
育成效和經驗，完善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
化制度機制。
何立峰及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

同志陪同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
京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通過
檔案檢索系統以「香港」為關鍵詞
檢索發現，抗戰期間涉及香港的檔
案記錄達數百條。其中既有「在敵
統治下之香港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的社會狀況記載，也包含「聲援香
港反汪反漢奸罷工工人，堅持團結
堅持抗戰反對妥協投降後退分裂」
的輿論動員，更有「八路軍反掃蕩
勝利，香港人士極為興奮」的勝利
捷報。

港九獨立大隊發揮關鍵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抗日
武裝中，東江縱隊作為主力部
隊，其下轄的港九獨立大隊更具
歷史特殊性，在香港抗日中發揮
了關鍵作用。1941年 12月香港淪
陷後，英軍僅堅持 18 天即告投
降，港九獨立大隊隨即成為香港
抗戰唯一持續作戰的成建制武裝
力量。在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艱
苦歲月中，該部隊成功營救被困
香港的文化界人士，解救英軍戰
俘，救助盟軍飛行員，尤其是將
命懸一線的美國飛虎隊中尉克爾
救出險境，更是一段廣泛流傳的
佳話，成為中外聯合抗戰的典
範。香港文匯報記者查閱發現，
檔案中保存的 1944 年 8 月 11 日

《解放日報》刊載的《美飛機師
克爾少尉函謝我東江游擊隊》，
正是這段歷史的有力見證。
此外，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檢索

還發現了不少與《大公報》相關的
信息，如《重慶大公報論八路軍百
團大戰》所載：「粉碎了他們的謠
言更消滅了他們的殘命，我們都是
中國的兒女，中國的兒女一定愛護
我們的祖國」，彰顯全民抗戰的堅
定信念。另有 1942 年 9 月 13 日
《大眾日報》刊登的《從香港到蘇
北，從黑暗到光明，名記者范長江
報道沿途見聞》，記錄了《大公
報》著名記者范長江從香港淪陷區
到蘇北抗日根據地過程中的6點見
聞，其中提到：「抗日民主根據地
之建設與發展，國際輿論中及華僑
心目中，在中國政治生活上，已被
視為有決定性的力量。」

1940年8月到1941年1月的百團大戰，是全

民族抗戰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華

北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帶戰略性進攻的戰役。

1940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日寇準備實行南

進政策，加緊誘迫國民黨投降，把進攻的矛頭全面指向八路軍，

企圖摧毀華北抗日根據地。

1940年8月到1941年1月，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發動大規模進攻

和反「掃蕩」戰役，痛擊日寇囂張氣焰。當時105個團20餘萬人

參戰，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萬餘人、偽軍5,000餘人，俘

日軍280餘人、偽軍1.8萬餘人，「百團大戰」一戰成名。

百團大戰共分三個階段，八路軍靈活的作戰調度，貫穿戰役始

終。戰役第一階段，各部同時出擊，形成「全面開花」之勢，當

日軍調集重兵反撲時，八路軍又迅速化整為零，轉為游擊作戰。

9月，彭德懷、左權果斷決定轉入第二階段作戰，在繼續破襲交

通的同時，將重點放在攻佔交通線兩側和深入各根據地內的日軍

據點。10月上旬，戰役進入第三階段，主要是反擊日偽軍的報復

「掃蕩」。彭德懷、左權於10月19日發布《關於百團大戰後的

反「掃蕩」計劃》，強調「應以進行堅決的游擊戰為（主）展

開，消耗疲勞敵人，求得部分的消滅敵人，但不直（接）作較大

的決戰」。這便是面對日軍堅固的「囚籠」，八路軍用靈活應變

的作戰策略作出的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回應。

在今年6月發布的第六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百

團大戰檔案》入選。共計33件檔案詳細梳理了百團大戰的指揮

命令、戰役部署、前線戰報和戰役總結。

●綜合中國共產黨網及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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