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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
刘集后村中央，静静伫立着一方不
大的院落。穿过火炬和高粱装饰的
门檐，历史沧桑感迎面扑来。

96 年前，在这里，诞生了中国
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中共刘
集支部。一年后，首版《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在这里得到传播。院子
的主人，也是刘集支部第一任书记
刘良才，在这里创办夜校、宣传革
命，率先点燃中国北方农村革命的
星星之火。

诞生 革命种子破土发芽

1925年冬，一个身穿藏青色长
袍的青年从济南风尘仆仆赶回刘集
村，他就是刘集村第一名共产党员
刘子久。回村后，他经常对堂兄刘良
才畅谈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
主张。这让刘良才领悟到，只有革命
才是翻身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共
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希望所在。

经刘子久介绍，刘良才加入中
国共产党，又发展两名青年入党，同
年刘集支部建立。就此，全国最早的
农村党支部之一诞生，革命种子开
始在这个小村庄悄悄传播。刘集支
部建立后，刘良才以走亲访友、外出
做工为名，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发展
组织，并在自家秘密办起农民夜校。

1926年春节前，在济南工作的
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探亲，将陈望
道翻译的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
译本带回。她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
告诉刘良才：“他叫马格斯（马克思），
德国人，他和一个叫安格尔斯（恩格
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
都应该学一学，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
目的，知道今后应该走的路。”

刘良才如获至宝，他带领党员
群众把书中晦涩难懂的道理吃透，
转换成朴素的语言在夜校讲给百姓
听。随着书页慢慢翻过，他们越学越
有底气：我们要抱成团，抱的团越
大，地主就越害怕！穷人要翻身，就
得照着这些理儿去做！

发展 宣言之光照亮征程

“我们穷人是走慢了穷撵上，
走快了撵上穷，不紧不慢往前走，
扑通掉进穷窟窿，永无出头之日。
要想改变如今这个世道，就要团结
起来，跟着共产党奔共产主义！”在
支部旧址复原夜校场景的房间里，
刘良才坚定的声音仿佛还在回荡，

那么铿锵有力。
从1926年起，刘集支部连续三

个冬春举办农民夜校，教农民学文
化、学革命理论。借着《共产党宣
言》，马克思主义思想很快在刘集村
扎下根。这部党的“红色经典”，犹如
暗夜灯塔，开始了指导中国北方农
民革命斗争的历程。

无数个夜晚，昏暗油灯下，刘良
才和党员们商量如何用马克思主义
帮更多百姓吃上饭的决策：“觅汉增
资”“掐谷穗”“砸木行”……1927
年，支部在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宣传
革命主张，把工农运动搞得轰轰烈
烈，很多村民逐渐接受新思想，先后
发展成为党员。党组织凝聚力越来
越强，很快成为东营地区最具影响
力和号召力的党的活动中心，有“小
莫斯科”和“小乌克兰”之称。

发扬 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历史硝烟虽已散去，革命故事
薪火相传。2005 年，刘集支部旧址
纪念馆落成开馆；2011 年，投资建
成《共产党宣言》陈列馆……90 多
年过去了，先辈们用鲜血传承下来
的精神，依然屹立如灯塔。

——在刘集后村，他们有一个
共识，听党话、跟党走，就能过上好
日子。进入新时代，继续在这片红色
热土书写奋斗华章；

——在全省第一个“千亿镇”大
王镇，党员干部镌刻在镇党委、政府
办公楼上“说了算，定了干，干就干
好”的承诺，从未改变；

——在全国百强县广饶县，凭
借“红色”引擎的推动力，拥有销售
收入过百亿元企业9家、中国500强
企业4家，各类上市挂牌企业56家；

——在东营市，红色基因深深
融入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血脉，为不
同时期建设发展提供不竭精神动
力。进入新时代特别市委六届四次
全会以来，东营市确立“打造山东高
质量发展的增长极，黄河入海文化
旅游目的地，建设富有活力的现代
化湿地城市”目标定位，接续推进事
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任务、重大项
目、重大工程，在应对困难挑战中迈
上新台阶。

寻根溯源，抚今追昔。从一本
《共产党宣言》点燃的星火开始，到
迈入新时代，那盏曾点亮革命者理
想信念的宣言之灯，还在继续照亮
新的征程！

“宣言”之光照亮征程
东营日报社记者 李怀苹

漫步当年的小院，追寻宣言星火
留下的痕迹，不得不感慨信仰的力
量，它像一道光，穿越历史照亮未来，
为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指明前进方向。

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无数
仁人志士在《共产党宣言》指引下，
敢为人先，前仆后继。多年来，这份
真挚朴素的信念薪火相传。不论是
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

刘集支部那种骨子里敢为人先、不
怕牺牲，不畏艰苦、勇于创新的精神
一直都在传承弘扬。

红色血液汩汩流淌，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回首来路，正是有了党的
引领，宣言之光的温润，才有今日之
辉煌。展望未来，唯有握好历史接力
棒，传承赓续先烈们的精神血脉，方
能告慰历史、不负时代。（李怀苹）

信仰的力量 不变的情怀

共产党宣言陈列馆。李伟涛 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一首《义勇军进行曲》，铭刻着
一个国家和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历
史记忆。

从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策动
九一八事变起，全体中华儿女前仆
后继，浴血抗争14载，以巨大牺牲取
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
次完全胜利。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全体中
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
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
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
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
空前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
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
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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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总动员”：爱国
情怀空前激发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
厅，陈列着一封当年中共晋中特委
组织部部长王孝慈写给弟弟的家
书。信里写道：“‘抗战’是我们伟大
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
民族、新的人民。”

抗战14 年间，一个声音始终坚
定如磐——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
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
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
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沧海横流显本色，砥柱中流挽狂
澜——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大旗，指引着中国抗战的胜
利方向，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四万万人
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形成势不
可挡的全民族抗战历史洪流。

不屈的中华大地，写满共产党
人、民族赤子的家国大义——

“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
安慰你地下的母亲！”东北抗日联军
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与日
军作战被俘，在慷慨就义之时给年
幼的儿子留下诀别信。

“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是我
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八路军第
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
白文冠，不畏日军胁迫，绝食殉国。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
东北抗日联军、开辟敌后战场、广泛
发动和武装人民群众……为着中国
人民的幸福，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
和解放，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抗日力
量中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
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
敢的一群人。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军事思

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主任舒健说，抗
战期间民众的忧患意识、国家观念、
民族意识被彻底激发，中国共产党支
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推动
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带领全
国人民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

“共甘苦、共生死”：民族气
节昂然“不死”

1938 年抗战期间，战地摄影师
罗伯特·卡帕在武汉街头拍下一张
照片，照片上的民众纷纷举起旗帜，
其中一面旗帜上醒目地写着两个
字：“不死！”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谱写中华民族慷慨悲壮的精神
壮歌。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同年 8
月，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随
朱德、彭德怀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华
北，开辟抗日根据地。

“母亲：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
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
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们也
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
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
河南岸来。”左权给母亲写信言志。

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敌后游
击战……在1942年日寇大“扫荡”的
突围转移战斗中，左权不幸牺牲。7年
后，其母亲才知道儿子已为国捐躯。

1937年，四川安县。青年王建堂
参军杀敌，他的父亲王者诚为出征
的儿子送上一面白布大旗，旗的正
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左边用
小字写道：“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
时拭血，死后裹身……”

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保卫
战、衡阳保卫战……侵略者每进犯
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晋察冀、
冀鲁豫、湘鄂赣、鄂豫皖……一个个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让侵略者
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
部原副部长罗援说，不论过去还是现
在，不论民族救亡还是民族复兴，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敢于胜利、勇于牺牲
的人民军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
中国人民，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克
服一切困难的信心所在、力量所在。

“忠贞不贰的意志”：英雄
气概写就史诗

“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
洒，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会动
摇。”带着这份决绝，东北抗日联军
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
率部与日伪军战斗在白山黑水间，
于1940年2月壮烈牺牲，时年35岁。
他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发
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

1941年8月，日伪军对晋察冀边
区发起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当年9
月围攻易县狼牙山，担任掩护任务
的5位八路军战士顽强阻击敌人，他
们打光最后一粒子弹，扔出最后一
颗手榴弹，用石块砸向敌人……最

后关头，勇士们宁死不屈，将枪支全
部损毁，纵身跳下悬崖……

安徽芜湖市赭山上，安葬着中国
远征军名将戴安澜将军的遗骨。1942
年3月，戴安澜率部赴缅甸参加远征
军抗战。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为
国战死，事极光荣。”惨烈的同古保卫
战中，戴安澜率部与敌鏖战，以牺牲
800人的代价，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
锋，歼灭敌军4000多人，俘敌400多
人，打出了国威。战斗结束后，戴安澜
在撤退过程中遭敌袭击，身负重伤，
壮烈殉国，时年38岁。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
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
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
也无违。”毛泽东为戴安澜题赠挽
词，表达对这位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的深切哀悼。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四万万中华儿女以不畏强暴、血
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书写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无比壮烈的东方史诗。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信
念赢得“最后胜利”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
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
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1938 年 5 月，陕北延安的窑洞
里，毛泽东拨开“亡国论”“速胜论”
的迷雾，预见抗战胜利的光明未来。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
念，在中国大地激发出光复旧物、实
现民族复兴的雄心伟力——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
起抗日根据地，还进行了以新民主
主义为内容的社会改革，成为当时
爱国青年心中的圣地，集合了一群
群优秀的中华儿女；

在云南昆明，建立于抗战烽火
中的西南联大，在铁皮做顶、黄土做
墙的教室里，在一次次凄厉的防空
警报和日寇的轰炸中，培养出灿若
群星的大师、科学家；

1945 年 9 月 9 日，江苏南京，当
年日军大屠杀劫后余生的市民，以
胜利的狂喜亲眼见证日本侵略者签
下投降书的历史时刻……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
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
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
的雄壮史诗。伟大抗战精神，锻造、
光耀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
史时刻；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响彻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
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伟大
抗战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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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抗战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屈婷 陈聪

图为狼牙山
棋盘陀峰顶的“狼
牙山五勇士纪念
塔”（2017 年 10 月
27 日摄，无人机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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