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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

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

展览开幕。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庄严肃穆。上午9时，仪式开始。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

立，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

士默哀。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88年前的今天，日本

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

抗，全民族抗战爆发，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

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

前赴后继、勠力同心，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

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赢得了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推

出《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全

景式展现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

程，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

供了重要平台。

蔡奇说，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伟大抗

战精神。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发扬斗争精神、锐意开拓进取；坚定不移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携手创造民族复兴美

好未来；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正义事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

奋斗，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向

抗战英烈献花，并参观主题展览。

王毅、李书磊、张又侠、王小洪、张庆伟、

吴政隆、王勇和刘振立出席。尹力主持。

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

抗战将领遗属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中央

党政军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600人参加。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共

分8个部分，总面积12200平方米，展出照片

1525张、文物3237件。

纪 念 全 民 族 抗 战 爆 发 88 周 年 仪 式
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

蔡奇出席并讲话

据新华社广州7月7日电（记者邓瑞璇）广东省档案馆7日

举行“抗战档案史料捐赠仪式”，接受日本学者松野诚也捐赠的

侵华日军华南细菌战“波第8604部队”名册的彩色扫描件。这

也是该部队名册首次在国内整册出现。

广东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份《留守名簿》的日文档

案编纂于1945年2月1日，二战后曾被日本秘藏多年，直至2019

年其存在才被世人知晓。日本迫于各方压力，在今年5月14日

公布该档案。

《留守名簿》主要记录了编纂时“波第8604部队”仍在籍的

860名成员的姓名、出生日期、役种、兵种、职务、前属部队番号

及编入日期、编入该部队日期、入伍年份、任现职年份、户籍地、

家庭住址、留守家人姓名等信息。

华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研究侵华日军华南细菌战的资深

专家谭元亨介绍，二十世纪30年代末，日军组建了设在广州的

“波第8604部队”，名为“华南防疫给水部”，表面上从事防疫和

向士兵提供净水的工作，实际上却干着细菌战和人体活体实验

的罪恶勾当，屠杀了大量粤港难民。但细菌战部队属于日军秘

密部队，且日军在战败时将大量资料销毁，因此有关“华南防疫

给水部”的原始史料尤为稀少。

“名簿与华南地区留存的日军细菌战历史遗址、遗迹形成了

有力呼应，以日方档案文件的形式印证了此前‘波第8604部队’

老兵证词和幸存受害者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谭元亨说。

侵 华 日 军 华 南 细 菌 战
“波第8604部队”名册国内首次整册出现

7月7日，南京抗日

航空烈士纪念馆举行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群众性纪念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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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游客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参观。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阜平县，是我党我军历史

上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的首府，是晋察冀边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晋察冀

边区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堡垒”的作用。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7月7日，各界人士代表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现场撞响

和平大钟。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全民族抗战

爆发88周年”仪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抗战精神。 新华社发（胡潇 摄）

安徽桐城六尺巷，黛瓦青砖

间，小巷古朴，文脉悠悠。

盛夏时节，郁郁葱葱的香樟

树下，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条

两米宽、百米长的小巷，亲身感

受传承数百年的礼让文化。

来自合肥的游客张欣雅在

巷口买了一把写有“礼让”的折

扇，兴奋地说：“六尺巷的故事现

在家喻户晓，今天实地逛了逛，

才发现原来这么有底蕴。”

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

邻居吴家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

是中国邻里和谐礼让的典范。

2024年 10月 17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了解六尺

巷历史及其传承，听取当地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情况。

“在诗书照壁前，总书记重

温了张吴礼让典故。总书记看

得很细，不时指点询问。”桐城市

博物馆馆长叶鑫回忆。

习近平总书记汲古言今，殷

殷嘱托：“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

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

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

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

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

“总书记当时叮咛，谦让，谦虚，

和为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

我们走到哪里，都自觉传承这种精

神。”叶鑫说，“这激励我们继续发

挥文博优势，通过特色文物展览，

让大家感悟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

和为贵的传统美德。”

小巷“出圈”，带火了此处的张

氏、吴氏家族文化陈列馆以及礼让、

廉洁文化等主题馆。青砖宅院内，

一块全息屏幕复原着小巷的古貌。

叶鑫说：“我们用全息投影等新技

术，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穿过百米长的小巷，一座牌

坊上书写“礼让”二字，见证着历

史典故的时代新篇。

张英的十二世孙张耘如今

仍在六尺巷周边工作生活。作

为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他常

引用老祖宗的故事，调解社区家

长里短、矛盾纠纷。

不久前，社区西后街一处房屋

的共有墙体倾斜、墙面开裂，谁来

修？谁出钱？一时争执不休。张

耘把两家人带到六尺巷现场调解：

“同样是一堵墙，老祖宗尚能如此，

你们何不都让让呢？”最终，双方各

让一步，墙壁很快修缮到位，解决了大家心头之忧。

“我们认真落实总书记要求，通过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

智慧的契合点，让六尺巷礼让家风代代相传，融入社会治理工作

方方面面。”张耘说。

在桐城，“六尺巷”文化随处可见：街头墙壁上画着礼让故

事，社区张贴着“让三尺”诗句，“六尺巷”故事被编入学生教材；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六尺巷小课堂、六尺巷剧社等品牌

活动，“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文明理念广泛传播……

如今，六尺巷声名远扬。从桐城市社区治理的“六尺巷调解

法”，到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推广“六尺巷”调解工作法，这条小

巷成为传统文化赋能现代治理的经典范本。

不只是在桐城，安徽黄山依古训打造“作退一步想”工作法，

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循儒家文化建立“和为贵”调解室，浙江台州

建成“和合街区”打造基层“和合善治同心圆”，广东丰顺推广“祠

堂讲事”构建“大事共商、小事互助”治理模式……那些穿越时空

的文化火种，正在新时代的田野上，点亮更多星火。

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

土，用和为贵理念启发人，用知进退境界感召人，在推动文化保

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中，不断坚定文化自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的生命力。”叶鑫说。（新华社合肥7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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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给习近平主席的信函中，访华团师生

写道：“再次感谢您的远见和不懈努力，为我

们两个国家和学生们提供了彼此走近、建立

友谊、了解彼此文化的机遇。”

“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旅行，给人以力

量。”沙利文告诉记者，“我们充分感知中国多

元的面貌——敞开大门的真诚、令人惊艳的

美食、精妙绝伦的传统文化。一路上所到之

处，中国人民都是如此热情好客，让我们感受

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谊。”

“习近平主席那么忙仍然抽空回复我们，

让我们的中国之行更加珍贵，也将对我们每

个人产生深远影响。”学生瑞安·科克里感动

地说。他带回美国的“限量版纪念品”是中国

“球友”签名的球拍。从春到夏，他通过微信

同中国伙伴一直保持着联系。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尽管隔着半

个地球，但我们其实特别相像！返回美国

后，我跟朋友们讲了无数遍在中国的见闻，

仍然停不下来！我参观过的学校、遇到的

每一个人，都让我念念不忘。我也想鼓励

朋友们都去中国，去看看这个超棒的国

家！”他说。

“习近平主席亲切的回复让这次旅行变

得更加与众不同。”学生埃拉·吉尔里说，中国

之行“充满难忘时刻”，而最难忘的当属她在

中国交到的好朋友。“我很挂念她，我们直到

今天还在聊天。能和地球上另一边的朋友保

持即时联系，是多么美妙的事。”

牢不可破的新纽带

据沙利文介绍，他所在学区在美国率先

将匹克球纳入校际联赛，正是因为这项运动

的包容性——无论水平高低，每个人都能乐

在其中。如今，当地公立学校系统已同深圳

市南山区教育局、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北京市

第十中学教育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展开长

期教育合作。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出发前还有点紧

张，但这绝对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旅行，改变了

我的视角。”访华团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他们把印象最深刻的中国见闻写在信里，同

习近平主席分享自己的感受。在中国度过生

日无疑是布兰特“最棒的回忆”，那天她和中

国伙伴打了场匹克球，还收获了美丽的鲜花

和珍贵的友谊。

参与交流的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

团）文华学校学生谢源说：“我亲眼见证了体

育跨越国界的凝聚力量，让不同文化背景的

我们紧密相连。”

“匹克球成为我们缔结新友谊的纽带。”

沙利文的女儿丽根也参加了访华团，“无论是

对美国学生还是对中国学生来说，我们共同

建立的关系是如此美妙、如此难忘，牢不可

破。”

“在匹克球场上的每一次击掌，在非遗工

坊里的每一课体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每一

站参访，都在加深美国青少年对中国发展的

真实感知。”此次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

中国行活动发起人之一王鹏飞告诉记者。

“美中青少年的交流，并不止于一块匹克

球场地，不止于球场之上。他们有着特殊的

握手方式，共同经历一个又一个具有特别意

义的瞬间。”沙利文说，中国之行的点点滴滴

已汇聚成两国青少年的珍贵回忆。

“匹克球在美国广受欢迎，在中国的热度

也在上升。”美国艾奥瓦州友好人士盖瑞·德

沃切克告诉记者，习近平主席再次肯定了人

文交流的重要性，鼓励美中青年群体系紧新

的交流纽带、建立新的友谊。

成就民间友好新佳话

沙利文说，访华团师生想告诉习近平主

席，此次中国之行和“匹克球会友”给他们带

来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联想到50多年前“乒

乓外交”的重要意义，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加强

体育交流、青少年交流对促进中美关系的作

用。

除了感知中国的文化魅力、科技创新力

量，访华团不少学生还在中国第一次体验乒

乓球，并走进中国乒乓球博物馆，深入了解中

美“乒乓外交”佳话。在智能发球机前，学生

们接力挥拍上阵，现场气氛热烈，掌声和笑声

此起彼伏。“到处都是飞旋的乒乓球！”访华团

学生伊恩·哈珀的乒乓球初体验充满欢乐。

“如果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我一分钟也不会

耽搁。”他告诉记者。

1971年4月，一个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

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从那次历史性访问开

始，中美双方用一颗小小乒乓球，“撞开”重新

交往的大门，书写下“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

佳话。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

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

发表演讲，提到1971年“乒乓外交”的破冰之

旅，并指出“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走向彼此，是

共同利益让中美超越分歧，是人民愿望让两

国打破坚冰”。

54年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曾在八达岭

长城上合影留念。去年，作为“5年5万”倡议

的参与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代表团

访华时，也在长城上留下构图几乎一致的合

影。得知习近平主席向美国青少年回复口

信，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负责全球事务的副教

务长、前资深外交官斯蒂芬·马尔告诉记者，

加强体育交流可对国际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竞技体育在鼓励每一名参与者争取展现自

己最佳水平的同时，也强调把人类联系在一

起的共同价值”。

“匹克球已搭建起独特而欢乐的桥梁，帮

助我们加强联系、互相尊重、共同学习。”访华

团师生在信中写道。

“中美关系的未来，应是我们不负青春之

约的共同未来。”参与交流的上海市卢湾高级

中学学生孙语艳说。

中美青少年正延续跨越太平洋的“双向

奔赴”之旅，增进了解、沟通心灵、缔结友谊，

以更加真实、立体、丰富的人文交流之笔，书

写中美民间友好的新佳话。

（新华社华盛顿/北京7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