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JIANG DAILYZHEJIANG DAILY 77天下·看时事
2014年9月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鹤琳 联系电话：0571-85310478

2014年9月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鹤琳 联系电话：0571-85310478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在抗日战
争中的浴血奋战，不仅保卫了自己
的家园，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
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习近平同志在
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仪式上所指出
的那样：“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
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
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
贡献。”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
抗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1年9月，日军在中国东北发
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局部抗战
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揭开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7月，日
军借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开辟了世界上第
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同年，在
中国共产党的竭力推动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正式成立。1941 年，日军
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于次年正式形成，
中国人民在亚洲担负起抗击日本法
西斯的重任，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
的成败不仅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死
存亡，还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
前途和命运；“一寸山河一寸血”，中
国人民流下的每一滴血都是为人类
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所付出的。

战争是残酷和无情的。经历了
德意日轴心国的凶猛打击后，许多国
家（包括一些往昔的强国）沦陷于法
西斯铁蹄之下。在东西方战场上继
续高举抵抗旗帜，与轴心国作殊死较
量的军队主要有 4 支，这就是中国、
美国、苏联和英国。他们承载着人类
和平与文明的全部期望，其成败决定
着今后世界的走向。这四个国家以
其抵抗力量的强大和抵抗意志的坚
决，被时人称为“四强”。四强之中，
中国是遭受侵略最早的国家，也是抵
抗侵略时间最长的国家。其他盟国
卷入战争的年限最长不到6年，短则
不足 4 年。中国全面抗战长达 8 年，
局部抗战则长达14年之久。

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给日本
侵略者以重创，给反法西斯盟国以
巨大支持。14 年抗战，中国战场长
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
要实力，毙伤俘日军 150 多万，对日
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
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依
然将日本陆军的主力牵制于中国，
到日本投降时，日本在中国战区的
兵力多达128万人，占日军投降人数
一半以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英

勇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东方战场
的胜负格局。

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
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最大牺牲。
当时的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实力、军
事力量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军民几乎是以
血肉之躯奋勇抵抗，以奋不顾身的
精神弥补了装备上的劣势，缓解了
战场上的危机。抗日战争中，整连
整营的中国军队在一场战斗中全部
打光的情况并不罕见，惨烈战斗中
甚至出现全师阵亡。中国军民的抗
战壮举，可歌可泣，永垂史册。据不
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
3500 多万。按 1937 年的比值折算，
中国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间
接经济损失达 5000 亿美元，伤亡和
损失超出了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

宣传和平不可分割的
理念，积极推动世界反侵
略战线的形成

中国是最早最积极地推动建立
反法西斯阵线的国家。国际反法西
斯侵略阵线形成于 1942 年 1 月，其
醒目标志是 26 国签署的《联合国家
宣言》，这是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
的基础。早在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
侵华战争前夕，毛泽东在与美国记
者史沫特莱谈话中即提出：我们主
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
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
险。独立抗战时期，中国竭力向世
界宣传“和平不可分割”的观念，力
图影响各国的决策者和公众舆论。
中国一再向世界指出“中国作战，不
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
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
而战也”，“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
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故每一国
家谋世界之安全，即所以谋自国之
安全，不可不相与戮力”。因此，抗
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中国所担当的不仅是民族自卫
的角色，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
者的角色。中国呼吁西方大国及早
采取干预行动，制止日本侵略。英
美等国逐渐意识到，中国是世界抵

抗侵略的前哨，是极具战略价值的
远东地区抵抗侵略的堡垒。因此，
支持中国的抵抗极为重要。

中国还积极推动欧洲集体安全
体系的建立。1939 年春夏，面对德
国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苏
联与英法开始商讨订立欧洲集体安
全条约。中国积极推动这一谈判，
多次向谈判双方指出，双方的联合
对于欧洲与世界的安全非常重要。
中国甚至还提出，应将这一集体安
全体系扩展到远东来。遗憾的是，
苏联与英法各有所虑，继续奉行绥
靖政策，对法西斯侵略者一再退让，
不久，欧洲大战便爆发了。

1941年12月8日，即珍珠港事变
爆发的次日，中国政府立即向美英苏
三国提出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提
议应尽快建立军事同盟，进行共同作
战，并提议订立不单独媾和之约。中
国正式向已经与之作战达四年半之
久的日本宣战，同时发布向德国和意
大利宣战布告，表明了中国誓与盟国
共进退的坚定立场。中国共产党发
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
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
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
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
利。”12 月下旬，在中方的积极推动
下，在重庆重开了有中、美、英、澳代表
参加的联合军事会议，讨论盟国间的
军事合作问题。中国的上述行动，对
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
直接推动作用。

1942 年 1 月 1 日，由中、美、英、
苏四国领衔 26 国签署《联合国家宣
言》，这是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与
签署有关国际事务的重要文件，它
初步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
要地位。1943 年，中美英三国发表

《开罗宣言》，明确宣示要将日本窃
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战后朝鲜
获得独立地位，等等。这对战后以
和平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
生了重要影响。

支持周边国家抗日，
努力承担大国责任

中国军队的海外作战是盟军反

法西斯作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军队不仅继续在本土坚持抗
战，牵制住日本陆军主力，还派遣军
队远征境外，直接支援盟军作战，在
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而独特的一
页。

1942 年 2 月，应英国政府要求，
中国抽调精锐部队第 5 军、第 6 军、
第 66 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
进入缅甸，与英军协同作战。尽管
中国战场此时也急需兵员，但从反
法西斯战争大局考虑，中国毅然派
出十万大军远征缅甸。缅甸防守战
中，中国远征军英勇作战。仁安羌
一役，中国军队救出被围困的英军
7000 余人，夺回被日军劫获的英军
辎重100多车，打乱了日军的南线作
战计划，国际舆论一片赞扬之声。

缅战之后，退往印度的中国军
队经过补充兵员及重新整训，组建
了中国驻印军。从 1943 年末开始，
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发起了
缅北反攻战。稍后，重组的中国远
征军发起了滇西作战。1945 年春，
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北胜
利会师。缅北滇西作战取得重大胜
利，基本歼灭日军王牌师团第 18 师
团及第 56 师团，重创第 2 师团、第 53
师团等部，歼敌 4.9 万余人，收复领
土失地 8.3 万平方公里。这一作战
也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
它不仅打通了中国与盟国间的交通
线，也从战略上给印缅战区和太平
洋地区的盟军以巨大支持。中国远
征军的海外作战，大大缓解了太平
洋战场反攻的压力，极大地提高了
中国的国际声望，有力地支援了对
日作战和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在远东地区充
分发挥大国影响力，积极支持周边
国家的抗日活动。中国对朝鲜人民
的支持由来已久，这种支持，既包括
政治上的支持，组织上的协调，也包
括经济上的资助。朝鲜抵抗力量的
政治团体和武装力量在中国的土地
上成长壮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扶助朝鲜建立独
立国家的方针，并积极说服盟国支
持。开罗会议上，中方提出了保障
朝鲜战后独立的要求。在中方的坚

持下，保证战后朝鲜独立的内容被
明确写进了开罗宣言。中国还积极
支持越南独立运动。在中国境内开
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
训了大批青年骨干，这些青年骨干
后来成为独立运动的主要力量。中
国积极扶持越南各独立团体在中国
境 内 的 活 动 ，并 努 力 居 间 协 调 。
1942 年 10 月，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
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
实现了抗日力量的大联合。

积极参与战后秩序的
缔造，力主公平正义

枪林弹雨之外，在国际政治的
舞台上，中国为建立公平合理的战
后世界秩序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 1942 年，中国便已提出关
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当时
各国普遍认为，国际联盟效率低下，
缺乏权威，已不能发挥效用，应该建
立新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应拥有
更大的权威，更高的效率，能够迅速
地对危害世界安全的行为进行强力
干预。中国对重建国际秩序提出了
自己的构想：“和约成立后，应由中、
英、美、苏及其他盟国共同担任和约
之执行及战后和平之保障。中、英、
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
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
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
无旁贷。”这些构想得到了其他盟国
的支持和赞成。在中国和有关盟国
的集体推动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诞生了。1945年6月，董
必武等人代表中国第一个在旧金山
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同年10
月联合国成立。中国提出的大国必
须在维护国际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
等关于大国责任的见解，最终被融入
联合国宪章之中，成为联合国安全架
构的一项核心内容。

在谋划战后秩序时，中国与其他
盟国既有共同主张，又有自己的独立
见解，为建立战后新秩序作出了独特
贡献。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
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
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
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如在

讨论战后托管问题时，对于托管制度
是否以独立为最终目的，各国产生了
很大的分歧。小国代表主张托管领
土应朝着独立或建立自治政府的方
向发展，英法美澳等国则持反对意
见。中国代表团支持小国的意见，力
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应走向自
治与独立，并努力推动将此一主张写
进联合国宪章。最终，联合国宪章明
确将民族自决原则列为联合国的宗
旨之一，从而为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
提供了法理支撑。

对侵略国实施必要的惩罚和约
束，是建立和维系战后秩序的基础。
对于侵略国掠夺的果实，盟国采取了
坚决的剥夺措施，不仅要求侵略国退
出在此次战争中所占领的领土，还要
求其归还历史上所掠夺的领土。如
对日本，不仅要求其将战前掠得的东
北交还中国，还要将半个世纪前强占
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同时，
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新设立
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确认发
动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凡策
划、发动与进行侵略战争者可列为甲
级战犯，这是对国际法的重大发展。
中国在对侵略者的惩戒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既主张必须坚决剥夺侵略者
所掠夺的成果，必须认真清算侵略者
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又主张惩戒有
度，给这些国家以自新与正常发展的
机会。中国这一宽宏大量的态度，为
战后处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
是空前的，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伟
大的，谱写了世界民族解放战争史
上灿烂的篇章。中国是最早开始反
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中国战场始终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
场，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斗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贡献，中国也是建立战后国际新秩
序的重要力量。这是伟大的中国人
民，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
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
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回顾历史，是为了获取智慧和启
迪，从而更好地以史为鉴，继往开
来。世界历史多次证明，依靠武力对
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
历史铁律。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
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对于维系
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任何
单方面的蓄意挑战都有可能对世界
的和平与安宁产生破坏性的结果。
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
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
紧张，必将引起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
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
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努力让和
平的阳光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

（原载《人民日报》9月1日第8版
执笔人：王建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彪炳史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

据新华社东京 9 月 1 日电 （记
者冯武勇 刘秀玲） 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 1 日在
东京举行首脑会谈。

日印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
明称，日印将建立“特别战略全球合
作伙伴关系”，加深在经济、政治、文
化、安保等领域的合作。经济方面，
双方提出 5 年内日本对印度直接投
资和日企进入印度数量倍增的目
标。日本承诺今后 5 年间向印度提
供 500 亿日元贷款，并争取达成包
括政府开发援助在内约 3.5 万亿日

元规模的政府和民间投融资。
在政治和安保合作领域，日印决

定两国间定期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日
本还将继续参加印美海上联合军演。
双方还同意就印度引进日本海上自卫
队US－2型水陆两栖飞机事项加快磋
商，并就防卫装备领域的合作启动事
务性磋商。两国首脑还决定探讨建立
日印外长、防长“2＋2”磋商机制。

日印在联合声明中还确认，两
国将与巴西、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
改革方面加强合作，争取在 2015 年
取得具体成果。

日印举行首脑会谈
两国将就安理会改革加强合作

日印举行首脑会谈
两国将就安理会改革加强合作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新华社记者 黄小希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围绕 4 方面
改革任务提出了 26 项重点举措，并
提出改革举措在 2017 年前基本完
成，到 2020 年建立起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运行有效，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的党的建设制度体系。

围绕4方面改革任务
提出26项重点举措

据介绍，实施方案分别从深化
党的组织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4 个方面，
提出了改革的主要任务。

对深化党的组织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提出了 5 项重点改革举措。
比如，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党
内生活存在的庸俗化、随意化、平淡
化倾向，结合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总结贯彻落实《关
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实践，
提出对进一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作
出规定；为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
干部职责权限，提出制定地方党委
决策程序规定等。

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
施 方 案 提 出 了 13 项 重 点 改 革 举
措。考虑到干部工作是人民群众
和社会各方面关注的重点，实施方
案突出了这部分内容，提出的改革
举措占到了总数的一半。比如，深
化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制度

改革，制定实施改进政绩考核、加
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
等制度规定；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
伍制度体系，加强干部管理监督，
开展超职数配备干部、领导干部在
企业违规兼职专项治理，强化领导
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
健全干部激励保障制度，调动广大
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推行公务员
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
制度等。

对深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 4 项重点
改革举措。比如，为实现党的组
织、党的工作全覆盖，针对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城乡接合
部、流动人口聚集地等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薄弱环节，已经出台了《关
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
意见》，还要制定加强社会组织党
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等；针对党员队
伍建设现状，明确提出进一步做好
发展党员工作，健全党员能进能出
机制，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发
展党员工作细则》，还要制定进一
步从严管理党员的意见，对那些丧
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理，
对那些道德败坏、蜕化变质的要坚
决清除出党。

对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实施方案提出了 4 项重点改革
举措。考虑到人才工作涉及面广，
人才顺畅流动、发挥作用存在不少
体制壁垒和障碍，实施方案一方面
注重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提出制
定人才工作条例，另一方面强调试
点先行，针对“建立人才顺畅流动的
制度体系”等难点改革任务，制定重

要改革试点方案，在试点基础上总
结经验、适时加以规范。

一些改革举措已初见成效

据介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
和中央组织部坚持一手抓改革举措
出台，一手抓出台文件落地实施，一
些改革举措已初见成效。

比如，以修订和落实《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抓
手，构建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
制，大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
好干部，有力推动了“唯票、唯分、
唯 GDP、唯年龄”取人问题的解决；
落实“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
式、提高质量”的重要方针，加强和
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和后
备干部工作；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
伍制度体系，强化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治理“裸官”
和领导干部违规兼职等，解决干部
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
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
究制度，坚决整治跑官要官、说情
打招呼、超规格超职数配备干部等
问题；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
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
敢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以
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严格党内组
织生活，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落实“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要
求，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以更
大力度推动“千人计划”“万人计
划”，统筹推进高层次人才、高技能
人才等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等，这些
改革举措都已初见成效。

到2020年建立起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党的建
设制度体系

据介绍，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深
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紧紧围绕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
紧围绕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水平，注重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紧密结合，注重与宪法法律
相衔接，着力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
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
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
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
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坚强保证。通过全面深化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 2020 年建立
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党的建设制度
体系。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指出，实施
方案明确了今后几年党的建设制
度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
是 推 进 党 的 建 设 制 度 改 革 的 蓝
图。有了好的蓝图，关键是抓好落
实。我们将进一步严明责任、严格
督查、严肃纪律，用责任推动落实，
用督查传导压力，用纪律增强约
束，以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
保证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各项任务
有效落实。

绘就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新蓝图
——聚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据新华社武汉9月1日电 记者

1 日从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委了解
到，当日上午 10 点 20 分，郧西县城
关镇东方小学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
件，犯罪嫌疑人陈某持刀闯入校园，
砍伤师生9人，包括一名教师和8名
学生，目前已造成 4 人死亡，其中包

括1名老师和3名学生。
当地警方初步调查，事件的起

因是犯罪嫌疑人陈严富的女儿暑
期作业没有完成，学校不让其报
名。陈严富怀恨在心，今天上午
以给孩子报名为由进入学校后作
案。

十堰一小学发生持刀伤人案
已致4死5伤

安倍晋三（右）与莫迪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