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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
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
洛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高举党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旗帜，不屈
外侮，为捍卫民族的独立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
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

豫西抗日根据地阻止了日寇
的西进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
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共
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洛
阳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洛阳各界抗敌后
援会、洛阳各界妇女抗日救国会、豫西民运指
导委员会等抗日民间组织纷纷成立，洛阳各
界人民兴办训练班，组建宣传队，进行抗日宣
传、募捐、慰问抗日前线等活动。早在1932
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洛
阳各校学生60余人以洛阳学联名义到国民
政府所在地请愿，请求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
日。1937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洛阳分会积
极开展防空救护和战地医疗工作，组织防空
救护队和战地医疗队，负责洛阳防空、防毒、
救护工作。1938年8月，洛阳各界妇女抗日
救国会成立。以青年女学生为骨干，举办妇
女识字班，进行募捐，召开抗日座谈会，慰问
伤员；组织妇女儿童成立演出队和孩子剧团，
在街头巷尾演出，宣传抗日，到前线慰劳伤
兵。她们还举办妇女救护训练班和缝纫训练
班，为战地培养医护人员，为前线将士缝衣、
做鞋。1938年春季和夏季，偃师县老太婆剧
团和宜阳县赵保村老婆宣传队分别成立，排
演了《放下你的鞭子》《义勇军进行曲》《大刀
进行曲》《在松花江上》《游击队之歌》等十几
首歌曲，演出《捉汉奸》《打破迷信》《还我国
土》《夜袭敌营》《团结打日军》等抗日剧目，深
受豫西城乡各界民众欢迎。1939年1月，偃师
老太婆剧团团长薛世英到延安，受到毛泽东
的亲切接见。1938年秋，中共宜阳县委在赵
保举办训练班讲授抗日游击战术，号召青年
团结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冬，
中共偃师县委组织百姓抗日募捐，募捐鞋子
2000 多双、毛巾 2000 多条、鸡蛋 3 万多斤，
慰劳抗日前线战士。中共新安县委动员、组
织输送了20多批200多名进步青年到“陕北
公学”“抗大”等学校学习，同时在教育界、政
界做工作，共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44年5月25日，洛阳沦陷。日军对洛
阳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激起了洛阳人民
的强烈反抗。中共洛阳地下党领导豫西人民
开展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为了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1944年9月
中共中央决定由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等组
建中共河南省委、河南人民抗日军和河南军
区，挺进豫西敌后，领导豫西人民开展抗日斗
争，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6日，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简
称皮徐支队）在林县誓师出征进入豫西，迅速
以嵩山地区为中心，在偃师、登封、伊川、洛阳
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年 11 月 14 日，
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进入新安县境，然后
迅速以新安、洛宁、陕县、渑池等地为中心，开
展抗日游击战争。11 月 20 日，豫西抗日游
击第三支队进入豫西，在伊阳(汝阳)、临汝地
区活动。第四支队进入长葛、禹县地区活
动。1945 年 1 月，宜洛支队在宜阳东、西赵
保地区开辟工作。3月，第六支队进入宜阳、
渑池县境，4月，进入禹县、郏县开展活动。

1945年2月，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
到达嵩山地区，在登封白栗坪同皮徐支队会
师。之后，将各支队改为军分区，并相继建立
了6个地委、专署。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各地的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及民兵组
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救亡
运动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

八路军豫西各支队及中共河南区党委、
河南军区挺进豫西，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后，
洛阳各县抗日民主政府也相继成立。

在中共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的统一领
导指挥下，各个支队和地方武装互相配合，协
同作战，粉碎了日、伪、顽军的多次“扫荡”和“围
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从1944年9
月八路军挺进豫西一年来，前后作战352次，歼
灭日伪军近万人，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
正规军由6000余人发展到3万余人，民兵发展
到5万余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豫
西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1945年6月，中共河南区党委发布了《减
租条例草案》和《河南灾期卖地倒还条例》，各
专署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减租减息和“倒
地运动”的热潮，使广大贫苦农民减轻了负
担，增加了收入，同时，抗日民主政府还实行

“合理负担”，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和不合理
的摊派，采取合理征收赋税的办法，促进了农
业生产，并创办了一些工厂，发展了工业生
产。与此同时，加强民兵建设，开展群众性的
除奸反霸斗争，打击了汗奸特务及恶霸保长
的反动气焰，保卫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

党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受到各界人民
的热烈拥护和赞扬，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抗
日救国的积极性，掀起了送子送夫参军参战
的热潮，使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壮大，从
人力物力方面支援前线，保证了战争的需要。

豫西抗日根据地创建以来，豫西军民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积极的游击战争，为
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
利，进行了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收复了2
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解放了800余万人民，
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了武装力量，沟通
了陕北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阻止
了日寇的西进，完成了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
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军侵占洛阳，进行血腥屠杀
从1937年中国守军退至黄河南岸起，日

军飞机就不断空袭洛阳及周边地区。洛阳是
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许多政府机构、军事机
关云集于此，还有陆军、空军军官学校、西工
兵营及各地逃难群众，人口几十万，是日军飞
机轰炸的重要军事目标。当时洛阳虽有防空
避难部署，地下掩体纵横交错，高射炮部队严
阵以待，但日机利用彰德、新乡两处机场，沿
黄河飞至孟津，转而向南袭击洛阳。孟津、洛
阳相距很近，时间仓促，刚发警报，日机就飞
至上空投弹，洛阳人民死伤甚众。在一些乡
村集市，日机见人聚集便俯冲扫射投掷炸弹，
更是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更加令人发指的
是日机还投掷毒气弹，一弹投下，遗患无穷，
不可救治而丧生者不计其数。

1937年11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洛阳，
即有数百人死伤，后日机频频来袭，每月不断。
有时发动100多架次的大规模空袭，连续几天
日机不停在空中盘旋、投弹，群众不得不随身携
带毛巾和水，随时准备进防空洞躲避。1938年
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机32架次空袭洛阳，洛阳
城警报骤响，全城一片火海，死伤无数。驻洛阳
的苏联援华空军12架飞机升空与之对决，日机
被击落4架，苏机损失2架，日机逃亡。1940
年，日机三次大规模空袭洛阳。2月20日，日机
108架轮番轰炸洛阳，国民政府礼堂（今青年
宫）周围3平方公里内被夷为平地，死人数以万
计。4月28日凌晨，日机12架对老城进行地毯
式轰炸，并投放大量毒气弹、瓦斯弹，死尸满街，
家家戴孝，文明街一带数十家合家被炸死。5
月初，日机派80余架飞机再次空袭洛阳，连续
轰炸10个小时，居民死伤无数。1941年4月，
日机连续三天轰炸洛阳，国民商场防空洞被炸
塌，洞口也被炸飞的瓦砾堵塞，在防空洞中避
难的数百人闷死洞中，许多是全家无一幸存。
这次轰炸日军出动飞机150余架次，炸毁房屋
1000余间，死者逾万。1944年4月，日寇飞机
对洛宁逐村轰炸，将范蠡镇炸成平地，全村无一
人幸免。在卢氏东张村，日机轰炸后，全村千具
尸体横陈于山坡，哭声震天。日军在洛阳沦陷
后，实行法西斯统治，日军军政部召集各地乡
绅名流成立治安委员会，成立伪政府，恢复警
察局。先后在各县成立维持会、县政府。成立
各种特务组织，搜集有关抗日活动的情报。为
了战争需要，经济上勾结汉奸商人，用没有金
融储备的“伪币”疯狂掠夺粮、棉、铜、铁、硝磺
等战略物资。为了粉饰侵略，日军强迫商店开
门，并强行控制食盐与日用品，扣留车站各盐
商的盐400万公斤，造成市价暴涨。小麦每市
斗锐涨至700元、食盐每市斤650元，而沦陷前
不足5角，洛阳民众过了一年多没盐吃的日子；
在洛阳旅店、茶馆、商店公开贩卖各种毒品，红
丸、白面遍地都是，引诱中国人吸食上瘾，以获
取巨额利润。很多人为了吸食毒品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日军还用毒品换取民间的粮食、棉
布、黄金、白银等战略物资，使洛阳经济陷于崩
溃的边缘。

为了强化对洛阳人民的统治，日伪政府
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命令洛阳学校开课。学
校所发的课本都是美化“中日亲善”“东亚共
荣”的奴化教材，学生必须学日语，并派日本
人为督学，强令推行。日军从开封运来印刷
机和印刷工人，筹备出版《洛阳新报》。这张
由日军一手操办的报纸寡廉鲜耻，为所谓“大
东亚共荣”的侵略兽行涂脂抹粉，企图从思想
上毒化中国人民，瓦解腐蚀人民的抗日斗志。

日军占领洛阳后，进行血腥屠杀，肆意抢
夺，受害者不计其数，仅 1944 年 5 月一个月
内，日军仅在宜阳就制造了石陵大屠杀、水沟
庙大屠杀、穆册大屠杀、漫流村大屠杀等 12
次大屠杀，杀害无辜村民1580人，强奸妇女
257人，烧毁房屋2050间，抢杀耕牛416头，
还抢走大量粮食、财物。同月，日军37师团
的卢氏挺进队借山洪暴发之机围攻战时迁移
至栾川潭头的河南大学留守师生，未及撤离
的一百多名男女师生被日军集体枪杀，奸淫。

6月10日，日军血洗王山寨，残害500多
人，5户人家惨遭灭门，70多家夫妻、兄弟、父子
双双被杀，100余人被抓走，除少数人逃生外，
其余生死不明。 7月，驻白马寺的日军在石咀
集市，当场射杀40多名无辜群众，将尸首抛入
洛河。日军竹村联队进入孟津平乐抢掠，手无
寸铁的群众沿街奔逃，日军在大街东头架起机
枪扫射取乐，当场夺取30多条无辜生命。

日军在洛阳东华街建立宪兵队，日本宪
兵用酷刑折磨残杀有抗日嫌疑的中国人，整
日惨叫声不绝于耳，严刑拷打后，用大刀或刺
刀将人活活劈死戳死，把尸体推入防空洞；后
在防空洞中发现无名尸体100多具。在孟津
县横水乡日军据点，有关押中国人的6孔地
牢和水牢，并有处决刑场和堆放尸体约300
多平方米的“万人坑”，1944年5月到1945年
8 月，在此遭日本人枪杀和死于酷刑的中国
人就有1500余人。

日军将守卫洛阳的十五军被俘军人先赶
至东车站天主教堂，后关押至西工战俘营，战
俘饿死、病死无数。日军将一部分战俘运至
日本做苦役，开山洞、修铁路、采矿石，为日本
财阀无偿工作，先后有 500 多人被毒打、饥
饿、劳累、病魔折磨致死。另一部分押往观音
堂至洛阳的铁路线上扒铁路，后又强行修复
洛阳至郑州的铁路，施工8个月，1万多中国
人惨死铁路线上，尸横遍野。

洛阳保卫战，为保卫西北大
后方赢得宝贵时间

1944 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
本土通往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基本被切断，南
洋近50万日军陷入孤立无援之境。美军对
制空权的掌握，使日军频频遭受空中打击。
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日军决心进行一场贯
穿中国南北、连接陆上交通线、摧毁美国空军
基地的“1号作战计划”即豫湘桂战役。河南
战役是其“1号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

1944年4月18日，日军在其华北方面军
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
攻，河南战役爆发。4月22日，郑州沦陷，之
后，新郑、荥阳、广武、尉氏、鄢陵、密县、长葛、
许昌、临颖、郾城、漯河、遂平、西平、禹县、郏
县、襄城、临汝、登封、宝丰、鲁山等县相继沦
陷，日军直犯洛阳，洛阳成了中原抗战的最后
一城。5月7日晚，日军坦克第三师团、骑兵
第四旅团等部占领洛阳南郊龙门高地。9
日，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等部由垣曲渡过黄河，
12日攻陷渑池，13日攻占新安，直逼洛阳城
西。自郑州沿陇海铁路西犯的日军“菊兵团”
9日攻占巩县，11日占领偃师县，兵临洛阳城
东，完成了对洛阳的三面包围。

奉命固守洛阳的是第十五军六十四师、
六十五师和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日军5月
11日向洛阳发起进攻，13日一度攻入洛阳城
西南角，守军顽强抵抗，将日军驱逐出城。
18日，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在飞机大炮的支援
下，再次猛攻洛阳，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日军
进攻受挫。5 月 20 日第三十七、第六十二、
第一一零师团等部增援围攻洛阳的日军，22
日，日军数万人向洛阳孤城发起总攻，战况空
前激烈，24日晚日军攻入城内，中国守军与
日军展开巷战，血战至25日凌晨，守军终因
伤亡惨重，孤立无援，被迫突围，洛阳城失
守。至此，37天内失陷38座城，最后以洛阳
的沦陷结束了河南战役。

河南战役中国军队只抵抗了38天，但洛
阳守军以低劣的装备和血肉之躯与拥有大量
坦克、飞机、大炮且数倍与己的日军，进行了
殊死搏杀，在整个豫湘桂战役中是不多见
的。据第十五军战后统计：自5月7日至24
日，洛阳城厢争夺战中，毙敌2万余人，毁敌
战车60余辆，我伤亡、失踪军官530名，士兵
13339名，突围者不足千人。洛阳保卫战，以
守军的顽强抵抗和重大牺牲，牵制了日军西
进，为中国军队在豫西山区、豫陕边界布防、
保卫西北大后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
中原地区的地下交通枢纽

1938年春，根据日军进攻态势，中共中央
决定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设立
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发动群众，组织武
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央决定由军委统战
部负责人刘向三负责办事处的筹备工作。

10月，刘向三等50余名干部（大部分是
经过长征的军事干部，部分是抗大毕业生）由
延安出发，经西安来到洛阳，地址选在了南关
贴廓巷56号。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
的阻挠，最初在洛阳只设立了通讯处，其余人
员前往渑池县待命并建立了渑池兵站。
1939 年 1 月，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通讯处正式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

（以下简称洛办）。
洛办 1938 年 10 月建立，至 1942 年 2 月

被迫撤离，历时三年多，先后有刘向三、刘子
久、袁晓轩任处长，工作人员累计130余人。

中共中央在洛阳设立办事处的主要目
的，是准备豫西沦陷后，建立豫西抗日根据
地。由于形势变化，洛办的工作重点逐渐转
到开展统战工作、护送过往人员、掩护地方党
组织、与一战区交涉联络、收集情报等方面。

武装斗争的准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
束后，刘少奇前往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中原
局。路过渑池时，他主持召开了豫西特委扩
大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精神，并宣布中共豫西特委改为豫西省委。
为了便于开展武装斗争，洛办主任刘向三任

豫西省委军事部长。在渑池兵站掩护下，省
委举办了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开设党的建
设、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课程。历时一个多
月，培训干部80多人，为一旦豫西沦陷开展
抗日游击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1941 年 1 月至 2 月，日军发动豫南战
役。2月，中央指示洛办，敌大举进攻河南，
洛阳、南阳可能失守，如豫西沦陷，应同新四
军彭雪枫部一起建立豫西山区抗日根据地，
并为新四军进入河南做准备。

交通护送工作：延安直接领导着华北、华
中等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但第一战区将延安
同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隔离，在人员和物
资往来方面造成了困难。洛办成立后，利用
身处一战区的便利条件，连接了延安与其他根
据地之间的交通，使人员、物资来往有了一个
中转站、落脚点，起到了地下交通枢纽的作用，
有力支持了华北、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9年1月、4月、9月，刘少奇三次往返
竹沟与延安都经过洛阳并在洛办居住。
1939年1月、12月，彭德怀两次经过洛阳，来
往延安与晋东南之间。1940 年 5 月，朱德、
康克清等经洛阳回到延安。

据很不完全的资料统计，途经洛办的军
政人员约70批2400余人。洛办以其独特的
方式支援了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与第一战区的联络工作：第一战区国民
党军队与第二战区八路军相邻，在对日作战
及国民党反共摩擦问题上有许多联络、交涉
任务，洛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遵照中央指
示，同第一战区长官部联络，协调两军的关系
及华中新四军有关事宜。

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3 月，国民党在
陕北和华北向八路军发动军事进攻。洛办奉
总部指示，多次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交涉有关争议问题。1940 年 2 月，朱德、彭
德怀指示洛办就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防区及
活动区域问题同卫立煌交涉，并提出具体条
件。3 月，卫立煌同意了总部的要求。在与
卫立煌谈判过程中，洛办又遵照中央及总部
指示，要求保障八路军的交通运输线同卫立
煌交涉。6月，卫立煌同意各项要求，并命令
沿途驻军妥为保护。皖南事变前洛办多次与
卫谈判，贯彻了中央的各项指示和意图。
1940 年 12 月，洛办就何应钦扣发八路军军
饷一事与卫立煌交涉，卫表示调查后即催发。

1941 年 5 月，洛办在国民党一、二次反
共高潮及中条山战役期间，贯彻执行了中央
和总部的各项指示，完成了与第一战区的联
络、交涉任务，成为中央和总部与第一战区联
络的主要渠道。

掩护、帮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抗日战
争时期，中共在河南设有洛办、渑池兵站、竹
沟新四军第八团队后方留守处三个公开机
关。其中洛办坚持斗争时间最长，使河南地
下党组织的工作开展得到了掩护和帮助。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
河南地下党的处境非常困难。中共豫西省委
书记刘子久负责洛办工作后，便以洛办为掩
护，积极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刘少奇三次经
过洛阳，召开省委会议及听取各地、县委负责
同志汇报工作，对地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也
都是在洛办。不便在当地活动的地下党组织
人员，洛办给予积极掩护。1941 年 3 月，中
共济源地委书记王毅之等地下党负责干部8
人到洛办隐蔽近两个月，通过洛办电台同中
共晋豫区委保持联系。

抗战期间，河南地下党组织向延安及华
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青年学
生、党员，其中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洛办介绍
而去的。

统战与情报工作：洛办的主要统战对象是
卫立煌。洛办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经受两次反
共高潮，是和对卫立煌的统战工作分不开的。

洛办积极开展国民党军队上层、各驻洛
部队及各部队驻洛阳办事处的统战工作。洛
办经常把延安出版的书籍、刊物及洛办印刷
的宣传品送给国民党军队的上层人物和各驻
洛部队。“百团大战”期间，洛办通过各部队驻
洛办事处每月一次的“聚餐会”，散发“百团大
战”战报，宣传八路军敌后抗战功绩。“皖南事
变”后，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歪曲事实真相，
洛办印制了大量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
反共的事实和事变真相的宣传品，向学校、机
关散发，使各阶层人士了解了事变真相。

1940年1月，国民党在华北制造反共摩
擦时，根据中央指示，洛办速查汤恩伯部的行
动时间和位置。国民党在华北的反共军事摩
擦被粉碎。1940年6月，洛办将第五战区的
军政情况和孙连仲、张自忠等部队对日作战
情况、日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等情报，及时向
中央汇报，为党中央制定政策和军事部署提
供了重要的依据。

洛办在工作中建立了一大批统战和情报
关系。通过这些关系，为我党秘密过往人员
办理通行证、安全转送途经洛办的人员、为暂
时不能通过的人员安排职业、为总部购买印
刷、医疗器械及军工器材，同时，利用其中有
些关系搜集了大量的军政情报。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洛办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统战和情报工作，扩大了中共在第
一战区的影响，宣传了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
战功绩，为上级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制定斗争
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秉承抗战精神，促进老区发展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

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在伟
大民族抗日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群众拼意志、拼精神，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
殊死战斗，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战胜敌人、
壮大自己、克服困难、赢得胜利。回顾洛阳的
抗战历程，缅怀洛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
的抗战伟绩，在这一伟大的抗战实践中自然
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抗战精神。

一是抗战精神就是为民族而战的精神。
抗战是我国各族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奴役，
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是捍卫祖国尊严，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斗争。老区人民积极响
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崇尚“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爱国至上、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
不做亡国奴，武装起来保家卫国，誓与日寇血
战到底。为了民族的解放，老区人民表现出
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强悍的抗战自信心。

二是抗战精神就是民族大团结的精神。
“七七事变”后，在国破民危、人心纷乱的颓势
下，中国共产党及时明确地指出了全民族抗
战的救国救民政治主张。正是在中国共产党
的动员组织和领导下，唤起了千百万中华儿
女，会聚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旗帜下，形成了

“妻送郎、儿别娘、齐心协力打东洋”的民族大
团结和党群一心、军民一体、众志成城的局
面。广大抗日民众“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了同仇敌忾、同舟共
济的强大抗日洪流。在日本出版的《华北治
安战》这本书中说：“对于这一场‘军民不分、
战线不明’和敌我‘犬牙交错、变化无常’的

‘独特战争’，一切战略战术，政治谋略都是无
能为力的。”伟大抗日战争的实践，我们自信
地说：抗战的胜利，是老区党政军民精诚团结
的精神结晶，用民族大团结的坚毅、坚强、坚
韧精神，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洋鬼子”。

三是抗战精神就是为正义而献身的精
神。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催残比任
何民族都重，战争的持续时间比任何国家都
长，但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为正义而奋战、为正
义而呐喊、为正义而牺牲，与血腥的日本鬼子
战斗。老区人民无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
面对敌人刑场，都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为正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洛阳在一年
的游击战斗中就牺牲了2600余名优秀儿女。

四是抗战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
神。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众我
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反复强调并始终践行

“要以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动员四万
万五千万中国人抗战”“力争大多数乡村、繁
殖无数小游击队”“用我们的小豆腐块吃掉鬼
子的点和线”。军队与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
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与后方斗
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开展
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使猖
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抗
战胜利成果证明，革命老区农民的发动与武
装，是对国情最客观的认识，也是对中华民族
最大优势的充分利用。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
国抗战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2008年以来，我市市、县、乡老促会在传承
和弘扬老区精神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但出版
了《洛阳革命老区》《洛阳革命故事选》《洛阳乡
村革命历史展示室资料汇编》等书籍，还组织建
成了44个乡村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保护了
革命遗址、收葬了烈士遗骨、建立了烈士陵园，
有的还建成了红色旅游景点。这在扩大老区
的社会影响、弘扬老区抗战精神、助推老区经
济发展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
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正能量的推动作用。

重温老区抗战辉煌历史，缅怀老区抗战
丰功伟绩，重在汲取历史营养，秉承革命传
统，坚定理想信念，鼓舞进取斗志，激励和鞭
策人们永葆老区革命风范，勇担民族振兴的
历史责任，面对目前我市老区农村的基础设
施薄弱、生态和生存环境恶劣、缺乏资源优
势，老区解除贫困已经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区域瓶颈的实际。各级党委、政府，老区
工作者和社会各界要放眼民族振兴大势，着
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局，进一步增强做
好老区工作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更高的热
情、更好的举措，服务于老区事业，为老区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因此，我们要倍加珍
惜老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
自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做贡献；我
们要倍加珍重抗日先辈在烽火年代铸就的革
命精神，注重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传承正能量；我们要倍加努力促进老区
建设，积极在感恩老区、回报老区上有所作
为。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秉承老区抗战精神，中华民族
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早日实现！

缅怀抗战伟绩 秉承抗战精神
为促进老区发展做出新贡献

洛阳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