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哈尔滨7月6日电（记者 邹
大鹏 王建）在全面抗战爆发 80周年前
夕，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美日俄四
国保存的七三一档案调查研究及综合利
用”课题组，6日向新华社记者独家披露
了最新发现的 24份侵华日军第七三一
部队总务部兵要地志班的调查报告。

专家表示，此类资料是首次公开的
新资料和新证据，对于进一步认知“七
三一部队”的活动范围、调查内容和对
苏作战等历史事实有着重要价值，对于
全方位地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体系和
其战争罪行有着重要作用。

课题组主要负责人、哈尔滨市社会
科学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杨彦君说，这24份调查报告是从日本
民间和防卫省图书馆收集而来，档案封
面标识有档案形成的时间，以及“石井
部队”“石井部队兵要地志班”字样。

石井四郎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创办者，首任部队长。“七三一部队”
曾以石井部队的名义进行细菌研究。

报告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部

分是七三一部队在伪满洲国境内的调
查报告。这部分报告以扩大细菌研究
基地、考察细菌培养基、细菌传染媒介
和细菌攻击方法为主要内容，并对伪满
洲国境内的湿地、地质、山川和水源地
开展了全面系统调查，拍摄了照片并绘
制了图纸，其目的是进行细菌战准备，
以及为日本本土武装移民我国东北提
供参考。

另一部分是“七三一部队”以苏联
为对象进行的防疫、地质、山川、水源、
交通等情报的搜集，甚至对苏联的《第
三个五年计划》和《军事机密保护法》都
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其目的是为准备对
苏战争的细菌战和部队卫生防疫服务。

杨彦君告诉记者，此前关于“七三
一部队”总务部兵要地志班的公开资料
几乎没有，这 24份调查报告是首次公
开的新资料和新证据。这批调查报告
对于“七三一部队”活动的范围、调查的
领域、发挥的作用，对于全方位揭露日
本细菌战体系和“七三一部队”战争罪
行有着重要作用。

部分“李顿调查团”档案
首次在国内公开展出

包括《河南确山县诸机构给李顿调查团快邮代电》等资料

侵华日军罪行又添新证据
专家披露“七三一部队”24份活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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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民族抗战爆发 周年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 中星 9A 依靠卫星
自身推进器成功入轨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白国龙）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获悉，我国中星9A依靠卫星自身推进器成功入轨。

2017年 6月 19日，长征三号乙遥二十八火箭发射中星 9A
卫星过程中运载火箭出现异常，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密切配合
下，通过准确实施 10次轨道调整，卫星于 2017年 7月 5日成功
定点于东经101.4°赤道上空的预定轨道。目前，卫星各系统工
作正常，转发器已开通，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在轨测试工作。

根据专家审查意见，长征三号乙遥二十八火箭问题定位于
三级滑行段姿控发动机滚动控制的推力器出现异常，目前已完
成技术归零和举一反三工作。

（上接一版）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

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
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
党发出的呐喊，随着电波传遍全国，激荡在
每一位国人的心头。

强敌肆虐的漫漫长夜，中国共产党高
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成为中国人民奋起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坚力量。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中国
共产党即发表抗日宣言；同年，陆续派出
大批干部赴东北组织抗日斗争；1932年 4
月，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在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
抗战的过程中，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力量还很弱小，却承担
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责任，表现出了
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使命担当。”中
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说。

北京妙峰山，奇峰峻峭，松柏参天。
“坚持持久战”，1941年八路军挺进军

在此处留下的摩崖石刻，历经风雨洗礼，仍
然清晰如昨。

在艰苦而危险的岁月里，挺进军专门派
出兵力，以武工队的形式四处动员群众抗
日。遥想当年，一队队神情坚毅的军人握紧
拳头，以铿锵有力的话语大声宣讲党的抗日
主张，那份执着源于一种何等坚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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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甚嚣尘上的“亡国
论”“速胜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集
中全党智慧，科学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
的总方针。

洋洋万言，犹如驱散云翳的旭日，拨开
国人心头迷雾，坚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
信心。中华民族振奋精神，义无反顾地投
身到伟大的抗战之中。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从白山黑水到
热带丛林，从长城脚下到太行山上，历经苦
难的中国大地上，不断汇聚起誓死抗日的
滚滚洪流。

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游击区，中国共
产党人都是火种的播撒者，都是动员、组织
和坚持抗战的领导者。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曾经评论：共产党
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
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

1937年 9月，就在日军长驱直入时，山
西突然传来捷报——在一个名叫平型关的
地方，中国军队赢得了抗战以来第一场重大
胜利，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作
战的主角，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从奇袭阳明堡到黄土岭战斗，从百团大
战到沁源围困战……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
迹，在百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根据地上，牵制
和打击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
以上的伪军，逐步成为抗战的有生力量、中
坚力量和主力，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
持，为抗战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

成就胜利的伟业，需要挺身而出的英雄。
“就是死，也要头朝前倒下！”平型关激

战，进攻号角吹响，开国少将、时任八路军
营教导员李水清捂着中弹后血流不止的腹
部，毅然冲向敌阵。

“如果我倒下了，你们要接过去，红旗
绝不能倒！”抗日女英雄李林对身边同志的
嘱托，读来依然震撼人心。

山河换了新颜，英雄却不曾远去。
稻香漫野的刘老庄前，至今传颂着新

四军八十二位烈士血战殉国的悲壮；峥嵘
险峻的狼牙山巅，永远定格住八路军五位
壮士千仞一跃的身影；汹涌咆哮的乌斯浑
河，依然回荡着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挽臂
投江的高歌……

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高擎
为国为民的火炬，为伟大的抗战精神铸入

内核与灵魂。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
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九一八
事变三周年之际，针对当时社会对抗日前
途的悲观论调，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
了吗？》一文中写道。

在艰难困苦中，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挺
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正确主张、坚
定意志、模范行动、巨大牺牲，支撑起救亡
图存的希望，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凝
聚力和感召力，激发出中国人民的巨大创
造力和战斗力，写就了抗战胜利的壮丽史
诗。”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王建
学说，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
党当之无愧。

缔造空前团结 凝聚磅礴力量
细雨初歇，天空又现光华。
车水马龙的重庆街边，古朴沧桑的中

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掩映在绿树丛中。
抗战相持阶段，这座民盟元老鲜英的

公馆同样访客如流：中共人士周恩来、董必
武、王若飞，社会进步人士张澜、黄炎培、沈
钧儒，国民党要员冯玉祥、于右任、柳亚子
等，在这里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彼时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
为基础，各层各界同日本侵略者正在进行
殊死的斗争。

彼时的中国，曾经“一盘散沙”的各方
力量拧成一股绳，政见各异的诸多团体结
成一条心，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发出“最后
的吼声”。

从“八一宣言”力主团结到瓦窑堡会议
指引方向，从西安事变秉持大义到皖南事
变忍辱负重……抗战期间，尽管几经波折，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如磐石，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牢牢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命脉。

回首祖父与共产党合作的历程，黄炎
培之孙黄孟复由衷感慨：“国民党千方百计
拉拢他们却没有成功，而远在延安的共产
党却把他们吸引在周围。靠什么？靠的就
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理念，靠
的就是延安的实践和领袖的品格。”

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
选择自己的命运，人民也在命运转折中作
出历史的选择。

从共产党身上，人民看到了与国家存
亡与共的坚定决心——

山西省太原市档案馆，珍藏着一份八
路军总部行动路线图。

纵横交错的路线显示：1937年 9月至
1945年 8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辗转迁移
69处，但始终坚持战斗在日军占领区的腹
地，如利剑刺向敌人心脏。

抗日战争，是攸关民族前途命运的殊
死战，也是检验当时中国各党派和政治集
团的试金石。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
这是衡量一个政党能否得到民众拥护、能否
领导和影响民众的重要标尺。”曲青山说。

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全民族
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把自己的命运、人民
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空前紧密地相连。

从共产党身上，人民看到了浴火重生
的希望——

广州，珠江畔。
一座音乐家的雕像临江而立，仿佛正在

指挥滔滔江水，奏响一曲雄壮的大合唱。
他就是冼星海。1938年，这位33岁的

年轻人被中国共产党深深感染，毅然前往
延安。在那里，他入了党，完成了一生中最
著名的作品——《黄河大合唱》。

“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已经团结起来，誓
死同把国土保！”

熊熊烈火，燃烧在广阔战场；碧血忠
魂，长存于天地之间。

当10名八路军战士为掩护千余群众脱
险全部牺牲，当一位母亲将至爱的丈夫和5

个孩子送上战场，当500多名青年在左权将
军公葬之日当场含泪参军……团结起来、组
织起来、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此筑起一
道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长城。

“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
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点燃它，这个
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
侵略者征服。”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

从共产党身上，人民看到了新中国的
曙光——

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考察完
重庆，坚持要到延安看看。走遍延河两岸，
与共产党人促膝长谈后，他向海内外大声
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让陈嘉庚得此结论的，是如许动人的景
象：党的领袖与群众挤坐一条板凳拉起家常；
八路军战士与陕北农民一起破土开荒；来自
各地的进步人士挑灯夜谈、共谋救亡。

“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抗日民
主政权，形成了大体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
结构和文化政策，为创建新型国家积累了经
验。”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

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薛庆超说，中国
共产党始终不渝高举抗日旗帜，始终不渝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不渝艰苦奋
战在抗战前线，始终不渝引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前进方向。

“从开展全民族抗战到进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冲刺阶段，80年来的历史经验反复证
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最广大的
中国人民；只有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
围，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李宗远说。

传承抗战精神 走向伟大复兴
纵横吕梁山，奔腾黄河浪。
2017 年 6 月 21 日 ，在 山 西 考 察 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兴县蔡家崖村，向晋绥
边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瞻仰晋绥边区革
命纪念馆，参观晋绥边区政府、晋绥军区司
令部旧址。

烽火当年，葱茏草木之下，曾有烈士的
鲜血流淌。

驻足凝视，习近平动情地说，全党同志
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
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
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
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青史为鉴，使命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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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岁月走来，中国共产
党人激发抗战精神百炼成钢，将中国人民
的力量始终凝聚。

在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中生长，在共
产党人先锋模范作用的感召中升华，在
全体中华儿女为梦想拼搏的奋斗中弘扬
……向伟大复兴奔去，中国共产党人引领
抗战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将中国人
民逐梦的道路照亮。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这是走向复兴的
中国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1944 年 9月 5日，共产党员张思德执
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三天后为他举行的追
悼会上，毛泽东同志出席，并发表了那篇广
为流传的演讲——《为人民服务》。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
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左权、杨靖宇、赵一曼……正是这种深

植灵魂的红色基因，激励共产党人在战争
岁月浴血斗争、不畏牺牲。

孔繁森、杨善洲、廖俊波……正是这种
一脉相承的先进本色，感召共产党人为国
强民富呕心沥血、接续向前。

岁月如歌。距离延安700多公里的河南
兰考，昔日的风沙盐碱地，已是瓜熟果香。

燃尽一生、长眠在此的共产党员焦裕禄，
应为兰考迎来历史时刻而笑慰——2017年

3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
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真正为了人民的政党，才能获得无穷
的力量。

成立 96年来，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改
革告别封建剥削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实现7亿多人口脱贫……

成立 96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数
十人，逐步发展成为拥有 8900多万党员、
45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正是
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鲜明体现。”河南大学
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说，也正是因
为这种独特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才能做
到天下归心，引领中国扬帆远航。

始终坚持自信自强，这是走向复兴的
中国融于血脉的鲜明特质——

白洋淀，荷花绽放，芦苇摇曳。
端岗楼、打伏击、除特务、诛汉奸……

岁月流转，人们依然传颂着雁翎队抗日杀
敌的传奇。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70多年过去，在
这片曾被硝烟笼罩的恬静水乡，承载“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重任的河北雄安新区蓝图绘
就，将写下中国改革发展新的传奇。

当年威震敌后的雁翎队政委马仲秋，
已是华发苍颜的 98岁老人，队伍出征的誓
言却从未忘记：

“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敌人必败，共
产党必胜！”

遭受侵略，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战
胜侵略，是因为在逆境中自强。

从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耕地养活超过
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到跻身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从国产大飞机一飞冲天，到新型万吨
级驱逐舰驶向深海……今天的中国，创造
出一个又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奇迹。

从向深度贫困宣战，到向改革“深水
区”进发；从决胜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
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路怎么
走”……今天的中国，直面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抗战胜利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
屡败的心理阴霾，恢复了久违的民族自
信。”北京市党史办原副主任李明圣说，这
种必胜信念薪火相传，必将坚定亿万国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夺取新的伟
大胜利。

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这是走向复兴的
中国面向世界的庄严宣示——

今年春季，全国教科书全面落实 14年
抗战概念；七七前夕，国歌法草案公开征求
意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
醒剂。”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李蓉
说，“从教材到国歌，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教
育，让下一代不忘历史、牢记使命，投身到
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当中。”

“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
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
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代表着一
切爱好和平人士的心声。

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发起成立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参与全球维和行
动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
民将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化作对和平发
展的不渝追求，为维护世界和平持续贡献
智慧力量。

岁月的脚步不会停歇，奋斗的征程永
远向前。

1937年，22岁的焦若愚投身抗日的行
列。次年，他担任中共宛平县长。

2017 年，102岁的焦若愚出席中共北
京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全体代表中最
为年长。

“别忘了抗战历史，不管时代怎么变化，
我们的事业和精神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
位有81年党龄的老党员殷殷叮嘱。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砥柱中流，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华社长春7月6日电（记
者 刘硕 张博宇）“几曾识干戈
——联合国图书馆藏李顿调查
团档案展”在长春伪满皇宫博
物院开幕。展览从联合国图书
馆所藏的近 3 万件“李顿调查
团”档案中选出 450 件档案图
片，并与相关历史图片组成展
览，再现国难当头中国人民为
救亡图存所作的努力。

此次展出的档案图片包括
中国民众、团体的抗议书、请愿
书、通电和各种证据，其中包括
《河南确山县诸机构给李顿调
查团快邮代电》《清华大学学生
自治委员会呈交给李顿调查团
的信笺》等资料，是首次在国内
公开展出。

“李顿调查团”是国际联盟
于 1931 年底通过决议向远东

派出的调查组织，除调查
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
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
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

势。调查团由英、美、法、德、
意等 5个国家派出的委员组
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伯爵，
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观众在翻阅展出的“李顿调查团”档案。 新华社发

公积金在全国实现
“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王优玲）记者 6日从住房城乡

建设部获悉，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已全面投入使用，使
住房公积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据了解，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6月末全部接入平
台，自 7月 1日起，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已全部可以通
过平台办理。这能达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提升
了住房公积金服务效率。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跨区域就业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在手续齐全、符合转出地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向转入地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即可通过平台办理转移接续业务，解决
了过去职工往返奔波、手续繁杂、时间过长等问题，提高了服务
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7月6日，随着水位不断上涨，四面环水的江西省九江市彭泽
县棉船镇约4000亩滩涂地带被洪水淹没，外围圩堤随时可能出现
漫堤险情。武警江西总队官兵紧急赶到，铲运土石，加固大堤，抵
御洪峰到来。据了解，今年长江一号洪峰将于7月7日过境九江。

新华社发

（上接一版）
“去年，王书记请来的专家就是在俺家核桃园里现场授课。

按专家指导，俺家今年的核桃结得稠，个头大，口感还好。”昨日，
在自家核桃园里，冯沟村村民史金贵指着树上的核桃自豪地说。

在发展种植的过程中，王学忠深感光靠种植核桃增加的收入
有限。看到核桃树下闲置的土地，他又动起了脑子。2016年，他组
织村组干部赴河北西柏坡、山西大寨等地考察学习农业产业发展。

经过反复对比，王学忠决定发展林下养殖产业。但一些村民对
此有顾虑。他发动村委会副主任张明勤带头购买了800只鸡苗，搞起
了林下养殖。今年春节前，他又帮助张明勤卖出了600多只散养鸡，
增加了6000多元收入。看到成效的村民，纷纷找张明勤取经。

为解除村民的后顾之忧，王学忠鼓励张明勤和另外两名村
民成立了郑州忠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村民发展林下养殖提
供统供统销服务。目前，冯沟村已有9户村民搞起了林下养殖，
其中达规模 500只以上的就有 5户。今年，张明勤又养了 1000
只鹅，计划中秋节出栏一部分。

王学忠告诉记者，今年，他已经争取了相关政策和资金，把冯沟
村搬迁安置区的门面房回购给村集体，年底就能带来60多万元的收
入。同时，他还准备结合核桃园和林下养殖，再发展一批“农家乐”，
进一步拓宽村民的收入渠道。

走在脱贫增收的路上，冯沟人信心满满。

核桃树下增收路

（上接一版）

不动产登记开通微信预约
针对“排长队”的问题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市中心办事大

厅新增两个受理窗口，同时利用“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微信
公众号对由市中心受理的新房转移登记等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
实行网上预约、网上预审。

据介绍，申请人可通过微信服务平台预约办理业务的网点
及时间，并提供相关电子材料，由不动产登记中心人员审核通过
后返回电子预约凭证，预约人应在约定时间凭电子预约凭证到
约定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网点由现场人员核实后领取预约号，再
到对应的预约窗口办理相关登记业务。

设多个联合抵押业务大厅
另外，针对市民反映目前郑州现行二手房交易流程烦琐的

问题，尤其是抵押权的设立、注销需要“两头跑”的情况，市国土
局与市房管局、银行积极沟通对接，决定在全市设立多个联合抵
押业务大厅，专门受理抵押业务的办理。

此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原银
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郑州银行这 6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对
接。下一步，将实现在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联合查询及两
部门联合受理服务网点全覆盖。

推进房管国土部门联合办公
近期，还要在郑州市主城区东、西、南、北区域和二七区、经开

区设立6个合署办公网点，房管和国土部门互派人员进驻，做到一

次性告知，一个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实现业务一次性受理，一站

式服务，解决“群众多跑腿”问题。

让市民就近申请就近领证
为提高工作效率，让群众能就近办理登记，自7月6日起，原由郑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办理的，涉及郑东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转移登记业务，转由三区所辖的不动产分中心代

为办理。今后，三个开发区群众再有商品房、经适房等初次办证的相

关业务办理时，可以“就近申请，就近领证”。 （本报记者）

郑州不动产登记开出“新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