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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滇缅公路保存的路段，一
块块石头嵌合在一起，跟欧洲城市的
路面一样整齐。当年云南的老弱妇孺
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修的路，70年后
还能走车，非常了不起！”近日，在
云南保山举办的第六届中华民族抗日
战争史与抗战精神传承研讨会上，中
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理事长胡筑
生分享了自己重走滇西抗战路的所见
所感。

研讨会汇聚来自海峡两岸的退役
将领、专家学者、教师和学生代表等
近 200 人。随着嘉宾致辞、学者发言
和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历史脉络和历
史细节渐次浮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的伟大意义变得愈发清晰可见。

巨大贡献

“由 2017 年开端的两岸抗战历史
学术研讨会，每年会址的选择暗合抗
日战争中的重大事件。今年我们来到
80年前中国远征军发动反攻作战的滇
西地区召开第六届研讨会，具有特别
的意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王建朗致辞时表示。

滇西抗战是抗战史的重要一环，
云南省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云南
省政协副主席和良辉表示，抗战期间
有 42万云南子弟参军作战，有 4个军
20余万人出省奋战在抗日疆场，参加
重大战役20余次。云南还为抗战提供
了坚实的后勤支援，捐赠飞机 200 余
架，征集粮食1574万多市石，征用民
工数十万人，修筑了滇缅公路、中印
公路，架设了中印输油管道，扩建和
新建机场55个，开辟了著名的“驼峰
航线”，有力支援了全国抗战和中国
远征军的反攻作战。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秘书
长奚国华作报告时表示，当年滇西人
民在 9 个月内靠肩挑手提筑成全长
11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是中国当时
唯一的国际交通运输线，是抗日战争
的“输血线”和“生命线”。

清华大学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在
“西南联大三次从军热潮”的报告中
讲到，抗战时迁设于昆明的西南联
大，从军学生约1100人，占学生总数
的 14%。他以幻灯片展示一位西南联

大从军学生的手书：“同学们！谁使
我们流亡到长沙而昆明？努力吧！不
要忧愁！不要苦闷！总有一日我们会
重聚在清华园内狂欢痛饮。努力吧，
国家有出路个人才有出路……”青年
学子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顾的爱国热
忱跃然纸上，令与会者为之动容。

深刻启示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两岸专家
学者围绕“滇缅作战与云南抗战”

“中国战场的坚持与反攻”“大后方与
根据地建设和发展”“中国与战后国
际秩序的筹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交流。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抗战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
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
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
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
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
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
人民的胜利。

退役上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理事张仕波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各党

派、各民族、各团体，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的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共赴国
难，付出巨大牺牲取得的，显示了中
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坚不可摧的磅礴力
量。抗日战争深刻启示我们，中华民
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
民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就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跨不过去
的坎。

王建朗表示，在敌强我弱的战争
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最终取得胜利，
最重要的基础是全民族团结一心共同
御敌。今天，我们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两岸也面临着新的变局。两
岸人民共同努力，也是我们战胜挑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素。

会议期间，两岸记者联合采访了
两位当年参加滇西抗战的老兵。96 岁
的抗战老兵刘贤仍清楚记得当年的小
曲：“怒江水，清又清，怒江边岸扎军
营。营中弟兄多精壮，打鬼子个个好本
领……”老先生表示，自己有个心愿，
就是有生之年想去宝岛台湾看看。

98 岁的抗战老兵李树卷起裤管，
给记者展示松山战役在他膝盖留下的
弹痕，“这场仗打了 95 天，山头被炸得
没剩一根草一棵树，惨不忍睹……”他
说，“当年上战场，就是为了子孙后代
不用打仗。”

珍爱和平

研讨会结束后，两岸代表走进腾
冲滇西抗战纪念馆，在文物和史料中
感受滇西抗战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条件
下创造胜利奇迹。纪念馆大厅的三面
高墙上，呈矩阵式悬挂着千余顶中国
远征军留下的钢盔，每个头盔背后都
有一个故事。“战争的残酷在这一刻具
象化了，让我很难受。希望我们的世界
不再有战争。”台湾青年苏允恺说。

苏允恺说，这趟行程让他重走了
外公曾经走过的路。“他是云南昭通
人，从小跟着部队去山东打台儿庄战
役，之后参加滇西抗战。体会当时他抗
战的精神和艰苦过程，让我非常感
动。”他说，希望把自己了解到的抗日
战争历史传递给更多台湾青年。

在安葬3000余名中国阵亡将士及
盟军士兵遗骸的腾冲国殇墓园，两岸代
表为抗日英烈献上鲜花，祭拜致敬。滇西
抗战纪念馆馆长杨素红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1944年腾冲光复时已成一片废墟，
老百姓大多无家可归，但却争相捐资捐
物，先把国殇墓园建起来。“这是人民群
众感恩的心。”杨素红说，直到现在，当地
很多老人小孩清明节都会来墓园祭拜。

在瑞丽参观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
日纪念馆时，两岸代表被南洋华侨舍
生忘死共赴国难的义举深深震撼。滇
缅公路通车后，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
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从踊跃报名
的志愿者中挑选3200余名华侨青年组
成回国抗日服务团。他们毅然放弃优裕
的侨居生活，辞老别亲，蹈海归国，驾驶
2000多辆汽车组成运输大队，在日机轰
炸、公路塌方、疫病横生、事故接连的特
难环境中，以“七日一往返”永不停顿的
抢运，自 1939 年至 1942 年间共抢运军
需物资 50 多万吨，先后有 1600 余名华
侨机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站在滇缅公路锁钥——畹町桥
上，台湾教师刘先昌感慨万千。当年，
10万中国远征军就是从这里跨出国门
赴缅抗日，南洋华侨机工也是从这里
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国内。“这是
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我们绝不
能忘记。”刘先昌说，铭记历史是为了
缅怀先烈，也是为了珍爱和平。

“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我们绝不能忘记”
——两岸人士云南研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与抗战精神传承

本报记者 王 平文/图

图为两岸记者联合采访98岁的抗战老兵李树。

拿起画笔，用色彩描绘出心中的美
景；访古问今，探索千年古村的每一个
角落……

近日，2024两岸青年暑期独山艺术创
作实践营活动在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焦
滩乡举办。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来自清华
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以及
台北艺术大学、台北教育大学、台湾东海

大学等两岸院校的50余名师生，扎营在山
清水秀的千年古村——独山村，开展形式
多样的联合艺术创作，共同探索中华传统
文化活化与传播的新形式、新路径。

独山村地处遂昌县西部，位于九龙
山麓、乌溪江畔，南宋时叶梦得曾孙叶
峦迁居于此，后逐渐形成村落。虽经历
千年风雨，独山村内仍保存了大量的古

建筑和文化遗产，成为浙江省传统完整
古村落保护研考遗迹地、活化实践地。
近年来，独山村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
升，越来越多两岸青年来到这里交流参
访，浙江省级对台交流基地创建工作也
于今年在独山村启动。

在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焦滩乡
文化艺术发展高级顾问何春寰的引导
下，两岸师生深入独山村的每一个角
落，循着明代戏曲家汤显祖走过的古道
实地考察与调研。他们漫步在古街巷弄
之间，探访隆庆石牌坊、叶氏宗祠、财
神庙、葆守祠等古建筑，聆听一段段历
史文化故事，相互探讨和交流自己的所
见所感。千年古村的文化积淀，也为两
岸师生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创意源泉。

“我们播音团队做了一个关于独山
村的‘声音’导览图。”就读于浙江传
媒学院影视与配音专业的黄子熙表示，
目前与独山村有关的艺术作品多为书
法、绘画等，“我们希望发挥自己的专
业优势，用声音的方式展现村中的文物
古迹和自然风光，让更多游客能够在游

览中了解独山村的文化故事”。
来自台北艺术大学的舞蹈系研究生

在独山村的青山绿水间找到了创作灵
感。他们深入自然，感受山风轻抚与溪
水潺潺，将所见所感融入舞蹈创作之
中，用肢体语言诠释对自然之美的崇敬
与热爱。来自台湾艺术大学和台北教育
大学的学生利用山中的木材资源进行绘
画创作，让原本废弃的木头也变成了独
山村的记忆碎片，展现出台湾青年对自
然与艺术的独特理解。

为促进两岸青年师生之间的交流与
学习，实践营还特别安排了创意成果展
示与心得分享环节。“这是我第三次来
到独山村写生，还和台湾朋友一起参加
了舞蹈组的活动，舞蹈与绘画的结合让
我们更加感受到这里的人文气息。”中
国美术学院学生金家湙说。

在何春寰看来，此次实践营活动不
仅是艺术创作的集中展示，更是两岸青
年文化交流与心灵交融的深刻体现。

“两岸年轻人在艺术创作中找到共鸣
点，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启发、融合，
不仅拓宽了艺术视野，更增进了彼此之
间在情感、思想和文化上的了解与认
同。”何春寰表示，期待两岸青年在未
来创作的道路上继续携手探索、勇敢前
行，以更加鲜活多元的艺术作品来展现
中华文化的魅力。

两岸青年走进千年古村感受历史文化传承
左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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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盂兰文化节”在香港
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本次
活动设有盂兰文化导赏以及潮州
粿品、扎作折纸、抽纱公仔、工夫
茶等体验环节，向市民游客推广
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活动还将现代元素融
入传统模式，通过创新科技和潮
流文化，展现盂兰文化的时代魅
力。图为身穿古装服饰的观众在
活动中合影。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新华社香港8月25日电（记者孟佳）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
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5日组织了进驻香港以来第27次建制
单位轮换行动。

据介绍，此次轮换出港的官兵圆满完成了以履行防务为
中心的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文明之
师的良好形象。他们在离港之际通过驻军新闻发言办公
室，感谢香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对他们在港工作期间的
关心与支持。

轮 换 进 港 官 兵 进 驻 前 进 行 了 扎 实 训 练 和 认 真 学 习 ，
具备了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他们表示，将坚决听
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加强部队全面建设，
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驻军法，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
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
行稳致远作出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本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驻军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据新华社香港电 慈善机构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
（简称“心连心”） 近日在港成立“心连心学院”，旨在培训
相关人才，促进跨界别合作，致力香港社会福利工作发展行
稳致远。

成立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特区
政府鼓励香港社福界与内地社福服务相互提升、共同进步，
已委托“心连心”筹办“香港万千社工看祖国”活动，安排
香港社工到内地交流，亲身了解国家的最新发展。首个交流
团活动已在5月底成功举办，参与人数达300人。未来，期待

“心连心”继续凝聚社福界力量，开拓社福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推动香港及内地社福界一同努力服务民生。

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蔡丽新表示，“心连心学院”的成
立是“心连心”顺应发展形势、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
对推动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创新发展、加强内地与香港社会工
作领域交流合作等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社会工作部将继续加
强内地和香港在社会工作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社会福利工
作共同发展。

活动现场，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以
及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主席管浩鸣为“心连心学院”
院长谭赣兰颁发委任状。据了解，“心连心学院”将为注册
社工提供持续进修课程，包括了解内地的社会福利制度及
安老政策等。同日，“心连心”举办“惠民生 暖民心”研
讨会。

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旨在提供新平台，为香港社福
工作开新篇，团结香港社会福利界，与社会各界合作，支持
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作，关心全港市民福祉，促进香港与内地
社会福利服务的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赵博）“台湾教师研修活
动始于 2016 年，走过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湖北、广西
等不少省份，每次都让我们感叹祖国大陆的高速发展。很
期待今年在京津冀的行程。”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陈经超说。

26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同学会共同主
办的大陆任教台湾教师融合发展主题研修活动在北京启动。
活动为期一周，包括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雄安新区、天津
港等现场调研，以及为台湾教师答疑解惑的社科基金项目申
请专题座谈等内容。近30位在大陆任教的台湾教师参加本次
活动。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台
湾教师来到大陆各地的高校任教。为帮助他们更好认识
和了解祖国大陆，全国台联和台湾同学会发起举办主题
研修活动。

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副会长纪斌表示，台湾教师研修活
动已成为全国台联联系服务常住大陆台胞的一项品牌活
动。通过活动，我们搭建了政策传导、交流互助和意见建
议反映的平台，旨在让台湾教师在祖国大陆留得住、融得
入、发展好。

台湾同学会会 长 陈 云 英 表 示，台湾教师来到祖国大
陆贡献自己所知所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同时也成为两岸
交流的民间使者。衷心希望通过研修活动，大家能进一
步加深对祖国大陆的理解和认识，对今后的工作生活有
所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香 港 成 立“ 心 连 心 学 院 ”推 动 社 福 事 业 发 展

据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 中国香港选手杨云日前在波
兰举行的2024年欧洲历史射箭比赛中，获得层压弓男子成人
组铜牌。

欧洲历史射箭比赛是一年一度的国际传统弓比赛盛事，
是一项按照历史故事和规则进行的射箭锦标赛。参赛选手需
要带上自己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弓，并穿上民族服装，还原古
人射箭的场景。中国香港中华传统弓总会派出一行七人的队
伍参赛，与波兰、德国、匈牙利、印度、巴西等近百名选手
进行传统弓竞技，三天的比赛包括了“技术射箭”“3D 原野
赛”及“传统射法”三项比赛。

今年的比赛在波兰的戈卢布·多布尔津城堡举行，最引人
注目的赛事要数“3D原野赛”，主办方将不同形态的3D动物
箭靶，如山羊、野猪、熊、鸭、鹿等，设置于城堡各处，参
赛选手围绕草原、城墙、山坡、草丛等地引弓搭箭，犹如传
统弓版的高尔夫球赛。

杨云获层压弓男子成人组铜牌后说：“很感恩我们有机会
向国际弓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享中国射艺‘射以观
德’‘反求诸己’的精神。”

中国香港中华传统弓总会自2018年成立后，积极参加各
项传统弓赛事，总会还于今年7月派队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办
的巴里奥国际历史射箭节比赛，其中钱楚获得了原野赛女子
组冠军。

大陆任教台湾教师融合发展主题研修活动启动

中 国 香 港 选 手 杨 云 获 欧 洲 历 史 射 箭 比 赛 铜 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