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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给第三
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回信。他在信中表示，
得知全国150万大学生参加本届大赛，其中上百
支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参加了走进延安、服务
革命老区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帮助老
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既取得了积极成效，又
受到了思想洗礼，我感到十分高兴。

习近平指出，延安是革命圣地，你们奔赴
延安，追寻革命前辈伟大而艰辛的历史足迹，
学习延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质，

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体现了当
代中国青年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
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有为人才
为之奋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今天，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辉目标。祖国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追
求、有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
断的青春力量。希望你们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
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
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

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用青春书
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今年 4 月和 7 月，教育部依托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平台，组织开展了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活动，两批参赛团队
分赴延安，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革命
老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助力精准扶贫脱贫。
实践活动结束后，全体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了他们的收获和体会，表示要像习近平
青年时代那样，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
的信念和志向，把自己创新创业梦融入伟大中
国梦，以青春和理想谱写信仰和奋斗之歌。

习近平回信勉励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

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5日，是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全
国各地举办多种活动，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日子。

72年前的今天，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
战诏书》形式，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在
签署投降书的密苏里号战舰上，至今仍然留
存着投降仪式的基本原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天气的炎热
丝毫没有减少人们观展的热情。截至14时，当
天纪念馆共接待游人5162人，“比上周同一时
间多了1500多人。”抗战馆工作人员吴娟介绍。

在辽宁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白
山黑水铸英魂——东北军民 14 年抗战史实
展》当日举行首展仪式。200余张珍贵的历史
图片，描绘了东北14年抗战全景，展示了抗战
的艰苦历程，讴歌了牺牲在白山黑水间的抗
日英烈，让观众能够更全面了解东北军民14
年的浴血奋斗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回望历史，当不忘英雄。”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杨阳说，在长达14年的
抗日斗争中，东北抗联战士们以惊人的意志，
不断挑战生命极限，在白山黑水间与日本侵
略者浴血抗争，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
英雄赞歌。

在位于重庆黄山的抗战遗址博物馆，中午
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参观者仍然络绎不绝。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保
存最好、最完整的抗战遗址。80年前，蒋介石及
其参谋幕僚机构进驻黄山办公居住，在这里作
出建立飞虎队、派遣远征军等重大决定，黄山成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84岁的参观者谢应为说，中国是二战的一
个主战场，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那么大的
牺牲，我们应该深深铭记历史，更加珍爱和平。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当天也迎来众多前
来参观的游客和学生。人们带来白色菊花，敬
献在烈士的雕像前。市民陈先生说，自己是历

史爱好者，今天特地来到淞沪抗战纪念馆感受
一下1937年的历史场景，“艰苦卓绝的抗战，让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更加珍惜和平。”

淞沪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第一次重大战役，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顽
强抵抗三个多月，彰显了誓死保卫国家的决
心，也粉碎了侵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
狂妄图谋。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表示，为
纪念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80周年，8月13日
至 10 月 15 日，纪念馆推出《浴血长空——中

国空军与上海抗战》原创展览，通过80张历史
照片、近40件珍贵文物，全方位地展示中国空
军参加上海抗战的全过程。

侵华日军暴行独立调查学者、哈尔滨市社
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李晓方认为，今天当我们
铭记历史的时候，更要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面
对未来。“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用最终的
胜利证明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作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在武器装备悬殊
的情况下，粉碎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妄想，不单
单是今天，而是永远都值得被纪念。”

全国各地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7272周年周年

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记者王可佳
杨汀）在“8·15”日本投降日到来之际，日本

广播协会电视台日前播放了纪录片《731 部
队的真相》，通过史料和亲历者供述，以铁证
揭露了侵华日军战争罪行，在日本社会引发
广泛关注。

在纪录片中，节目组找到了保存在俄罗
斯的数百份资料以及对二战期间研制并使用
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录音记录。
史料显示，在位于中国哈尔滨市郊外的 731
部队监牢中，曾关押着来自中国等多国俘虏，
他们被当作“材料”、残忍地用于活体实验。

“战争原来是这样的残忍……是绝不该发生
的事。”曾是731部队少年队员的三角武说。

片中，更多原 731 部队成员在供词中讲
述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生物武器研究和人体实
验的暴行。军医西俊英说，他们曾在零下20
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下用风扇对活体实验对象
猛吹，残忍地人为制造出冻伤效果；隶属该部
队的仓员称，曾亲眼见证5名被当作实验对
象的中国人中有3人手指指节变黑脱落，另
外两人的伤口暴露到只剩下指骨；曾任部队
第一部部长的川岛清说，该部队曾在中国多
个城市对中国部队使用过细菌武器，并在一
些村落的水井、贮水池等场所散布细菌，令无
数无辜民众受害。

这部纪录片还揭露了日军罪行的另一责
任主体——日本高校。当时日本军方与大学
的联系非常紧密，军方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
大学则向被侵略地输送“研究人才”。这些来
自日本各大高校的权威学者，在731部队中
被称为“技师”，和军医一样属于将校阶层，是
生物武器研究的中枢力量。

纪录片播出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残酷的真相刺痛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神经，他们
称“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捏造事实”，认为作证
的原731部队成员被洗脑，并极力否认历史真
相。但与此同时，更多的日本人开始对加害历史
进行反思。有日本网友表示，如此鲜活的证言刺
痛人心，决不能让残酷的战争历史重演。

“日中友好8·15之会”代表干事冲松信
夫告诉记者，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这部
纪录片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他认为，731
部队的真相在日本是一段不能被触碰的历
史，但恰恰又是人们必须知道的，“日本人必
须了解日军曾经犯下的罪行”。

共同社客座评论员冈田充表示，虽然自
己早已知道731部队的残酷行径，但还是第
一次亲耳听到加害者的证言。他认为，和《南
京大屠杀档案》一样，有关731部队残酷行径
的记录也应申请并被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所承认的世界记忆遗产。

日本“铭心会”会长松冈环表示，在回顾
战争历史时，多数日本媒体只会将日本包装
成战争受害者，却丝毫不提日本人在战争中
残害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的真相。“日本隐瞒
战争犯罪、强调被害的做法无益于与亚洲各
国重建良好关系。日本试图掩盖历史已经超
过70年了，而我们应持续努力，将历史真相
告诉日本等世界各国的更多年轻人。”

日媒播纪录片
揭露731部队暴行

日方人士反思加害历史

▶8月15日，白山黑水铸
英魂——东北军民 14 年抗战
史实展在辽宁阜新万人坑死
难矿工纪念馆举行首展仪式。
展览通过大量历史图片展现
了东北军民14年的艰苦抗战
历程。 新华社记者 杨青摄

▲8月15日，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
出《共同见证：1937 南京大屠
杀》史实展，许多参观者前往
参观，铭记历史，缅怀同胞。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