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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7 日 电（记 者
陈 舒）第四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与
抗战精神传承研讨会 7 日以视频连线
方式在北京、台北同时举办，两岸退役
将领、专家学者等百余人与会。

研讨会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台
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共同主
办，旨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
促进两岸同胞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
精神，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多位两岸嘉宾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

院院长高翔表示，抗日战争胜利是包括
台湾同胞在内的全民族团结奋战的结
果，两岸同胞要在追忆历史、缅怀先烈
中，深切体悟血浓于水的血脉亲情，深
刻理解“两岸一家亲”的历史意涵，不断
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夯实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人
心根基。

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
会长黄幸强表示，抗战历史是中华民族
的宝贵资产，无数军民牺牲宝贵生命，
换来抗战胜利成果。抗战精神所蕴含
的“牺牲、团结、奉献”依然适用于现在，

期待它能引领中华民族迈向更美好未
来。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荣誉理事戚
建国表示，中华儿女奋勇抗战，挺起了
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创造了中华民族
反侵略战争的奇迹，这是海峡两岸同胞
永恒的记忆和荣耀。85 年后的今天，
两岸同胞应共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高
举中华民族大团结光辉旗帜，坚决反对
外来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
表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
汲取历史经验、携手维护来之不易的和

平与发展，这是抗战留给我们的重要启
示。

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
理事长黄炳麟表示，希望通过研讨交
流，继续增进两岸年轻世代对抗战历史
的认知，共创两岸美好明天。

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李功勤表示，
抗战胜利捍卫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我
们这一辈人应该传承抗战历史经验并
教育好下一代。

两岸嘉宾还就“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 85 周年”“同盟作战与台湾同胞抗日
史实”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

两岸人士研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 共议传承抗战精神

今年是全民族抗
战爆发 85 周年。“七
七 事 变 ” 纪 念 日 前
夕，记者拜访了台湾
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
的侄孙女、台湾抗日
志士亲属协进会荣誉
会长丘秀芷，听她追忆先辈们那段抗
日的烽火岁月。

“其实台湾的抗日，从 1895 年就
开 始 了 。” 丘 秀 芷 今 年 虽 已 82 岁 高
龄，但回忆起家族抗战历史，依然头
脑清晰，思维敏捷。

1895 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
辱国的 《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
本。次年，丘逢甲挥笔写下传世名句

“ 四 百 万 人 同 一 哭 ， 去 年 今 日 割 台
湾”。他与台湾更多仁人志士一起，誓
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与乡土共存
亡。

“乙未（1895 年）台湾人组建义勇
军抵抗日军，从三角涌、龙潭、湖口，一
路被日军血洗镇压。”丘秀芷翻开她主
编的《破碎山河谁来补——台湾抗日先
贤先烈传》，感慨地说。

少女时代的丘秀芷，无意间发现了

家里的一个印章，上面写着“台湾义军
总帅丘逢甲”，这段埋藏许久的家族抗
战史才逐渐浮出水面。

甲午战争爆发时，丘逢甲正值壮
年。“甲午战事起，丘家人就意识到，日
本觊觎台湾已久，中日之间必有一仗。”
丘秀芷说，丘逢甲出面号召，成立以客
家人为主的团练。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丘
先甲、丘逢甲两兄弟义愤填膺，以“抗倭
守土”为名，号召创办义军，带头变卖家
产以充军费，并动员亲属入伍。丘逢甲
担任全台义军统领。因为武器装备不
足，经过一个月的浴血奋战，义军伤亡
惨重。

如今，台中大坑地区丘先甲墓碑上
的对联“威武彰南崁，英灵振北坑”依然
清晰可见。丘秀芷说，这副对联刻于
1917 年，当年父亲冒着被日本人逮捕

的危险也要在爷爷墓碑上刻下这副对
联，就是希望有一天这段历史可以为世
人所了解。

义军没能阻挡住日军，台湾遭受日
本殖民压迫长达半世纪的苦难岁月由
此开始。但反抗从未停止。丘逢甲的
儿子丘念台在祖国大陆参与抗日运动，
与台湾岛内抗日志士遥相呼应。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广州沦
陷。丘念台组织成立东区服务队，从事
动员民众等工作，投身长期抗战。服务
队吸引了很多台湾青年学生。

“他与数十名有志青年，以步行方
式，背包袱、毯子，到一个个乡村小镇去
做宣传。”丘秀芷说，丘念台当年还编了
服务队队歌：“步行二千里，东区服务
队，动员民众自卫……大家齐奋起，老
幼男女，必收复失地。”

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期间，推行奴化

教育，严禁台湾民众学
习 和 使 用 汉 语 。 丘 念
台 在 大 陆 投 身 抗 战 的
同时，不断给台湾的丘
氏 宗 亲 寄 来 国 文 书
籍。正是这些书籍，启
迪 丘 秀 芷 走 上 文 史 写

作的道路。
“就连我的名字‘秀芷’，也是伯父

丘念台起的。”丘秀芷说，日本殖民统治
期间，台湾民众不能取中国名而只能取
日本名。台湾光复后，她立刻改回了中
国姓名。

她在整理家族抗战史的过程中，有
感于先人无私无我的爱国精神，希望那
段历史被世代铭记，于是从 1975 年开
始致力于台湾史的研究，倾其所有对丘
家及台湾其他抗日家族历史资料进行
整理，出版了多本书籍。

2006 年，台湾抗日志士的家属及
后人成立了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
丘秀芷曾先后担任理事长、荣誉会长。

“我们的宗旨是，纪念和发扬所有
台湾抗日先辈爱国爱乡光荣传统。”丘
秀芷说。

（新华社台北7月7日电）

先辈的抗日历史应该被世代铭记
——访台湾抗日志士后人丘秀芷

新华社记者 齐湘辉 岳夕彤

85 年前的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悍
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
争。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人民铮铮
铁骨战强敌、血肉之躯筑长城、前仆后
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
壮史诗，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
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战争的阴霾
警醒着世人和平的可贵，屈辱的回忆唤
醒了民族精神的力量。当《松花江上》
诉说着东北人民流亡的惨状，当《告全
国民众书》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
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抗战宣言，抗
击侵略、救亡图存日益成为全国上下的
共同意志和行动：卢沟桥事变第二天，

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
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共
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
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中华大地上崛起
了排山倒海、勇往向前的抗日力量。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孕育出伟大
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
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
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份于
危亡之际迸发出的精神伟力，是中国人
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
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念念不忘让历史得以永恒，代代相
传使精神熠熠生辉。中华民族从苦难
中走来，更在苦难中奋起。85 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从
历史中汲取力量，高高擎起民族精神的
火炬，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在新时代绘就了宏伟篇章。

实践证明，历史的每一次前进，都
离不开伟大精神的推动。当前，世界百
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
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
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从历史与
苦难中走来的我们，明白和平与发展机
遇的可贵，更懂得越是艰难险阻，越要

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共克时艰。弘
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斗争精神，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我们定能以新的成绩告慰为夺取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所有
先烈，告慰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
解放献出生命的所有英灵！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抗 战 精 神 烛 照 复 兴 之 路
新华社记者 涂 铭 田晨旭

新华社北京 7月 6 日电 近日，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
发 《关 于 开 展 2022 年 “ 最 美 医 生 ”
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在全社会广
泛开展 2022 年“最美医生”学习宣
传活动。

通知强调，学习宣传活动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通过公开宣传
发布优秀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先进事
迹，特别是青年医务工作者将青春融
入卫生健康事业、用奋斗书写护佑生
命华章的动人故事，突出展现党领导

卫生健康事业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
就，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激励广大
医疗卫生工作者继续坚守抗疫最前线
和疾病防治第一线，用大爱和责任守
护人民健康，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通知明确，学习宣传活动面向长
期奋战在卫生健康各条战线的医疗卫
生工作者，由广泛动员、组织推荐、审
核评议、公开发布、集中宣传、深入学
习等环节组成。按照政治素质过硬、
工作实绩突出、社会广泛认可等标准，
突出公平性、先进性、代表性、时代性
等要求，实事求是、好中选优做好推荐
评议等各项工作。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开展

2022年“最美医生”学习宣传活动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记 者
姜 琳）“打零工”对促进大龄和困难
人员就业增收具有重要作用。7 日，
人社部、民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加
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
的意见》，要求建立零工求职招聘信息
服务制度，将零工信息纳入公共就业
信息服务范围。

据人社部就业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各地大力探索推进零工市场建设，
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更好地促进零工
人员实现就业，专门下发这一意见。

意见提出，强化零工市场信息服
务，广泛收集零工需求信息，多渠道、
多形式发布。强化零工快速对接服
务，建立零工“即时快招”服务模式，优
化零工快速对接流程手续，设立零工
信息快速发布通道，组织流动招工大
篷车、定向招聘等活动，促进供需匹配
对接。

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引导零

工人员参加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和
新职业技能培训。强化困难零工帮扶
服务，建立零工人员分级服务机制，对
待工时间长、低收入家庭、残疾等大龄
和困难零工人员加强就业帮扶。

完善零工市场秩序维护，公开零
工市场服务制度、服务热线和投诉举
报方式，严厉打击黑中介、发布虚假招
聘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服务场
地设施支撑，合理利用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场地资源，设立零工对接服务专
区，有条件的地方可就近设立零工服
务场所。

完善信息化应用支撑，动态收集
更新零工人员和用工主体信息，提供

“一网通办”服务。扩大零工服务多元
化供给，鼓励多方参与零工市场建设
和运营管理。开展零工市场动态监
测，建立零工市场动态管理名录，向社
会广泛公布相关信息，为供求双方对
接提供指引。

五部门部署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记 者
姜 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7 日
发布《关于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稳
就业促就业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充
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匹配供需、
专业高效优势，不断扩大市场化就业
服务供给，切实增强促就业实效。

通知提出七项具体措施，包括大
规模开展求职招聘服务，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跨区域协同等方式，加大服务
力度和招聘频次，针对多样化就业需
求开展联合招聘；

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组织国
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国家级人才
市场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一系列
专项活动，为高校毕业生集中推荐优质
就业岗位和多样化就业服务；

积极助力农民工稳定就业，鼓励
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劳务协
作、技能培训、助力劳务品牌建设等服

务，帮助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就近就业；
着力保障重点领域用工，聚焦制

造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搭建人力资源服务供需对
接平台，加强用工保障；

创新发展灵活用工服务，支持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运用数字技术创新开
展劳动力余缺调剂、人力资源服务外
包等，开发灵活就业平台、参与零工市
场建设，拓宽就业渠道；

积极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
展，加大惠企利民各项政策落实力度，
通过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奖励补贴、减
免场地租金等措施，帮助服务机构更
好发展；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监
测，实施人力资源市场“一线观察”项
目，支持各地定期发布人力资源市场
供需状况，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
招聘用工提供参考。

人社部部署开展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稳就业促就业行动

7 月 7 日，宁夏展商在兰洽会上向
参会者推介商品。

当日，第 28 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
洽谈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本届兰
洽会以“深化务实合作，共创丝路繁

荣”为主题，设置了新能源、新材料、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等 7 个专业展馆，还
将举办新枢纽新通道发展论坛等 20
多项专业论坛和经贸洽谈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智敏 摄

7 月 6 日，第十届北京惠民文化消
费季启动。今年惠民文化消费季将结
合双奥之城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等重点热点，策划红色观影季、
红色古建研学游、首发首映系列活动、
京郊寻美、农村艺术节等特色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 欣 摄

新 华 社 南 京 7 月 7 日 电（记 者
蒋 芳 邱冰清）纪念“七七事变”85
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
究》一书正式出版，作为系统研究南京
安全区的专著，很多珍贵史料是首次
公开。

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由南
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
张连红主持，历时 20 余年编辑、出版。
该书不仅全面梳理了南京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运行和功能演变，
揭 露 了 安 全 区 内 令 人 震 惊 的 日 军 暴
行，还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难民的

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节呈现。
南京大屠杀期间，曾有 25 万多名

难民涌入约 3.86 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
区。课题组围绕难民的组成、难民的
生活和难民的社会心理等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为了收集更多一手资料，研
究人员数次前往美国、德国、英国、法
国、日本等地。

“走访约翰·拉贝曾任职的德国
企业后，德方给我寄来了一份拉贝在
南 京 小 粉 桥 难 民 所 登 记 的 难 民 信 息
表 ， 里 面 包 含 了 600 多 名 难 民 的 年
龄、性别、职业以及他们的签名，对

研究难民构成情况意义重大。”张连
红说。

值得关注的是，该书还大篇幅展
示了安全区内中国人的互助。史料记
载，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的中国
职员阵容十分庞大。《南京大屠杀国际
安全区研究》一书通过进一步研究发
现，共有 1500 多名中国人直接参与该
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他们主要来自与
西方人士关系密切的知识阶层，包括
安全区的中层管理人员、安全区的基
层服务人员等。但遗憾的是，目前能
够讲出名字、了解主要活动的只有不

足 100人。
“通过南京安全区的研究，我们既

要讴歌人道主义精神，也要深入揭露
侵华日军暴行，用铁的证据批驳日本
右翼人士的荒谬言论，制止日本军国
主义复活，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张连
红说。

1937 年 11 月，南京沦陷前夕，来自
美国、德国等国的 20 多位外籍人士冒
着生命危险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和中
方管理人员一道，设立了 25 个难民收
容所，在此后南京的至暗时刻收容保
护了 25万多名中国难民。

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专著出版 揭露日军侵华罪行

7 月 7 日，观众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烽火印记——
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区特展》。

当日，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联合北京 15 家抗战类纪念馆推出

《烽火印记——北京抗日战争主题
片区特展》。展览生动展示了北京
丰富厚重的抗战文化资源，以及在
保护利用抗战资源方面的巨大成
就。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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