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榆林学院传承红色基因、重温红色记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广大师
生爱国热情，凝聚磅礴自信，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用最深层最持久的爱国感情谱写守初心担使命的高等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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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暑期，我随榆林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学科研工作团队，在黑龙江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研修基地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三场培训报告、五
次现场教学、七个实践学习基地，感受东北
大地平旷丰茂的自然风光，感触东北抗联
坚韧顽强的革命精神，也感怀中国共产党
人在东北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历程。这为
我的教学科研工作积累了宝贵资料，也成
为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一、感恩英雄，珍惜当下

88 年前的九·一八，东北大地开始遭
受倭寇的践踏，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
一抔魂，曾经的苦难怎能忘记，曾经的牺牲
怎能忘记。抗战胜利已经历74个春秋，踏

上这片土地，我们甚至还能隐隐感觉到日
寇践踏的阴霾。14年的浴血奋战，我们的
英雄们、我们的东北同胞做出了多么大的
牺牲！为保卫祖国而抗争，杨靖宇、周保
中、赵尚志、赵一曼、张寿筏等一大批抗日
志士以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
神，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抗战14年，
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顽强战斗的姿态，谱
写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气壮山河的英雄史
诗，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杨靖宇
一句：“老乡啊！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还
有中国吗？”如此诚挚的语言，如今品味，爱
国情怀依然荡气回肠。如此朴素的语言，
彪炳彰显了他们威武不屈的精神！如今，
我们安然地踏上这片土地，感受着东北祥
和的阳光。我们理应珍惜当下和平岁月，
心怀感恩，不负英雄！不负历史！也不负

自己的人生！

二、感怀初心，勇担使命

88 年前的东北，内忧外患，灾难深
重。88 年来，这里历经风雨飘摇、兴衰沉
浮。88年来，这里也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革命与建设的奋斗
历程。在这片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
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在这里描绘了中国工业化的蓝图，建起
了国家重工业基地，创造了新中国工业的
多个“第一”，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
坚实基础。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
党组织数万名解放军复员官兵、知识青年
和革命干部，怀着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

到这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荒原茫
茫、荆棘丛生、沼泽遍布的“北大荒”变成我
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的商品粮
生产基地—“北大仓”。新世纪以来特别是
十八大以来，党实施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
的措施和出台了《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战略》，美丽东北必然会有美好明天。88
年来，从东北抗联保家卫国的斗争，到新中
国成立以来东北的建设发展历程，记录了
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
部辉煌历史。这一光辉历程，寄托着共产
党人的初心，承载着共产党人的使命。作
为新时代的高校思政教师，必须坚定理想
信念，勇担使命，将党的革命与建设的历程
介绍给青年学子，将爱国主义故事讲给青
年学子，激发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爱国情怀。

三、感受美好，祝福祖国

《山海经》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
中”。而经历了千年历史淘洗、百年革命与
建设历程的东北，如今百草丰茂、百业兴
旺，生机勃勃。如今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地
理文化大区和经济大区。这里有“茫茫林
海、皑皑雪原”；这里是“天下粮仓、绿色海
洋”；这里“黑土殷实、稻谷丰硕”；这里是

“共和国长子”，见证了共和国大工业时代
的壮美！ 感受着美丽东北的自然风光，感
慨我们美好幸福的生活。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回顾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感
怀我们这个愈战愈勇，历久弥坚的民族，由
衷地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祝福我
们的人民，越来越幸福！

感怀抗联精神 担负思政教育使命
马克思主义学院 艾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一面展
墙，上边记录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
牲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4 年抗战
期间，中国军民共伤亡 3500 多万人，直接
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
亿美元。抗战期间，日军的死亡人数为
155.8万人，其中正面战场歼灭日军85.9万
余人，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人，东北抗
日军民歼灭日军17.2万余人。

从数据中也可看出，抗击日军的武装
力量主要来自三方面，正面战场中的国民
党，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东北战场上的抗
日军民，以东北抗联为代表。大众了解的
抗战主要就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正面战
场，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敌后战场，很少会把
以抗联为代表的东北战场单独拿出来分
析。这其中的缘由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我们将日本侵华战争划分为两个阶
段，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7年“七
七事变”之间的局部侵华和之后的全面侵
华，对应的抗战也可称为局部抗战和全面
抗战。全面侵华是这场战争的核心，因此
更多的人会去关注“八年抗战”，之前的抗

战关注较少。2017 年国家将历史教科书
中的这段历史统一为“十四年抗战”，这样
人们对抗日战争就会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
了解，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战的历史才真正
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
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
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
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这是“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外墙上的一段文字，清楚记载
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委。事件发生
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采
取了不抵抗政策，东三省迅速沦陷。东北
是中国的东北，它也是东北人民的家园，国
民党军队虽已悉数撤出东北，但东北人民
的抵抗没有消亡，因为他们无路可退。

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抗日战争是一
场没有宣战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
标志着战争的开始，但日本政府可没有宣称
自己发动了侵略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
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日本政府
依旧没有宣战。这个阶段国内统一的反侵
略抗击力量已基本形成，但国民政府并没有

对日宣战，一直到了1941年12月9日，国民
政府才对日宣战，因为前一天美国对日宣
战，这是基于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
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1932年4月15日，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经对日宣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自发组织
起来抗击敌人的武装力量有不少，有以马
占山为代表的不愿意放弃抵抗的正规军，
有警察大队，有游击队，我们把他们统称为

“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虽然也在顽强抵
抗，但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各自为战，战
术又以正面战为主，很快就被日军各个击
破，到 1933 年左右，义勇军就已基本溃
散。在这危机时刻，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
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形成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
周保中、赵一曼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先
后赴东北开展工作，抗日游击队就此在东
北各地崛起。随后，各地的抗日游击队经
过多次整合和改建，1936年2月，改称为东
北抗日联军，1937年 12月组建完毕，共 11
个军，鼎盛时期达 3 万余人，开辟了东南
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抗战期间，东

北抗联在东三省各地发起战斗，大大小小
数万次，巅峰时期牵制日军76万之多。东
北抗联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沉
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我们从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
宇的事迹，基本可以窥视东北抗日联军的
一二。杨靖宇生于1905年2月13日，河南
确山县（今驻马店市）人，身高至少 1.9米，
家境贫寒，幼年丧父。他原名“马尚德”，

“杨靖宇”是到了东北之后根据工作需要改
的，“靖宇”在朝鲜话里有“驱除外敌”之
意。杨靖宇于 1923 年就读于河南省立开
封纺染工业学校，期间秘密参加革命，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回
到老家开展农运工作，领导了豫南农民起
义。1929 年，受组织派遣，前往东北开展
工作。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杨靖宇
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1936年 6月第一、
二军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
总司令兼政委。

杨靖宇打仗的特点是灵活多变，多采
用游击战，“敌进我退、地乱我打”，这样的
战术让日本关东军伤透了脑筋，杨靖宇的

名字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噩梦。在东京的
“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一批叫“肉弹十勇
士”的牌位，也就是当年被包围后发动自杀
式冲锋的10个日本军人，而据日军当时的
记载和学者的考证，围剿这支关东军的部
队就是杨靖宇率领的部队。

为了“剿灭”杨靖宇的队伍，日本关东
军从 1938年开始调集 6万人的武装力量，
他们的宗旨很明确，遇到抗联和其他队伍，
只打抗联，放过其他队伍，遇到杨靖宇的队
伍和其他抗联，只打杨靖宇的队伍，放过其
他抗联。足以看出日本关东军对杨靖宇的
仇恨有多深。日军吸取了教训，改变了作
战思路，通过断绝老百姓与抗联的联系，遇
到抗联队伍穷追不舍，招降和优待抗联叛
变分子的方式，最终将抗联和杨靖宇的队
伍逼入了绝境。杨靖宇的牺牲也是因为叛
徒的出卖。杨靖宇牺牲后，日军残忍的割
下了他的头颅示众。为了破解日军的谜
团，杨靖宇到底是靠什么在零下20多度的
冰天雪地里存活那么长的时间与日军殊死
抗争，日军惨无人道的剖开了杨靖宇的胃，
里面只有三样东西：棉絮、稻草、树皮。

东北抗日联军画像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守跃

2019年7月14日至19日，有幸参加由
黑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
践研修基地主办，牡丹江师范学院承办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班。学习重点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同时还有历史文化知识，尤其
是有关东北抗联精神的相关史实。聆听三
场理论大讲堂，陈君老师《铭记抗联历史，
弘扬抗联精神》、李德林老人《抗联交通员
李老海的事迹》、李洪光老师《牡丹江抗日
斗争史》，讲述的主要内容均为东北抗联的
历史及其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得了近代以来中
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辟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
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
出，“这一伟大胜利，将永载中华民族史册，
永载人类和平史册！”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
绝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部壮丽史
诗中最惨烈、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在
白山黑水之间，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希望
和历史责任，推动和领导东北人民走上抗
日最前线。在长达14年的艰难岁月中，东
北抗日联军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展开

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
中熔铸成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
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抗联精神作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在战争中表现
出来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是人类献身
正义事业百折不挠的传奇和典范，是中华
民族威武不屈精神的彪炳彰显，是伟大抗
战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1、坚定的革命信仰

在长期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科学性、革命性是抗联将士强大的精神支
柱。东北抗联队伍中，共产党员占 20%—
30%，多时达到40%—50%。这些用革命理
论、科学信仰武装起来的抗联将士，成为抗
联队伍的坚强核心。也正是凭借对马克思
主义的坚定信仰，东北抗联成为一支打不
垮、困不死的钢铁队伍。无论形势多么险
恶、困难多么巨大，东北抗联将士始终坚信
中国人民所从事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
正义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这种必胜的信念，成为抗联将士的精神动
力。“救亡图存”是贯穿东北抗联斗争历
史的一条主线，“振兴中华”是全体抗联将
士发自心底的呐喊。驱除日寇、振兴中华，
对抗联将士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支撑和鼓舞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
同敌人血战到底。

2、坚毅的爱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队伍中
不仅有工农群众、青年学生，还有放弃劫掠
生涯的绿林草莽、原东北军爱国官兵、一些
毁家纾难的有产者和弃官不做的上层社会
人士。虽然他们政治立场不同、经济地位
迥异，但在国家危亡之际都义无反顾地奔
赴战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如同火山一
样爆发出来。东北抗联为全国抗战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
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粉碎了日
本以东北为基地“以战养战”的阴谋，有力
地打击了日伪殖民统治，牵制了日伪大量
兵力，迟滞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
程，支援了全国抗战大局，唤起了亿万军民

的爱国热情。

3、坚韧的奋斗精神

为了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抗联将士以
超越人类极限的忍耐力克服了举世罕见的
困难。据当年抗联老同志回忆，部队因冻、
饿、病而死的人数不亚于战斗减员。有的抗
联部队一切战斗物资只能依靠战斗缴获，拿
生命和鲜血换取，其处境之艰难、生活之艰
苦、战斗之残酷难以用语言描述。东北抗联
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1936年6月25日
的日记中写道：“白雪铺满大地，山中雪积及
尺，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衣水鞋，日夜出没
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即使如
此，抗联指战员们也丝毫没有退缩，而是以
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断战斗。东北抗联英雄
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在监狱中坚贞不屈，
在刑场上大义凛然。冰雪严寒中吞下棉絮
枯草为食、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杨靖宇，面对
敌人严刑拷打和百般诱惑仍严守党的机密
的赵尚志，被敌人酷刑逼供数月之久后英勇
就义的赵一曼，这些东北抗联烈士的英魂与
山河同在、与日月齐辉。

回顾东北抗联救亡图存的悲壮历史，
缅怀民族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我们
应继续继承与弘扬包括抗联精神在内的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把个人命运
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爱国主
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鼓舞
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东北抗联团结东北各族人民救亡
图存、保家卫国，共同抵抗外来侵略，使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升华到新的高
度。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不断弘扬伟大
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
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继承并发扬了中
华文化协和万邦、热爱和平的优秀传统，对
内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对外主
张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际交往原则，积
极维护国际和平与文明和谐。

新时代弘扬面向世界的爱国主义精
神，意味着我们要有更加宽广的世界胸怀
和全球视野，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推动人
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始终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

继承东北抗联精神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