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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历史，就
意味着背叛”。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71周年之际，
为了铭记伟大的抗
日战争那段不能忘
却的历史，深切缅
怀在那光辉岁月中
英勇奋战的抗日先
烈，10月24日，武冈
市城东中学百名邵
阳晚报小记者在邵
阳晚报记者、辅导
员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怀化芷江，追
寻那段抗战岁月的
足迹。

“八年抗战起
卢沟，一纸降书落
芷江”，伟大的中国
人民在经历了艰苦
卓绝的八年抗战
后，于 1945 年迎来
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8月21日，日
军投降代表在湖南
芷江签订了投降
书。从此，芷江成
为中华大地上的
第一个抗战受降
地。芷江作为一
座英雄之城、胜利
之城、和平之城而
永载史册。

短短的一天，
城东中学的小记者
们走访了风雨桥、
钟鼓楼、受降坊、抗
日战争纪念馆、受
降堂旧址、国民党
陆军总司令部等纪
念地，观看了抗战
纪录片。一件件实
物陈列，一桩桩史
实记载，一张张现
场照片及讲解员生
动通俗的讲解，给
小记者们上了一堂
深刻的爱国主义教
育课，他们纷纷发
表感想感言，表示
要努力学习，早日
成才，报效祖国。
我们在这里撷取几
朵闪光的浪花，以
飨读者。

往窗外望去，庭院中站满了雪白
的和平鸽。我痴痴地望着它们，有一
只鸽子仿佛从我眼前飞过，它飞啊飞
啊，它穿过枪林弹雨，穿过人们撕心
裂肺的哭叫，来到了战争正激烈进行
着的战场。正在激战的双方看到了
它，仿佛有魔力般的，他们纷纷放下
了手里的枪支……啊，和平鸽，你们
是自由，是圣洁，更是和平！

晚报小记者
武冈城东中学52班 张雅奕
指导老师 曾超超

突然，我听见有鸟儿挥动翅膀的
声音，还有树被风吹动时沙沙的声
音。我迎着声音走了过去，看到了许
多雪白的鸽子，它们像一个个精灵一
样在树丛之中飞舞着，是那样得可
爱。看到这一幕，我想到了现在这个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方有战争，我希
望我变成那只和平鸽衔着橄榄枝飞
到那些地方去给人民带来和平，使那
里的人生活得和谐美满。

晚报小记者
武冈城东中学52班 杨 利
指导老师 曾超超

芷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经过三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终于到

了当年的日本受降地——芷江。一下
车，舞水的风迎面吹来，感觉格外舒
服。导游带我们来到龙津风雨桥，她介
绍说：“龙津风雨桥，位于湖南省芷江
县城，史称‘三楚西南第一桥’。”一路
走去，桥上有卖特色小吃的，有卖侗族
服装的，也有卖首饰的。我们看见有三
座塔建在一起，塔里面还有老人在放着
音乐跳着舞呢！这真是一个适合安逸
居住的世外桃源啊，可是，在七十多年
前，这却是一个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和胜
利辉煌的地方。

吃完午饭，我们就去参观受降纪念
坊，它是华夏大地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的唯一纪念性建筑，受降坊广场有很多
象征着和平的和平鸽在时飞时落。再往
里走还有很多还原了现场的旧址，有一
个画面让我非常解气——两个日本代表
向中国代表鞠躬认罪。抗战八年，我们
终于战胜了凶残的日本侵略军。

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地方是湖南抗
日战争纪念馆，从大门旁边进去就看到
一个非常大的雕塑，一个战士抱着一个

孩子，拿着一把枪，上面刻着两个醒目的
大字——“胜利”。往展览馆里走去，这
里模拟了战斗后的场景：废墟，飞机轰炸
的声音，木头红红的仿佛还在燃烧。后
面是展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浮雕，战
士们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拼杀。

参观结束了，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
在默默地沉思，感谢芷江，让我明白了，
是先辈用生命和热血换取了胜利与和
平，用血肉筑起了钢铁长城。我们只有
努力学习，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晚报小记者
武冈城东中学52班 阳 萧
指导老师 曾超超

感谢芷江

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止于哪里？日本帝国主义
在哪里投降？带着许多疑问，作为邵阳晚报小记者的
一员，我参加了小记者采访团，来到芷江。

车至芷江舞水河畔，映入眼帘的是芷江龙津风
雨桥。龙津风雨桥是因桥墩与流水形如龙口喷津
而得名的。风雨桥位于芷江县城，跨越流经县城的
舞水河。它是在1591年僧宽云带头捐建筑成，经历
了多次的圯毁、修复，一直是湘黔公路的交通要塞，
也是商贾游客往来云集最繁华的地方，史称“三楚
西南第一桥。”

龙津风雨桥历经沧桑400余年。抗战初期，龙
津风雨桥是大西南主要的军需供给线，因此，龙津风
雨桥成了日机主要轰炸目标，但令人惊异的是，龙津
风雨桥在水灾、火灾面前显得脆弱无比，而在侵略者
的炸弹面前却刚强不屈，任凭日机怎样狂轰烂炸，它
仍安然地横卧在舞水之上。

如今，经历过无数摧毁又重建的龙津风雨桥，

是一座集贸易、旅游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全国最大
的侗族风雨桥。它是历史古迹和建筑艺术的完美
融合，成为华夏大地一道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

怀着庄严的心情，我们来到芷江受降纪念坊。
芷江受降纪念坊始建成于1947年8月，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是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历史
丰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

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万侵华日军的今井武
夫一行，由南京飞抵芷江进行受降会谈，交出了在
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
命令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
败，写下了我国近代史上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
完全胜利的光辉一页。

这次采风之旅让我受益匪浅，我要牢记国耻，牢
记历史，从现在开始，要努力学习，为祖国争光。

晚报小记者 武冈城东中学57班 段慧芳
指导老师 唐海琴

“芷”住战争 留下和平

太阳已经西下，只留下一片余晖，汽车
仍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不禁回忆起今天
的旅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一大早，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大家
一路上欢歌笑语，尽显对芷江的憧憬。芷江
到了，我们争先恐后地飞奔下车，远远地看
见屹立在河面上的龙津风雨桥，宛如一条在
暴风雨中飞翔的龙。

走过风雨桥，我们便向受降纪念馆出
发。刚走进大门，便看见了一座高大的建筑
物——受降纪念坊。听讲解员说它的形状
是按照中华汉字“血”来修建的，寓意着抗
日战争的胜利是用中国人民的血肉筑成
的。随后，我们走向了举行日本受降仪式
的房间，房内桌椅摆放十分整齐，正前方挂
着孙中山的遗照，上书 “天下为公” 四
个大字。后方还有各界代表。芷江受降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是中华民
族永远的骄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的不朽丰碑！

在抗战纪念馆中，我看到了使我印象极
为深刻的一幕——证明日本侵略者残暴的
有力证据。文字上方的图片十分恐怖：一堆
被日本侵略者挖了眼睛或心肝的小孩尸
体。我惊呆了，那都是一岁或几个月的孩子
呀，任何有点良心的人都不至于干出如此罄
竹难书之事！

看着这一张张图片，我心中无比愤
慨！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多少革命先烈
们长眠于地下。因为有了他们的牺牲和奋
斗，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历史不
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
不会忘记他们。

“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是祖国的未
来，更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肩负着建
设伟大祖国的重任。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
才不会再受到侵略者的欺负，人民的生活才
会安宁。所以我们就应该刻苦学习，掌握知
识，为祖国更加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晚报小记者
武冈城东中学42班 匡远鑫
指导老师 苏 娟

“血”字坊下的沉思

10月24日，我们城东中学的小记者在晚
报记者叔叔、学校辅导员老师带领下开始了
芷江之旅。

欣赏了鼓楼的独特，舞水的清澈和美丽，
我们来到了“胜利之门”——抗战受降纪念坊。

1945年8月21日起，古城芷江沉浸在欢
腾的海洋中，中国军队和驻芷江的美军与芷
江各族人民在尽情地欢庆着抗战胜利的到
来，“庆五百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年永久之
和平”。

70多年前，我们的先烈用老旧的武器抵
御着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不知牺牲了多少
同胞，但我们中国人民坚强不屈，和敌人战斗
了8年之久，最终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为了纪念日本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1947 年国民政府在芷江修建代表中国抗战
胜利的标志性建筑——“受降纪念坊”。此
坊是华夏大地上唯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
标志性建筑物，它是历史的见证，是中国人
民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
大历史丰碑。

如今，和平鸽自由飞翔，人们欢快歌唱，
生活幸福美满，但我们不能忘记，是谁在浴血
奋战，是谁在英勇拼杀，是谁在为国捐躯，才
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晚报小记者
武冈城东中学53班 曾 嘉
指导老师 姚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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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盛开胜利花
——武冈市城东中学邵阳晚报小记者芷江采风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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