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

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前身是东

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

东北人民革命军。从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到 1945 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东北

抗日联军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进行了

长达 14 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长期的抗战中，东北抗联孤悬敌

后、武器简陋，缺衣少食、挨冻受饿，面对

挑战人类极限的恶劣生存条件和残酷斗

争环境，在深山野林、冰天雪地里与数十

万敌人殊死搏斗，涌现出杨靖宇、赵尚

志、赵一曼等一大批民族英雄。

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

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是伟大抗战精神

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吉林省开展东北

抗联遗址考古调查，实施革命文物精品

展览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等项

目。烽烟已远，英魂永存。东北抗联的

历史功绩，永远铭记；东北抗联的精神，

传承弘扬。

——编 者

“革命就像火一样，任凭大雪封山，鸟兽

藏迹，只要我们有火种，就能驱赶严寒，带来

光明和温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

杨靖宇曾发出这样的誓言，“一个忠实的共产

党员，为民族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

可以喷洒，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

最后胜利的决心是坚定的。”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任中共

哈 尔 滨 市 委 书 记 ，兼 满 洲 省 委 军 委 代 理 书

记。1932 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

军第 32 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

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6
年 7 月，杨靖宇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

司令兼政治委员，此后他率部长期转战东南

满大地，仅在桦甸就先后建立了大楞场、摩天

岭、蒿子湖等 20 多个密营。

在这些密营中，蒿子湖密营连接南满与

东满。 1938 年后抗联部队向深山撤退隐蔽

的阶段，蒿子湖密营是重要基地，同时也是杨

靖宇最后居住的密营地。

数十载悠悠而过，如今的蒿子湖密营，莽

莽青山依旧在，凝望着一拨又一拨来到这里

重温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人群……

瞻遗迹，重温峥嵘岁月

蒿子湖密营一角，一个直径 1 米多的石

碾盘横在林间，些许青苔爬上碾盘一侧，诉说

着它所经历的漫长岁月。碾盘旁，不时有游

人停下脚步，久久驻足。

“这是抗联战士们用过的石磨。”碾盘旁，

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纪念馆馆长吴艳滨向记

者介绍，当年，由于日伪军封锁严密，密营中

粮食极为短缺，战士们只能收集柞树的果实

（橡子），用石碾磨碎成粒或粉之后来充饥。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抗联战士们仍然在此

坚守，顽强苦斗的精神可见一斑。

即便有橡子充饥，生火做饭也是一个大

问题。特别是 1938 年至 1940 年期间，营地整

日笼罩在日军侦察机的盘旋监控之中，火光

和烟雾极有可能暴露密营所在地，抗联战士

们是如何隐蔽的？

离碾盘不远，一棵高耸的松树与披着茅

草的窝棚紧紧依偎，浑然一体，这里便是“青

松灶”遗址。“这棵松树有一个空心树洞，当年

抗联战士们将锅灶与树洞相连，将它打造成

一个天然的隐蔽烟囱。”吴艳滨说，做饭产生

的烟，一方面引入树洞，一方面导入埋在地下

的众多管道，这样可以减缓烟雾排出，与雾霭

融为一体，不易被敌人察觉。

如今，“青松灶”旁这棵树龄 200 多年的

松树依旧青翠繁茂，与碾盘、饮马池、将军井、

司令部等遗迹一起，勾勒出杨靖宇等抗联英

雄们在这里生活、战斗过的峥嵘岁月。

近年来，蒿子湖密营中的抗联遗迹得到进

一步发掘，地处深山的密营，成了渐为人知的红

色旅游地标。“如今，越来越多人来到密营观遗

迹、忆英雄，绿水青山间遍布红色足迹。”吴艳

滨说。

访展馆，回望抗联历史

草木葱郁，遗迹苍苍，东北抗联蒿子湖密

营纪念馆坐落其间。青瓦白墙的建筑，由 14
根立柱支撑，寓意着自“九一八”事变后的 14
年抗战历史。步入馆中，映入眼帘的是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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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一

八’事变后 4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我 国 东 北

的 大 好 河 山 相

继沦陷。”吉林市

委党史研究室二级

调研员杜晓丽说。危

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吹响了

东北抗战的号角。“九一八”事

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

紧急会议，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

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东北军民不投

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发动游击战争。

纪念馆中，有一处东北抗联战士们生活

环境的场景复原——几名战士围坐在篝火

前，身前身后尽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东北

的冬季近半年之久，雪最厚的时候及腰深。”

吴艳滨介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

当年艰苦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

尽管如此，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从未停

止。有统计显示，从 1932年至 1940年，包括东

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在内的东北抗日武装

共出击 15万余次。鼎盛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共

组建成 11 个军、3 万余人，活动范围遍及东南

满、吉东、北满 70余县。

纪念馆的一处展板上，记录下中共中央

对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高度评价——

1938 年 11 月 5 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致

敬电，称颂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

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 7 年多的不怕困苦

艰难奋斗之模范”。

1940 年 2 月，杨靖宇在重重包围下战斗

至孤身一人，于吉林省濛江县（今靖宇县）保

安村壮烈殉国，胃中尽是枯草、树皮、棉絮。

这个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已锐减为 1800 余

人，但旗帜始终不倒，继续在长白山区、小兴

安岭、松花江下游和黑嫩平原浴血奋战。在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有数

万名将士血染疆场，百余名师以上干部、30
余名军以上干部壮烈牺牲。

“纪念馆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人们不要忘

记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同时也激励后

人继承和发扬东北抗联精神。”杜晓丽说。

探密林，感悟山水有情

“这棵树叫‘黄菠萝’，学名黄檗，树皮较

软。当年抗联战士们会把它当作药材，大家

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树皮……”蒿子湖密营

中，一群来自长春市的研学学生在讲解员的

介绍下，好奇地触摸着黄檗的树皮。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经理郑晓然介绍，东北地区有着许多与

东北抗联有关的纪念场馆，蒿子湖密营

的特色就在于保留了大量的遗址遗

迹，人们可以走进抗联战士们生活、

战斗过的“现场”，接受到更深刻的

红色教育。

对遗址的挖掘，离不开仍在

世的抗联老兵们。“20 世纪末，桦甸

市整理县志时，特地请老抗联战士们来

到密营，逐一辨认当年的遗址。在此基础

上，我们再对遗址修缮和维护。”郑晓然说，

当地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尽量保持原貌，

力求还原真实历史。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历史依然值得

铭记。近年来，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着力

完善基础设施，做好服务配套，打造“红

色+绿色”特色旅游模式，吸引众多游

客来到这里感悟红色文化、体验绿

色生态。

2018年，东北抗联蒿子湖密

营获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截至目前，累

计接待游客约 24万人次。“今

年，我们申请的国家文物局

专项资金 533 万元已经到

位，我们将对‘青松灶’等

29个文物遗址点位更新

维护，进一步擦亮蒿子

湖 密 营 红 色 旅 游 的

‘金字招牌’。”郑

晓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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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R

魏拯民烈士纪念馆

魏拯民是东北抗日联军杰出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南满

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与杨靖宇指

挥所部在辉南、抚松、桦甸等地打击敌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

规模进犯。魏拯民烈士纪念馆位于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内，

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纪念馆内魏拯民事迹陈列展出藏品 66件。展览通过影像

展示、场景复原等手段，展现了以魏拯民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群像，讲述先烈们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战的英雄故事。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位于吉林市磐石市区西 20 公

里外的红石砬子山区，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中国共产党

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2019 年，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有八家沟抗联遗

址、西沟抗联遗址等。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军用刺刀、

铁锅、油印机等文物，是研究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的珍

贵资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细雨绵绵密密地下着，在吉林省桦甸市龙岗山脉的

密林深处，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纪念馆馆长吴艳滨以生

动的语言向参观者讲述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峥嵘

岁月。

讲述融入理解，知识融会贯通，极富感染力。可让人

意外的是，他从前只是一位普通的护林员。

1971 年出生的吴艳滨，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林业工

人。2005 年桦甸市红石林业局对蒿子湖密营进行修复，

随着一处处抗联遗迹被发掘，遗迹背后那一段段艰苦卓

绝、感人至深的抗联故事令人心潮激荡。作为深度参与

修复工程的工作人员，吴艳滨敬佩、学习杨靖宇的事迹和

抗联精神，只要有时间，他就穿行在密林中，找寻地基、交

通壕等抗联遗迹。为了搜集资料，他四处求购有关东北

抗联的书籍，书店、图书馆、旧书摊，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后来，他又到通化市、靖宇县等地学习、听讲解，找寻抗

联老战士，搜集第一手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吴艳滨身份也发生了

转换。2007 年，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对外开放，

配备了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讲解员。每当讲解员

为游客讲解，吴艳滨就站在旁边听，再把听来

的讲解词记在小本子上，晚上回家再仔细琢

磨。再后来，讲解员不够用，他就自告奋勇给

游客讲，大受欢迎。不久后，他如愿以偿成为

一名讲解员，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要听一听吴

艳滨的精彩讲解。

2018 年，吴艳滨被任命为东北抗联蒿子

湖纪念馆馆长。“传承东北抗联精神的追求，

改变了我的人生。”吴艳滨说，这些年他在讲

好抗联故事的同时，也收获了诸多荣誉——

吉林市优秀共产党员、“杨靖宇研究协会”理

事……

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在东北 10 余

年的艰苦抗战中，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党的忠诚战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

诗。“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把东北抗联精神诠释

好，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更多人。”吴艳滨说。

图图①①：：学生们在蒿子湖密营参加研学活动学生们在蒿子湖密营参加研学活动。。

田宇博田宇博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吴艳滨为参观纪念馆的学生们讲解东吴艳滨为参观纪念馆的学生们讲解东

北抗联历史北抗联历史。。 张张 兵兵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位于蒿子湖密营内的红石砬子会议遗址位于蒿子湖密营内的红石砬子会议遗址。。

宋巍巍宋巍巍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④④：：抗联战士使用过的锄头等生产工具在蒿抗联战士使用过的锄头等生产工具在蒿

子湖密营纪念馆内展陈子湖密营纪念馆内展陈。。 李李 卓卓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⑤⑤：：矗立于蒿子湖密营中的杨靖宇塑像矗立于蒿子湖密营中的杨靖宇塑像。。

常常 欣欣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⑥⑥：：蒿子湖密营中的抗联遗址蒿子湖密营中的抗联遗址——碾盘碾盘。。

张彤宇张彤宇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⑦⑦：：蒿子湖密营中的抗联遗址蒿子湖密营中的抗联遗址——青松灶青松灶。。

王传良王传良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⑧⑧：：俯瞰蒿子湖密营俯瞰蒿子湖密营纪念馆纪念馆。。

朱万昌朱万昌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⑨⑨：：蒿子湖密营入口处蒿子湖密营入口处。。

张春成张春成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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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纪念馆

馆长吴艳滨——

从“护林人”
到“护营人”

本报记者 孟海鹰 门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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