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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
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
力”。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
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
力。这一重要论述，为进一步深化改革
开放、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指明了方向
和路径。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
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加
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

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
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
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用好改革
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向改革要动力、
以开放促发展，不断以改革开放加速
度开创发展新局面。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通过深化改
革激发活力、释放潜能。党的十八大
以来，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相继推
出，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制度成
果、实践成果。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
运用好这些改革成果，在抓落地见实
效上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拓展深度，
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形成新发展格
局聚焦发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的
重大课题，必然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

题，要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
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
展，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
键处落好子。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的改革，聚焦重点问题，
打通淤点堵点，增强改革的系统性、
协同性，激发整体效应；要把构建新
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
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
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实行更高水
平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但国际经济联
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
要求。时代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决不
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
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
放。要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科技创新、制
度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加快提升
贸易质量，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进
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国内国际经
济联动效应；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着
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
力、风险防控能力，全面防范风险挑
战；要不断推进贸易便利化，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和外贸发展环境，推动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

作格局。
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构建新发展

格局，各级干部重任在肩。面对纷繁
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新发展阶段的
新任务新要求，更应加强改革前瞻性
研究，把握矛盾运动规律和经济社会
发展规律，在守正创新、开拓创新中
推动事业发展。要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加强学习研究，增强斗
争本领，更加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要强化责任担当，增强紧
迫感、提振精气神，当好改革的促进
派和实干家，落实好党中央部署的各
项改革任务，以改革开放实际成效推
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构建新发展格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重要讲话

穿越历史烟云，那段浴血奋战、救亡
图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体中华
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奋起抗
争 14 载，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
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
和反动的大决战，更是中华民族近代史
上的重大转折点。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古
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

听，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
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一段历史永志不忘
团结御侮、浴血奋战，全国人

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
者的洪流

“日本投降矣！”
75 年前的 8 月 15 日，《大公报》头

版用超大号的五个铅字，向全国人民宣
告这一重大消息。

短短五个字，让多少人热泪盈眶。
近代中国，战争的烽烟似乎从未消

散。从 1840 年英国殖民者凭借坚船利炮
轰开中国的大门开始，泱泱中华陷入了
一个个割地赔款的屈辱噩梦。

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外，一座布满累累弹痕的“残历碑”，将历
史永远定格—— 1931 年 9 月 18 日。

在这一天的晚上，日军炸毁沈阳柳
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动九一
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几
个月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从那时起，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救国
烽火迅速燃遍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中
国人民奋起反抗，进行了长达 14 年的持
久抗战。”“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范
丽红说。

展馆内，游客刘思阳女士和她 6 岁
的女儿，在白色的“国歌墙”前久久驻足。

“我女儿还小，展览中的不少内容她
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我在‘国歌墙’这儿给
她讲了很久，这是她最熟悉的歌。我想让
她了解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是当年的先
辈用血肉筑起了新的希望。”刘思阳说。

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华北事
变……日本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一日更
甚一日。

卢沟桥畔，碧波荡漾。89 岁高龄的
郑福来老人臂戴“宛平志愿者”红袖标，
思绪却回到 83 年前的那个夜晚：“我家
住在卢沟桥西，到卢沟桥不足 50 米。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弹声差不
多响了一宿……”

那个晚上，密集的枪炮声把年仅 6
岁的郑福来从睡梦中惊醒。他明白，日本
人进城了。头一天还在一起玩耍的小伙
伴四春子，被落到自家门前的炮弹炸死。

“死一个中国人，就像死一只蚂蚁。”
80 多年过去了，郑福来老人依然万分

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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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的
号召就通过电波，激荡着亿万国人
的心。

“誓死不做亡国奴！”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

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旗帜下，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
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
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
志，全体中华儿女义无反顾投身到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尽管当时的力量还很弱小，但作
为最早发表抗战宣言的政党，中国共
产党担起了抗日救亡先锋的历史责
任，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
生说。

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庄严肃穆。今年 8 月
15 日上午 8 时整，各界人士在此举行
和平集会。

第一次来纪念馆参观的“ 95 后”
凌博建，在一面巨大的档案墙前停下
脚步。蓝色是幸存者的档案，灰色是第
三方证人、日本老兵的档案，黑色是死
难者的档案，一共一万多份。

“每个档案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生
命，是鲜活的历史。”凌博建感慨地说：
“6周时间里，30 多万同胞被屠杀。身
处和平年代，很多时候会忘记和平是
多么可贵，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侵略
者是多么残忍。”

漫步展厅，1213 张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的照片在墙上密密麻麻地陈列
着。那一张张定格的面庞，仿佛仍在凝
望着这段苦难的历史。

整个 14 年抗战期间，中国付出巨
大的代价：一半国土被日寇践踏，930
余座城市被侵占，军民伤亡 3500 万人
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间
接经济损失 5000 亿美元……

最早的抗争，最后的胜利。
在这场关乎世界和平、人类命运

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
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
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对彻
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如镜，昭示未来。
纪念馆广场上，人们撞响和平大

钟。钟声悠扬，寄托着人们对逝者的无
限哀思，对人类命运与共、世界和平发
展的美好期盼……

一种精神穿越时空
血战到底、抗战到底，中华

儿女谱写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
主义篇章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
灭一个敌人。”一首脍炙人口的《游击

队歌》，曾在抗战期间鼓舞了万千军
民。抚今追昔，歌词中“每一颗子弹消
灭一个敌人”，又何尝不是当年艰苦条
件之所迫？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是落
后的农业国同强大的工业国之间的较
量。新四军老战士江斌回忆道：“日本
鬼子拿的是新式机枪、山炮，子弹也
足。我们用的枪是老旧的‘湖北条子’

‘老套筒’。子弹袋子看起来直挺挺的，
实际上没几颗。”

敌强我弱，装备落后，缺衣少

粮……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英雄先烈
穿越枪林弹雨？是什么样的精神鼓舞
中华民族历经血与火的考验？

江西南昌友竹路上，一栋二层小
楼静静矗立。这里是南昌新四军军部
旧址陈列馆。82 年前，新四军在这里
完成组建。

馆内，一幅名为《八千人歌咏大游
行》的油画令参观者纷纷驻足。画中，
音乐家何士德站在卡车上指挥 8000
人进行歌咏大游行，马路上人山人海、
群情激愤，“保我中华”横幅迎风高扬。

“当时大批热血青年、爱国人士汇
集南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加入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江西青年服务团等
组织，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馆长刘
松涛说，“众志成城、舍生忘死、共赴国
难的精神，早已融入国人的血液。”

正如当年的一份报纸社评所说：
“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
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
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
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
达到。” (下转 7 版)

铭 记 历 史
砥 砺 奋 进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之际

9 月 1 日，贵州瓮开高速公路开州湖特大桥
主塔主索鞍吊装成功，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上部
主体施工阶段。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9 月 2 日，广东清远磁浮旅游专线开始铺轨。清
远磁浮旅游专线是广东首条中低速磁浮线，预计年
底完工。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开州湖特大桥开始上部主体施工 清远磁浮旅游专线开始铺轨

1959 年刚参加
工作时，每月工资
26.5 元，如今每月退
休金 5341 元；过去买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等要郑重其事详细记
录，如今买彩电、冰
箱、洗衣机等大件商
品已不再作为家庭重
要支出项目……翻看
一本本“家庭档案”，
河北省滦州市 79 岁
的骆宗明老人禁不住
感慨“今非昔比”。

骆宗明是滦州市
一名普通退休干部。
从 1959 年开始，他一
直保持着记录家庭大
事小情的习惯。6 0
多 年 来 ，他 记 录 了
388 本“家庭档案”，
摆满了客厅里的一面
书架。

“家是最小国，国
是千万家。这些档案
是我们家庭的‘独家
记忆’，同时也是咱们
国家发展变迁的‘国
家记忆’。”骆宗明说。

在“家庭档案”
里，一篇手写的《从四
世同堂到安居乐业》
文章，记录了骆宗明
多次建房和搬家的经
历：1941 年，骆宗明
出生于一间简陋的茅
草屋，在战乱中茅草
屋曾被日寇烧毁，后
来他在亲戚家寄居多
年；1949 年，骆宗明
在政府帮助下，一家
人分到了一间半土坯
房；1976 年唐山大地
震，房子受到损坏，政
府帮助进行了维修，
依然是遮风挡雨的
家；1992 年，他搬到
了单位的职工宿舍居
住；1996 年，他搬到
一座农家小院里，一
直生活至今。

“没有党和政府
的关怀，哪能有我现
在的家？”骆宗明指着档案说，“从破草房、土
坯房到砖瓦房，从吃不上饭，到现在为身体发
福而减肥，点菜都被饭店提醒‘别摆排场’。”

“家庭档案”里，有一张骆宗明与老伴李
秀芹 2018 年补拍的婚纱照。1959 年，骆宗
明结婚时，因家境困难，新棉被都是从别人家
借来的，洞房花烛之夜只充当摆设。如今条
件好了，他们补拍婚纱照，弥补了当年的
遗憾。

档案里一个小账本上，记录着骆宗明婚
后家庭的每一笔“大额”开销。其中一项记录
着：1965 年 4 月 1 日搬家，买水桶一个，9.6
元。对此，骆宗明一本正经地解释：“那年头，
一个水桶就能顶 10 天工钱，可不就是个大件
嘛！那时候，记账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做到心
中有数，量入而出。”

如今，家里买空调、全自动洗衣机等电
器，骆宗明都懒得再记账了：“我每月退休金
能买两台洗衣机。这些支出项目，在家庭经
济生活里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了。”

一张手绘的工资收入曲线图显示，骆宗
明一家手头日渐宽松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
骆宗明指着曲线图说，从 1959 年参加工作到
改革开放前的 19 年间，他的工资一共涨了 3
次，平均每次涨幅不到 7 元钱；从改革开放到
现在，他的工资涨了 31 次，平均每次上涨约
170 元。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骆宗明的“家庭档案”记录内容有了新变化，
记载更多的是外出旅游、养生保健、参与琴棋
书画活动、参加老干部宣讲团等内容。

“这些年，国家对我们这些老人照顾有
加。我这个初级师范毕业生免费上了 4 年老
年大学，也算是本科毕业了！”骆宗明说，如
今物质生活充裕了，他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
和精神文化生活，每天和老伴一起锻炼身体，
与 4 个女儿经常组织家庭聚会聚餐，一家人
还不时外出旅游。

“我们再给您买个 5G 手机，看新闻和短
视频网络速度更快，还能用备忘录软件来记
档案、记开支。您来个无纸化办公，老了也得
赶时髦！”女儿骆艳芝接过骆宗明的话茬说。

小小“家庭档案”，既承载着一个普通家
庭生活变迁的记忆，也记录着国家发展腾飞
的轨迹。

谈起近 80 年人生历程，骆宗明深有感
触：“我们个人的小家和国家是连着的。当我
们国家受侵略时，我曾经挨过鞭子；当国家受
穷时，我吃过糠咽过菜挨过饿；当国家富裕起
来、强大起来时，我们家也实现了现代化，奔
向了小康生活，未来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记者齐雷杰、李继伟）
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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