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
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
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
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
历史新起点。69 年过去了，抗战的
硝烟已经散去，但历史的记忆是不
可磨灭的。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
族同仇敌忾、团结奋斗的结果。中
国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英雄气
概，汇成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和
汪洋大海。代表着中国人民根本利
益的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肩
负历史重任，以自己的政治主张、钢
铁意志和模范行动，一直战斗在抗
日战争最前列，在全民族抗战中发
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一、最早抗战：中国共产党最早
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最早组织东
北抗日游击战争，以局部抗战揭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起全民族抗
战号召。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
变后，中共中央 9月 20日发表《为日
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
言》，9月22日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
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 月 30 日
发表《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
二次宣言》，这些宣言和决议，揭露
日本侵略罪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
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
国，争得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中国
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 1932 年 4 月发布《对日
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开展抗日
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
洲省委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
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
务的决议》等；中共中央 10 月 12 日
发 出《关 于 满 洲 士 兵 工 作 的 指 示
信》。这些决议和指示提出组织东
北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
战争，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
队共同抗日。1933年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
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
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到1933年
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游击队
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
力量。1937 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发
展到 11 个军、3 万余人，开辟了东南
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同日伪
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有力地打
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最早参与全国其他
抗日活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中
国共产党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发
出宣言和斗争纲领，通过上海党组织
发动群众，支援前线。1933 年 5 月
起，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的察哈尔民
众抗日同盟军合作抗日，以张家口为
中心，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
1933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与李济深
的福建人民政府联合抗日，双方签订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4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
队，积极准备北上抗日。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率先高
举全民族抗战旗帜，组织游击队开
展东北抗战，并与国民党爱国军队
和各抗日武装初步合作，给予日本
侵略者以有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关
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宣言和抗日行
动，唤醒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激
励更多中华儿女奋起抗战。

二、组织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
倡导、诚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最广泛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日本制造华
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
中国共产党毅然放下遭受血腥屠
杀、围追堵截的阶级仇恨，呼吁建立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1935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

《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
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12月瓦窑堡
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
略方针，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得到
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一
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新高
潮，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各种形式
的抗日统一战线。首先与东北军、
第十七路军等实现西北联合抗日，
同时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实
力派联合抗日。到 1936年 12月前，
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
川、新、甘、陕等地方实力派初步建
立联系，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
线和全民族抗战局面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为和
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
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民族存亡的
危急关头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
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主导建立以国共合
作 为 基 础 的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7月
8日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
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
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本侵略。经过中国共产党不
懈努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
言》；次日，国民党领导人发表谈话，
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第二次国共
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积极
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
基础，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

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
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并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
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
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
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
到较大消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后，由于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本采
取“绥靖”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
畏惧，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
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不渝地
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
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
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策略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广
泛地团结了中华民族一切可能团结
的抗日力量，铸成了全民族抗战的
坚固长城，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
得以坚持和发展，直至取得全民族
抗战胜利。

三、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提出
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全民族抗
战指引了胜利方向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
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
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
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
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
抗战路线。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指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
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
治等一整套办法。洛川会议提出抗日
救国十大纲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
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
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
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
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成
为引领全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指南。

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总
方针。早在 1936 年 7 月，毛泽东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就提
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
方针。1937 年 8 月 11 日，中共代表
周恩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军
政部谈话会上指出：全国抗战在战
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毛泽东在洛
川会议上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
苦的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撰
写《论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

“速胜论”，指出中国必须、也能够经
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持久战必须
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

攻三个阶段，强调持久战的基础是
广大民众。全国抗战形势的后来发
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英明论断。

中国共产党提出基本的是游击
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
方针。1937 年 8 月 1 日，张闻天、毛
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的作
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
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
洛川会议上通过在敌人后方放手发
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
抗日根据地的行动方针。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
问题》中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
作了全面阐述。在《论持久战》中，
毛泽东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
做了分析，肯定“基本的是游击战，
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
方针。实践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
战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人民
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的最好的
作战形式，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提出实施的全面抗
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独
立自主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指明了
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
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
抗日军民，进而坚定了全国军民争
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指引全
民族抗战一步步走向胜利。

四、艰苦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
抗日军民在敌后战场与日本侵略者
浴血奋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
战略防御阶段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
后战场。当时，以国民党军队为主
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
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
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
击。八路军、新四军分属全国抗战
的第二、第三、第五战区战斗序列，
分别参加了各战区防御作战。同
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
地，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从 1937 年 9 月到 1938 年 10 月，八路
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
毙伤俘敌 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
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
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
口达5000万以上。东北人民抗日斗
争出现新局面，各族青年踊跃参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
相持阶段的主战场。抗战进入相持
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
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

断巩固和扩大，在战略上造成对日
本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
围 态 势 ，形 成 犬 牙 交 错 的 战 争 形
态。从抗战全局来看，构成了与正
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
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
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发展壮
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
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
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
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为赢得
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是
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在战略相
持阶段，特别是从1941年起，日军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抗日
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实行反
复“扫荡”和“清乡”，“杀光”、“烧
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2
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有 55 万余人，
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 33.2万
人。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
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
积缩小，总人口由 1 亿减少到 5000
万以下。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
局面，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在抗日
根据地聚集起一支困不死、打不散、
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承
担着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从
1943 年起，敌后战场逐步扭转困难
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展对日伪军攻
势作战，1944 年开始局部反攻。到
1945 年春，全国已有 18 个解放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
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
于 1945年 8月开始全面反攻。由于
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
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承
担 起 对 日 全 面 反 攻 的 主 要 任 务 。
1945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对日
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立
即组织反攻大军，陆续发起猛烈的
全面反攻。从 8月 11日到 9月 2日，
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座。

五、胜利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
抗日军民对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决
定性的作用，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取
得辉煌战果，力量空前壮大。中国
共产党发动的平型关战斗、百团大
战等著名战役战斗，取得重大抗战
成果，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
战信心。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
产党在华北、华中建立了辽阔的抗
日民主根据地；在东北、华南，一直

到海南岛，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游击
根据地。领导抗日军民对敌作战
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
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
万余支，各种炮 1800 余门。先进青
年踊跃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军队，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民主根据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各抗日根据地，“母亲送儿打日寇，
妻子送郎上战场”。因此，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愈打愈多，愈战
愈强，空前发展。共产党员发展到
120 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 120 余
万人，民兵发展到 260 万人；抗日民
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 100 万平方公
里，人口近1亿人。

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英勇抗战的
楷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八
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

“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
等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群体，杨靖
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
众多优秀共产党人，为抗战胜利流尽
最后一滴血。白山黑水，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珠江两岸，中国共产党人
的血和人民流在一起，和人民胜利在
一起，铸就无数英雄史诗。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伟大的抗战
精神。抗日战争既是中日两国军事
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
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国共产党人以
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
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
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
民族先锋。共产党人在一切艰难困
苦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精神，为
人民利益献出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
有力地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觉悟程
度和组织程度，为民族精神的振奋和
民族素质的提高注入了新的活力，创
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
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培育的延安精
神、太行精神、抗联精神、红岩精神
等，都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具体体现。

历史雄辩地证明，抗日战争的
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
民的胜利。中国人民是抗战胜利的
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是
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
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
柱，主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
为先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确
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形成以毛
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
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
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
政 治 上 、组 织 上 的 空 前 团 结 和 统
一。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中
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
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先锋模范作用，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勇奋斗、并
作出最大牺牲。 （下转第7版）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
霍小光 华春雨） 伟大胜利千秋颂，
复兴逐梦慰忠魂。9 月 3 日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69 周年纪念日。上午，党和国
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
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
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抗战烈士敬
献花篮。

北京西郊卢沟桥畔的宛平城，
张灯结彩、旌旗招展。城门外广
场上，当地群众打起腰鼓、舞动龙
狮，纪念和庆祝 69 年前的伟大胜
利。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前，鲜艳的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7 月
7 日揭幕的“独立自由勋章”雕塑
熠熠生辉。纪念馆正门上方悬挂
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横
幅。大门两侧，威武的三军仪仗
兵持枪伫立。

9 时 56 分，习近平、李克强、张
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
丽等来到这里，现场响起热烈掌
声。习近平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前的平台上肃立。参加过抗
日战争的老战士和老同志、抗战烈
士亲属、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遗属代表，解
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
群众代表，排着整齐的队列面向纪
念馆肃立。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和抗
战老战士老同志、首都各界群众分
别敬献的 7 个花篮一字排开，摆放
在纪念馆前平台上。花篮的红色
缎带上写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10 时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仪式开始。仪式由李克强主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雄
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同现场1500多名各界
代表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
抗日烽火中诞生、传唱的昂扬旋律久
久回荡在纪念馆广场上空。

国歌唱毕，14 声礼炮响彻云
霄，寓意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东北
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至 1945 年日本
侵略者投降，中国人民历经 14 年艰
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近代以
来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的
第一次完全胜利。

礼炮震天，69 年前欢庆伟大胜
利的鞭炮声、欢呼声仿佛在耳畔回

响。
全场肃立，向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
默哀毕，军乐团奏响深情的

《献花曲》，14 名礼兵托起 7 个花
篮，缓缓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序厅，将花篮摆放在象征中华
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
壁》前。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缓步登上台
阶，走进纪念馆序厅，在花篮前驻足
凝视。

壮歌慷慨谁能忘，英雄浩气贯
长虹。

习近平神情肃穆地走上前去，
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

随后，习近平等走出大厅来到
纪念馆前平台。台阶上，56 名手持
鲜花的少先队员朝气蓬勃。此时，
3500 羽和平鸽振翅高飞，五颜六色
的气球腾空而起。现场的人们仰望
注视，报以阵阵掌声。

纪念仪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走进展厅，参
观《伟大贡献——中国与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专题展览。展览通过
150 余件套文物、200 余幅照片和视
频资料，全面展现了中国人民为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不可磨
灭的贡献。

习近平仔细观看，认真听取讲
解。在中国率先揭开世界反法西斯
序幕、中国抗战打破德意日瓜分世
界图谋、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
支柱、倡导和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成果等展区，习近平不时驻足，详
细了解有关情况。

活动开始前，习近平等与参加
仪式的抗战老战士和老同志、抗战
烈士亲属、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
国际友人遗属代表亲切会面。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部
分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
国政协部分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
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
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等参加仪式。

将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今年 2 月举
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作出的决定。以立法形式确定
这个纪念日，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
的共同意志，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
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
和平的坚定立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

首都各界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仪式

9 月 3 日，抗日航空烈士秦少亭的子女等亲属在刻有秦少亭名字的纪念碑前献
花鞠躬。当日，抗日航空烈士亲属、航空界人员、学生代表等南京各界人士共600余
人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纪念活动，悼念抗日航空烈士。 新华社发

南京各界悼念抗日烈士

9 月 3 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9 周年。仪式
上全场奏唱国歌，警察部队鸣枪致敬，向存放阵亡烈士名录的纪念龛默哀及敬献花
圈。 新华社发

香港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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