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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精神蕴含着朴素的爱
国主义情怀、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信
念、艰苦条件下的斗争精神，具有超
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新时代弘扬东
北抗联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筑牢理想
信念基石。信念是永远的精神航
标。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
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
时候坚持下去，这样就能不断取得
奇迹般的胜利。在 14 年的漫长岁
月里，受严酷的自然环境限制，在日
伪的严密封锁下，东北党组织和所
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很难直接听到
党中央的指示。在这种长期孤悬敌
后、孤军作战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始
终坚定信念，坚持战斗。东北抗联
精神教育我们，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只要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坚定信念，就能面对任
何艰难困苦，就能在艰难险阻面前
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就能取得最后
的胜利。

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增强以人
民为中心意识。东北抗联是在群众
的支持下同日伪进行斗争的，群众
冒着生命危险为东北抗联提供粮
食、传递情报、救护伤员、提供兵
员。东北抗联也十分爱护群众，切
实保护群众的利益。杨靖宇在指挥
游击战争过程中，总结出“四不打”，
其中一条就是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
仗不打。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
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
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
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
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东
北抗联在战斗时顾及群众利益，处
于和平时期的我们更应该坚持一切

为了人民。践行东北抗联精神，有
助于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
增强为群众服务意识。

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提高复杂
环境下的斗争能力。东北抗联艰苦
条件下的斗争精神是今天战胜一切
困难的精神动力。在物资方面，东
北抗联粮弹两无，以草根树皮为食，
以林海雪原为家，缴日寇之衣为衣、
之枪为枪。曾任杨靖宇警卫员的王
传圣在回忆录中写道，抗联战士的
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枪不响吃不到
饭”。我们今天践行东北抗联精神
就是要传承弘扬东北抗联在艰苦条
件下的斗争精神，勇于战胜一切困
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多地发生洪涝灾害，经济发展受
到冲击，外部环境波诡云谲，来自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领域的
困难与挑战纷至沓来，未来一段时
期，我们更要践行艰苦条件下的斗
争精神，提高复杂环境下的斗争能
力，敢于迎接一切挑战。

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为青少年
学生树立一面旗帜。青少年学生是
思政教育的重要群体。通过学习东
北抗联艰苦斗争的历史，青少年学
生对东北抗联英雄人物产生无限的
敬仰之情，对东北抗联将士们用生
命和鲜血换来的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国家富强倍感珍惜。牡丹江市
第三高中的学生在听完东北抗联英
雄人物的故事后，深有感触地说：

“以前不知道牡丹江有这么多的红
色资源，不知道东北抗联英雄人物
就牺牲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听完他
们的故事，我们深受感动，今后一
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一定好好
学习。”

新时代如何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李洪光

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东北抗
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
日武装。东北抗联精神是以杨靖宇、魏
拯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
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
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在长达14年的武
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用
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

东北抗联精神产生的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
实行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中华民
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国民党政府实
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方面对红
军不断实行“围剿”，一方面对日妥
协，企图依靠国际联盟遏制日本的侵
略，因而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导致东
北迅速沦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大义面
前，高瞻远瞩，号召人民武装反抗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同时派遣大批共产党员
和共青团员奔赴抗日前线，组建抗日武
装，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 14 年
的武装斗争。

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是惨烈的、英
勇的、典型的。东北抗联将士们高举爱
国主义、国际主义旗帜，坚定理想信念，
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
神、开拓创新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成为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宝贵财富。

东北抗联精神的主要内涵

救亡图存、忠贞报国的爱国主义精
神。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把民族
大义放在首位，鲜明地举起抗日大旗，
号召民众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同时，派遣500余名党团员到游击队和
各部义勇军中工作。他们之中既有著名
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
军事将领，又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
学子冯仲云、张甲洲等。在艰苦卓绝的
抗日斗争中，杨靖宇写下了催人奋进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赵尚志
写下了豪气万丈的 《十年血战还要争取
最后的一朝》，赵一曼写下了感人肺腑
的 《滨江述怀》，表达了不畏艰险、誓
死杀敌的爱国之情。这些民族英雄，在
国家危亡之际，投身抗战前线，掀起了
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

坚定执着、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
信念。东北抗联指战员自觉学习、实
践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始终把远大理想与抗战时期党的
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把抗击日本
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
标 ， 在 生 与死的考验面前，忠贞不
贰，信念坚定。杨靖宇对党忠诚，心中

有党，两次组织西征；赵尚志两次被开
除党籍，历经磨难仍坚定忠于党，直至
牺牲；周保中在苏联，与苏方据理力
争，保持了党和军队的独立；赵一曼在
狱中，遍尝各种酷刑，仍然坚定信念，
保守党的秘密。可见，能够支撑东北抗
联将士们坚持下来的主要精神力量就是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前赴后继、向死而战的英雄主义精
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付
出了巨大牺牲。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
伤亡 33 万余人，东北人民军及东北抗
联师以上干部100余人英勇牺牲，其中
军以上干部高达 38 人。此外，还涌现
出一些英雄群体。既有“花样女儿辞花
去，身为人母舍身绝”的“八女投江”
英雄群体，又有“不惜捐躯为革命，但
愿失土早归回”的“十二烈士”。他们
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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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冰卧雪、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
神。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有几个显著特
点。一是时间最久，长达14年。二是面
对的敌人十分强大，日本关东军最多时
达76万人。日伪军“讨伐”残酷，手段残
忍，制造“无人区”，建立“集团部落”。三
是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吃穿住行困难很
大。冬季，冰天雪地，大雪纷飞，积雪常
在一米深左右，有时甚至深可没人，气温
常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抗联战士备受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之苦。夏季
常常是大雨滂沱，连绵不断，蚊虫成阵，
抗联战士又饱尝“湿衣溃足气喘难，蚊叮
虫咬痕斑斑”之苦。四是东北抗联孤悬
敌后，外无援军，且长期与中共中央失
去联系，完全是独立苦战。

首创首行、独立自主的开拓创新
精神。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领导下，东北地方党组织根据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
信》《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中华
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
国告全体同胞书》等文件，首创首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东北抗战热
潮。东北抗联第一军至第七军是中国共
产党组建的，共同特点是联合众多反日
游击队、山林队、救国军等抗日义勇军共
同抗日。东北抗联第八军至第十一军基

本上是统一战线性质的队伍。在抗击日
本侵略的斗争中，东北抗联开展山地游
击战争，并制定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创建了具有东北特色的抗日游击根据
地。在东北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东北
抗联为了解决军队给养和生存问题，在
深山密林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于生
活的地方，广建密营，开展原始森林游击
战，挑战人类生存极限。

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
神。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 14 年的艰苦
抗战中，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
与朝鲜共产主义者、朝鲜革命军并肩作
战。同时，东北抗联与苏军密切配合，共
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东北抗联精神的当代价值

东北抗联精神是筑牢“四个自信”的
历史根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
最好的清醒剂。东北抗联将士
们在逆境中坚持战斗，无论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始终
坚持必胜的信念，坚信中
国人民一定会
取 得 胜 利 。
东北抗联
精 神 承
载 了 东

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驱逐外
辱、保家卫国的斗争历史。新时代弘扬
东北抗联精神，能够为全党、全国人民坚
定“四个自信”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自
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有了
这样的自信与勇气，我们就能毫不畏惧
地面对一切挑战和困难。

东北抗联精神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生
动教材。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
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了使广大
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对党忠诚，提升干部
队伍的纯洁性，东北抗联严明党纪军纪，
制定了相关法规，例如《反日游击队纪律
暂行条例草案》《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
暂行规则》《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
各种纪律详则草案》等，对于违反纪律的
情况，按照相关法规进行严肃处理。东
北抗联从严治党、治军的举措，是我们从
严治党的生动教材。

东北抗联精神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力量源泉。东北抗联在长期斗争中，
充分发挥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率先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先开展山地抗日游
击战争，率先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种
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以及因地制宜的科
学态度是东北抗联的重要精神品质。新
时代，东北振兴必须根据东北的实际情
况，发扬东北抗联的开拓创新精神，打破
常规，大胆工作，闯出一条新路。

东北抗联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精神财富。东北抗联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统一思想，不
断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面对民族危机，
敢于斗争，勇于担当，领导干部身先士
卒，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弘扬东北抗
联精神，有助于激励新时代领导干部和
广大党员群众守初心、担使命。

东北抗联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
相承，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和政治资源。新时代，东北抗联精神被
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赓续与弘扬东
北抗联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

东北抗联东北抗联精神精神 抗日抗日救亡救亡勇赴国勇赴国难难
刘信君

解读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黑龙江有不少有利条件，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激励了几代人。今天，我们仍然要用这些精神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引导他们发扬
优良传统，在全社会带头弘扬新风正气。

——习近平

在长达 14 年的艰苦岁月中，在
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东北抗联
广大将士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东北抗联
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同红船精神、八
一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一
道，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见
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
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为了研究、宣传、弘扬东北抗联
精神，吉林大学成立了东北抗联研究
中心。吉林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凝心聚
力、真抓实干，在推动东北抗联精神
赓续传承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一是深入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研
究人员在国内部分重要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 24 篇，出版学术著作 13 部，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3 项、吉林省
社科基金项目5项。

二是开展红色宣传教育。学校积
极举办东北抗联精神专题讲座，在机
关、学校、企业宣讲20余次。

三是加强学术交流。学校组织抗
联研讨会 5 次，与吉林省委党史研究
室等部门共同举办了“杨靖宇精神与

东北抗联研究高端论坛”，引起了较
大反响。

四是坚持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积极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服
务。学校组织有关研究人员加强实地
调研，先后到敦化、磐石、靖宇等地
抗联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到抚松等地
进行抗联文物鉴定，指导地方开发与
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同时配合电视台
等机构，拍摄了大量有关东北抗联的
影视作品，促进东北抗联精神在全社
会广泛传播。

学校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请专家给学
生讲授东北抗战历史，让学生加深对
东北抗联精神的了解；面向新入党的
学生党员，专题讲授东北抗联精神，
教唱东北抗联歌曲，如 《露营之歌》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等；
开展 《人民英雄杨靖宇》 百米长卷进
校园活动，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生重走
抗联路。通过这些有血有肉的活动，
广大青年学生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精
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作者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

吉林大学：

东北抗联精神赓续永传
姜治莹

牡丹江师范学院充分利用区域内丰
富的红色资源，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形成了将东北抗联精神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育人模式，形成了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

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学
校坚持推动东北抗联精神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在思政课教学中，加入东北抗联
精神相关专题，并根据每门课程的特点，融
入东北抗联的史实、事件、人物、图片及视
频等资料，将东北抗联红色歌曲、红色故
事、红色家书等载体与启发式、参与式、情
境式、案例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结合，深
化学生对东北抗联历史文化的了解。

打造东北抗联精神课程群。学校将
东北抗联精神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建设东
北抗联精神特色课程体系。东北抗联精
神慕课、东北抗联精神虚拟仿真实验课、
东北抗联精神实践育人课等，共同构成了
东北抗联精神理论、实验、实践一体化课
程体系。该课程体系帮助青年学子全面
了解东北抗联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
程，传承弘扬伟大东北抗联精神，筑牢理
想信念基石，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怀。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学校将东北抗

联精神融入专业课教学，打造了东北抗联
精神元素+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模
式。比如，在绘画、设计类课程中，开展东
北抗联英雄人物绘画、东北抗联主题海报
设计、东北抗联文创产品设计活动，通过
多种形式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打造特色思政教育精品。音乐与舞
蹈学院师生原创的东北抗联主题歌舞史
诗 《永不磨灭的信念》，运用音乐、舞
蹈、文学、影视等艺术形式，全景再现
抗联战士14年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抗
战历程，成为新生入学教育、党员入党
培训必修课。

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大思政建设格
局。学校选拔优秀大学生，组建“抗联故事
宣讲团”，通过宣讲让更多的人了解抗联光
辉的战斗历程，用抗联事迹激励广大青年
奋发有为、立志报国。2017年至今，学校
成功举办了6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社会实践研修班”，通过以东北抗联精神为
主题的理论大讲堂和系列实践研修活动，
深化了教师对东北抗联精神的认识，提升
了教师的思想境界，教师之后能更好地将
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

（作者单位系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
联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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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精神铸魂育人
陈君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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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大批
东北工农子弟面对家乡被

侵占的状况，出于朴素
的爱国主义情怀，纷
纷 参 加 抗 日 游 击
队。抗联队伍存在
着知识水平较低、军

事素质较差的问题。
面对日益激烈的抗日战争，提
升东北抗联队伍文化素质和
军事素质迫在眉睫。东北抗
联各部把学习培训当作培育

抗战人才的重要方法，通过举办各
种形式的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军
事训练，引导队伍树立正确的政治
方向，提高文化素质，提升军事作战
能力。

第一，成立教导队。1934 年以
后，各东北人民革命军都先后成立
了教导队，教导队成为培养干部的
重要基地。教导队的规模，各个时
期不一。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时
期，一般为连、营级单位，工作人员
不多。东北抗联时期，教导队的编
制规模扩大，军教导队为团级单
位。不仅军、师有教导队，个别团也
有教导队，定期从部队选调干部进
行1-2个月的短期轮训。每期培训
人数根据情况而定，军事训练多为
战术、射击、地形、勤务等。

第二，成立“随营学校”。即通
过组织临时训练班，培训战斗骨
干。这种临时训练班没有固定的编
制和人员，而是根据作战需要随时
组 织 训 练 ，时 间 和 人 数 很 灵 活 。
1935 年 5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
军率先成立“随营学校”，开始实行
军事教育，同年 5 月 20 日发布《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随营学校招生
广告》。“随营学校”随时对干部和士
兵进行教育和训练。训练内容有战
斗技术以及思想、纪律等。教官由
团长或连长担任，有时也由骨干士
兵担任。

第三，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政治
军事学校。随着抗联部队的不断发
展和抗日游击区域的日益扩大，仅

靠教导队培养和训练干部，不能适
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 年，在赵
尚志的倡议下，为培养抗日联军第
三、六、九、十一军的军政干部，东北
民众反日联合军政治军事学校正式
成立。学校“以适合于伟大动荡时
代新的政治知识、军事战斗技术，为
创造大批军政干部，以形成有系统
之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为宗旨”。
赵尚志担任学校校长，主持制定学
校的教育纲领，并明确了教育的基
本原则和具体要求。学校招收 18
岁至 40 岁的学员，层级分为军官
班、学生班，学制分为短期班、长期
班，开设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课程。
该校共举办了三期，培养学员近
300名。

第四，成立无线电通讯学校。
为适应战争需要，培养军用无线电
通讯人才，一所无线电通讯学校于
1936 年 7 月正式成立，名为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电信学
校。学校的 9 名学员分别来自第
三、六军和抗联独立师，课程以无
线电技术为主，并设有练习收发报
的实践课。

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为部队
培养了急需的作战骨干和一批军事
指挥人才。相当一部分连排干部出
自“随营学校”，抗联独立师师长祁
致中、抗联第六军一师师长马德山
等诸多优秀将领都毕业于东北抗日
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在各类培训
中，通过学习了解国内外形势，围绕
民族解放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等专
题进行学习和讨论，学员们增强了
抗战胜利的信心，具备了战胜困难
的勇气。

（作者单位系牡丹江师范学院
中国抗联研究中心，本文系黑龙江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17DJB003］成果）

东北抗联大抓教育提升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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