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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风 流 人 物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
映未来。76年前，当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
际，血与火淬炼而成的抗战精神，在历史星空定格成为永恒。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面对深重的民族危难，抵抗外
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在长达
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
侮，书写了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的不朽传
奇。吉林儿女同中华儿女一道，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万
众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百折不挠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的英雄壮歌，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向世人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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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精神，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血脉、强大凝聚力的
根基、卓越创造力的源泉，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历史
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升华，始终在吉林大地熠熠生辉，始终激励
一代又一代吉林人，不畏艰险、阔步前行。

（一）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日寇侵我国土，掠我省库，杀我同胞，熙洽卖国求荣，认
贼作父，丧权辱国，罪大恶极……我吉林爱国军民，团结一致，
同仇敌忾，坚决与寇逆抗战到底，恪尽保卫国土神圣职责，愿
我吉林全省爱国同胞共勉之。”面对敌寇，被誉为“吉林抗日第
一人”的冯占海以这则抗日通电，宣告自己的抗战决心。

冯占海，是东北军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
1931年9月21日，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降日
军，任伪满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嗣后，他3次派亲信劝降冯
占海，而冯占海3次拒绝。不久，冯占海在永吉县官马山率卫
队团誓师举兵抗日，揭开吉林省武装抗日的序幕。

抗战烽火燃遍吉林大地。心系祖国命运的吉林儿女，正
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肩并肩、手挽手，冒着敌
人的炮火，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奋战到伟大抗战的最
终胜利。

从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杨靖宇、魏拯民，到改革开放、激

情弄潮的孙永才、曹和平；从潜心钻研、勇于担当的黄大年、郑
德荣，到默默付出、坚守初心的谭竹青、吴亚琴……无论是过
去，还是现在，“爱国”二字始终是最响亮的集结号，深深地植
根于锦绣的吉林大地，融入吉林儿女的血脉中，铸就出时代丰
碑，推动着吉林各族人民不断创造着新的辉煌。

（二）这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到底，绝对不叛变。”在敦化市寒葱岭
山脚下，东北抗联寒葱岭密营文化展览馆内，抗日名将陈翰章
的34篇日记还原了最真实的英雄形象。

东北沦陷后，陈翰章毅然投笔从戎，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
长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大沙河战役、寒
葱岭伏击战……陈翰章参与和指挥的一场场战役让日军损失
惨重，他的英勇事迹也逐渐流传开来。

1940年12月8日，因叛徒告密，陈翰章和战士们被敌人
包围。“陈翰章，投降吧！给你大官做！”此时，陈翰章毫不退
缩，用行动表达了他的抉择——战斗到最后一刻！27岁的陈
翰章壮烈牺牲后，被敌人割去舌头、剜去双眼，他用自己的鲜
血和生命践行了“死也不当亡国奴”的誓言。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践行，是最有力的传承。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赵志刚毫不畏惧地英勇搏斗，身中

数刀，献出年轻生命；面对汶川地震，郭明和吉林市出租车抗
震救灾志愿者们一起，冒着山体滑坡和余震不断的危险，为灾
区送去奇缺的药品和物资……战争年代，无数英雄儿女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舍生忘死、义无反顾，为了民族的独立与
解放燃烧生命。和平年代，吉林人在党旗的指引下，面对危
险、舍己救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道路上播撒热血。

（三）这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1940年2月，年仅35岁的杨靖宇，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
和威逼利诱，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抗日决心，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刻，他依然把枪口对准敌人，射出最后的子弹，那高大的身
躯，始终笔直地站立着。

“松花江水流不停，不灭日寇心不平，长白山上英雄多，数
着那杨靖宇杨司令……”这首在白山黑水间传唱的英雄赞歌，
在吉林大地不曾绝响。

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激扬着一曲荡气回肠
的战斗之歌。

岁月长河，英雄事迹光辉永在；时代变迁，抗战精神代代
相传。

磐石市红光中学是为了纪念抗联将领李红光而得名。学
校不仅编辑了校本书籍介绍东北抗联故事，还创作校歌表达
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学生们平时练字的字帖，也是爱国将领
们所做的诗句……

白山苍苍，松水泱泱。民族风范，山高水长。在血与火的
洗礼、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就是这些铮铮硬汉，他们始终不畏
艰险、奋勇杀敌，他们始终不惧生死、血战到底，淋漓尽致地展
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性格和百折向前的气概。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吉林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吉林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团结奋
进、攻坚克难，吉林的明天必将波澜壮阔、锦绣如画。

（四）这是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金锦女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10岁，她亲眼目睹了6位
亲人被日军杀害。作为“抗日宣传队”的宣传骨干，她以自己
一家六口被日寇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用歌声传递着抗日信
念，感染着抗日战士奋勇杀敌。

在一次反“讨伐”战斗中，金锦女不幸被捕。为了保守党

的秘密，她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
她一直守口如瓶，勇敢且坚定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
杀死我吧！”最终被毒打致死，牺牲那年她才12岁……

小小的年龄，却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
战争，从来都是意志、精神与信念的较量。吉林抗日战场

上，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抗日英雄们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队
伍打败了打散了，再组建，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他
们始终坚信：阵地失去了，就重新夺回来，哪怕是一寸土地，也
要用鲜血捍卫国家的完整与尊严。

英雄们做到了！他们用鲜血和青春、用勇猛和无畏，最终
迎来胜利的春天。

危急时刻，不同的身影，相同的信念。不论处于哪一历史
阶段，不论历经怎样的风雨，吉林人民从未停止前行奋进的脚
步：看今日之吉林大地，大力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展，冰雪产
业走出供给侧改革的吉林路径，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中国一汽在转型中突破、在蝶变中成长，推进吉林营商
环境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大力
弘扬抗战精神，书写着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辉
煌篇章。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这些抗战记忆对于吉林儿女来说，
早已不是课本中的历史章节，而是传承至今的血脉精神，是延
续至今的鲜活生命。伟大的抗战精神，属于历史，属于过去，
更属于今天和未来。在这一个个困难和挫折中，自强不息的
抗战精神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的吉林正投身于伟大历史进
程，传承红色精神，担当职责使命，激荡起更加强大的奋进精
神，汇聚起更加磅礴的前进力量。

面对着鲜红的党旗，已在荆州大堤上奋
战七昼夜的李向群，缓缓举起右拳，在滔滔
洪水声中，郑重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98年8月22日，这位军龄20个月、
党龄8天的解放军战士，倒在抗洪抢险的战
场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在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李向群烈士纪
念广场的雕像前，不时有人瞻仰。不远处的一
条巷子深处，便是李向群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1996年底，对军营充满梦想的18岁李
向群，又一次向父母提出了参军的要求。彼
时，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海南经济特区地域优
势下，李向群家创办的服装加工厂和两个服
装批发店生意红火。李向群帮助管理家中
的几辆车，小小年纪就能赚不少钱。父亲李
德清明白儿子的心意，鼓励儿子报名应征。

当年12月，李向群来到原广州军区某
集团军“塔山守备英雄团”9连，成为一名英
雄部队的新兵。

“从一名地方青年到合格士兵，再到优
秀士兵，来自特区、家境优裕的李向群让身
边的战友刮目相看。”“李向群连”现任指导
员王仕鹏说。

1997年，李向群先后获团、营、连3次
嘉奖，年底被评为“优秀士兵”。1998年4
月，由于在铺设光缆施工任务中表现突出，
李向群荣立三等功。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
谁……”一曲《为了谁》20多年来传唱大
江南北，让人们始终怀念在1998年特大洪
水抗洪抢险救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

那年，李向群所在部队接到了抗洪抢险
的命令。“我必须回部队，上前线！”正在家中
休假的李向群这样告诉家人。没想到，这一
别，竟成了永别。

抵达灾区后，李向群递上入党申请书，要
求参加党员突击队。14天的抗洪战斗中，他
跳入洪水检查管涌，左脚被划伤、血流不止，仍
强忍疼痛不下一线；他连续奋战14个小时，直
到高烧不退、体力不支而晕倒在地，体温高达
40摄氏度；他拔掉输液针管跑到大堤，运送数
十包沙袋后，再次晕倒在大堤上……

1998年8月21日上午，听到紧急集合
的哨音后，李向群又从病床上爬起来，坚持
加入抗洪队伍。10时左右，他第3次晕倒，
村民把他扶到阴凉处。缓解后的李向群继
续坚持战斗，但因极度虚弱疲劳，第4次晕
倒在大堤上，再也没能醒来……

“我要上大堤！”这是党龄仅8天的共产
党员李向群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从海南匆匆赶来的李德清、王玉琼夫
妇，抱着儿子的骨灰盒，登上了儿子入党宣
誓的堤段。

“爸爸来替你完成未尽的职责！”年过半
百的李德清穿上儿子的军装和陪伴了儿子
人生最后14天的救生衣，奔上大堤和官兵
们一起背运沙袋、加固堤坝。强忍悲痛的王
玉琼在9连临时住宿地，含泪为官兵们洗衣
缝被、洗菜煮饭……

返琼前，李德清、王玉琼夫妇拿出两千
元，代儿子向党组织交了入党后第一次、也
是最后一次党费，并将各方捐来的两万元慰
问金赠给灾区群众。

李向群牺牲后，原广州军区授予他“抗
洪勇士”荣誉称号，并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

“李向群班”，所在连为“李向群连”。1999
年，中央军委授予李向群“新时期英雄战士”
荣誉称号。他的英模挂像，被张贴在全军连
级以上单位。

“家富不忘报国，矢志不渝为民。”20多
年来，“李向群连”一代代官兵接续传承“李
向群精神”，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5次、集体
三等功17次。

连队一楼排房的门口，挂着“李向群班”
的标志。走进排房，英雄生前睡过的床铺，
整理得整整齐齐。班里的战士每天晚上睡
觉前把英雄的被子打开，早上起床再叠好，
就像他从未离开一样。

“英雄战友虽已牺牲，但他始终活在我
们心里，活在我们身边。”“李向群班”现任班
长张雨飞说。 （新华社南宁6月11日电）

危 难 关 头 挺 起 民 族 脊 梁
——抗战精神的吉林诠释与传承

●吉林日报记者 粘青

“我知道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我
从没得罪过纪委书记这个称号。”这
句话出自王瑛之口，她生前曾担任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委常委、纪委
书记。

王瑛，1961年出生。1982年，
她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
巴中县畜牧局工作，之后被调入地
方纪委工作，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
部。

巴中，是被红军鲜血浸染过的
热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她感受
到信仰的力量，坚定了自己对党的
事业的忠诚。

个头瘦瘦小小的王瑛一身硬
骨。了解王瑛的人都知道，在她面
前说情是行不通的。在担任南江县
纪委书记的几年里，她直接牵头查
办各类疑难、典型案件50多起，面
对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坚持一查到
底，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
多万元。

在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上，她探
索创新纪检监察工作为民服务零距
离、干群关系零隔阂、监督监察零空
档、案件查处零搁置、再塑形象零起
点的“五个零”工作法，严格监督执
纪问责，坚决维护党的纪律、国家法
律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
境。她提出设立村级党风廉政建设
督查员制度的设想，使村级信访案
件大幅下降。

父老乡亲的疾苦，让她牵肠挂
肚。她奔走协调相关部门，为住房
与耕地被河流相隔的村民建了一座
铁索桥，极大便利了村民的耕作和
生活；她用自己获得“全国纪检监
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得到的2
万元奖金，资助农村贫困孩子读
书；她还为当地以背运为生的“背二
哥”们建起了公寓，让他们有了安身
之所……在群众的心里，她就像一
缕阳光、一阵春风。

王瑛工作在纪检监察一线20
年，担任南江县级领导多年，一直清
正廉洁、不徇私情，多次拒收礼金，
甚至拒绝了亲弟弟要她特殊关照的
要求。她常说:“我们手中的权力都
是公共权力，如果用权力谋私利，就

是对人民的背叛!”
2006年7月，南江遭遇特大旱

灾，王瑛累倒在抗旱一线，经查身患
肺癌晚期。她谢绝上级组织调换轻
松岗位的提议，说：“我知道我没有
多长时间了，干一天算一天。我热
爱纪检工作，我要在岗位上坚持到
最后。”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南
江成为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
当时已是肺癌晚期、正在重庆接受
化疗的王瑛立即提前结束治疗返回
南江。她深入乡镇，组织群众转移
安置，监管救灾物资，一连数月，直
到生命最后一刻。

2008年11月，王瑛因病去世，
年仅47岁。她被授予“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改革先
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这位一
生痴爱红叶的女子，有着红叶一般
的风骨和品格，她把一生奉献给了
革命老区巴中这片红色沃土，被大
巴山人亲切称为“永远的巴山红
叶”。

王瑛去世后，南江县一直持续
开展“王瑛精神伴我行”活动；南江
县纪委联合南江县委党校开设的王
瑛精品教育课程，成为当地党员干
部党性和廉洁教育必修课程。

“王瑛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
精神财富。”南江县纪委常务副书记
张海泉说。

（新华社成都6月10日电）

任长霞已经牺牲17年，但社会
各界群众的缅怀没有淡去。17年
来，长霞精神化作一座丰碑，矗立在
嵩山脚下，高耸在人们心中。

任长霞生于1964年，河南省睢
县人。1983年警校毕业后，分配到
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从事预审工
作。199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生前是登封市公安局局长。

从警21年，她始终把人民群众
的疾苦和安危放在心上，忠诚履职尽
责，守护一方平安，赢得群众广泛赞
誉。任长霞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
警察等荣誉称号。

过硬的业务素质、强烈的责任
心，使任何嫌犯都休想从任长霞手下
溜走。据统计，任长霞在中原分局预
审科工作期间，共挖余罪、破积案
1072起，追捕犯罪嫌疑人950余人，
创造了河南公安预审史上无可比拟
的成绩。

2001年4月，任长霞被任命为
登封市公安局局长，成为河南省公安
系统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公安局长。
由于当地各类积案堆积严重，任长霞
组织“百日破案会战”。特别是面对
在登封白沙湖畔非法拘禁、敲诈勒
索、打杀无辜、民愤极大的王松黑社
会性质犯罪团伙时，任长霞通过缜密
侦查、巧施计策，组织干警将王松及
其65名团伙成员全部收入法网。

在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的短短
3年中，她带领民警打掉涉黑涉恶团
伙 2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420
起，亲自处理群众来访来信3467人
（件）次，查结积案100多起……当地
群众都说登封来了一位“女神警”。

2004年4月14日晚，任长霞在
郑州市公安局汇报完工作，连夜赶回
登封部署一起重大案件侦破工作，途

中遭遇车祸不幸牺牲，年仅40岁。
噩耗传来，10余万名群众自发从四
面八方赶来为她送别。任长霞牺牲
后，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称号。2019年9月，她又荣获“最
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今年4月14日，在嵩山脚下的
登封市连天公墓任长霞塑像前，警旗
飘扬，青年民警们以诗歌、讲述、献花
等形式怀念任长霞，长霞精神代代传
承。

17年来，任长霞同志先进事迹
陈列展接待前来参观的群众近百万
人，群众留言册积累了150多本，敬
献花篮的挽联就存了三大麻袋。

任长霞生前常说：“心中只有公，
人民才能安。警察的前面为什么要
加‘人民’二字呢？就是让你牢记自
己是人民的警察，人民的警察就要为
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一切为了让人
民满意！”

任长霞牺牲时，儿子卫辰尧还不
满 17岁。如今，卫辰尧已从警 12
年。“我将沿着母亲走过的路继续走
下去。”卫辰尧说。

（新华社郑州6月10日电）

王瑛：巴山红叶别样红

●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任长霞：

登封“女神警”百姓“贴心人”
●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李向群：

“新时期英雄战士”的生命凯歌
●新华社记者 于晓泉 刘一诺

王瑛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任长霞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李向群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