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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阜平县，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创
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的首府，是晋
察冀边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晋察冀边区对坚持华北敌后
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堡垒”的作用。

阜平传承发扬太行精神，汲取前行动力，为振兴注入动
能。如今，土坯房升级为生态民宿群，荒山变身现代化果园，
红色记忆赋能全域旅游，阜平闯出一条因地制宜的产业发展
之路。

山乡巨变“贫中之贫”成往事
“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
十多年前，阜平是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的典型代表，贫困发生率达54.4%。
2012年，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从这里发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阜平在脱贫攻坚“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正努力在
乡村振兴这场接力赛中再创新绩，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较2012年增长3.7倍。

7月的太行，草木葱茏。从县城驱车西行38公里，抵达群
山脚下的骆驼湾村，只见青砖灰瓦的太行民居错落有致，村民
在核桃树下乘凉，村口“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的大字格外
醒目。

谁又能想到，十多年前的骆驼湾贫瘠闭塞。“过去只能吃
土豆、玉米，冬天烧木炭，屋里还冻耳朵。”村民唐俊娟说，现在
不光吃得好，家家户户都有空调、空气源热泵。

“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但这还不是终点。”村党支部书记
顾瑞利说，村里改造200亩河滩建成食用菌大棚75栋，依托
红色资源发展文旅、林果等产业，打造特色民宿137套，2024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2.6万元。

在顾家台村，“80后”“90后”“00后”组建起村“两委”班
子。“农村要发展，村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村党支部书记顾
锦成等返乡青年成为致富“领头雁”，如今全村154户中78户
开办了农家乐、民宿等，村集体年收入达150万元。

向山而行 特色产业促振兴
山路蜿蜒攀升，一弯接一弯。
史家寨乡曾是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抗战时期

山里只有些枣树，如今层层梯田上，还种满了黄桃、苹果等经
济价值更高的“外来户”。

梯田最顶端，河北光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近4000亩果园
的“智慧大脑”坐落于此。傍晚时分，留学归来的“95后”、公
司创始人之一吴泽年正从大数据平台上，查看果园传感器实
时传输的土壤温度、湿度及风力等数据。

“这里山多、坡陡、沟深。县政府自2015年起在山里大力
修路、开渠，让高山果园的规模化种植成为可能。”吴泽年说，
果园迎来大发展，产出的“黄金蜜”黄桃已打入北京生鲜超市。

宜农则农，宜林则林。经过十年发展，全县林果种植面积
已达10万亩。

位于天生桥镇的食用菌核心园区内，200多栋大棚的密集立体层架上，一朵
朵香菇像小花伞般绽开。“原来菇农一年种一季，食用菌智速繁育中心建成后，如
今可以实现两年三季或一年两季。”在大棚里巡视的阜平县食用菌专家组组长侯
桂森说。

从品种研发到制棒，从种植到深加工，如意“金菇”产业链不断延伸，年产值达
11亿元，带动1.5万名百姓增收。

在工业基础薄弱的阜平，制造业正蓄力发展。走进安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加
工车间，700多名工人正忙着裁片、缝纫。“阜平各地的扶贫车间培养了很多熟练缝
纫工，招工很容易。”公司总经理李广说，后续将在各乡镇上新生产线，方便群众就
近就业。

阜平也在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引进光伏及装备制造项目27家；规划1.5万亩
的低空产业园；总投资35.7亿元的算力中心预计年内建成……

歌声出山 太行精神放光芒
胭脂河畔的城南庄村，曾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旧址院中有三排21间

土坯房，一棵百年古树苍翠依旧。
“纪念馆正是依托旧址而建。”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副馆长周慧敏介绍，作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年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晋察冀音乐党史课
更是走进辽宁丹东、江苏南京等地。

近年来，阜平持续深耕红色研学游、体育旅游、休闲康养游，今年已接待游客
292万人次，旅游收入20.7亿元。

记者来到阜平八一学校时，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正在排练。2022年，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上，44名阜平山里娃组成的合唱团唱响《奥林匹克颂》。“山里孩子们更
自信了！”合唱团领队刘凯说。

天籁般歌声唱出了阜平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变。“从眼神躲闪到侃侃而谈，从‘等
靠要’到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村民心态发生很大变化。”阜平县委书记王占祥说，阜
平大力传承发扬太行精神，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培养了一批能扛事、干成事的干部，
争先实干的氛围愈加浓厚。

“村超”全国赛河北赛区暨保定市足球超级联赛在阜平火热开赛；采用梯田
改造技术让荒山变果园，推进 1300亩试验田建设；城南庄镇芽苗菜植物工厂加
速推进……

阜平的青山绿水间，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展。
（新华社石家庄7月7日电）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
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

我国成立首个深空探测领域国际科技组织

黄振亚：

枪林弹雨中的琼崖抗日脊梁

新华社北京 7月 7日电 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
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
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
开幕。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庄严肃穆。上午9时，仪式
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
士默哀。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88年前的今
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
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
爆发，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
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
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
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勠力同
心，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
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赢得了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为了民
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全景
式展现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
辉历程，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
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

蔡奇说，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
论述，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要坚
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发扬斗争精神、锐意开拓进
取；坚定不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携手创造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坚定不
移维护人类和平正义事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心、勇毅前
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为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

表一道向抗战英烈献花，并参观主题
展览。

王毅、李书磊、张又侠、王小洪、
张庆伟、吴政隆、王勇和刘振立出
席。尹力主持。

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
同志及抗战将领遗属代表、抗战烈士
亲属代表，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和北
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首
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600人参加。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
题展览共分 8个部分，总面积 12200
平 方 米 ，展 出 照 片 1525 张 、文 物
3237件。

穿越历史的尘烟，有一种记忆永
不磨灭。

88年前的今天——1937 年 7月
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炮轰卢沟桥畔
的宛平城。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儿女
气壮山河地抗击，拉开全民族抗战的
伟大序幕。

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坐标，
激荡着国人的心。今年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

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庄严矗立。7日上午，纪念全民
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
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在
这里举行。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珍爱和
平 开创未来”——纪念馆正门两侧
16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既是展览主
题，更是血火淬炼出的历史回响与深
刻启示。

9时，仪式开始。激昂的《义勇军
进行曲》在纪念馆前的广场上奏响，
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中华儿女共
赴国难、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现场齐声高唱国歌的声音铿锵
有力，让我非常振奋。作为新时代的
少先队员，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知识、
长本领，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让胸前的红领
巾永远飘扬。”仪式现场，初中学生张
钰贺心情激动。

向抗战英烈默哀、敬献鲜花……

随着仪式的进行，人们走进纪念馆序
厅，将花束摆放在象征中华民族团结
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深深
鞠躬致敬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脊梁。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纪念，就是
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和平而牺牲的
前辈先驱，唤起人民对历史的铭记、
对和平的坚守。让任何否认侵略事
实、歪曲历史的言行在阳光下无处躲
藏，让持久和平的信念深入人心。”开
国少将王耀南之子王太和深有感触
地说。

大厅顶部的星光屏里，一片群星
闪耀——对于这一全新设计，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介绍：

“群星象征着抗战时的四万万同胞；
星星向中心移动汇聚，象征着人民群
众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万众一
心、共同抗战。”

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战
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
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
一星光屏的策展巧思就是生动写照。

八个部分、1.22万平方米的展览
面积、1525张照片、3237件文物，全
面回顾抗战烽火、峥嵘岁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最早发布的《对日战争宣言》，赵一
曼烈士从被捕到英勇就义的详细档
案等，不少珍贵文物文献在此展陈；

多种手段情景还原东北抗联艰
苦斗争、台儿庄战役、地道战、百团大
战等场景，让人们身临其境；

浮雕《一二九运动》、雕塑《我要
去延安》等颇具观赏价值的艺术雕
刻，进一步强化主题叙述理念，提升
展览艺术氛围；

定向音箱点播收听抗战歌曲、
抗战家书视听空间、由 5000 多张抗
战老照片组成的照片矩阵等，展览
利用技术手段增强交互性，丰富情
感体验；

……
贯穿历史与现实，丰富详实的展

陈、艰苦卓绝的抗战场景，给观众深
深的震撼。

“照片定格历史、文物承载记忆，
它们让我们更加深刻体悟到伟大抗
战精神的磅礴力量和穿越时空的时
代价值。”参观展览后，青年干部孙大
鹏体会很深。

展览精心设计的光影效果，持续
赋能主题表达，丰富意蕴内涵。

在“罄竹难书 日本侵略者的法
西斯暴行”部分，灯光和背景骤然变
昏暗，将参观者拉入那段沉痛的历
史；当进入“伟大胜利 中华民族走向
复兴的历史转折点”部分时，温暖渐
亮的灯光色彩象征抗战奔向光明。

“从悲怆走向胜利的情感氛围营
造增强了展览的感染力，更容易激发
观众的共情共鸣，让我们真切体会到
抗战胜利成果来之不易、和平之可
贵。”观展过程中，教师车姗颖对此印
象深刻。

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

战、为人类正义而战！全体中华儿女
前赴后继、勠力同心，用生命与热血
谱写全民族抗战的壮丽史诗。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展览特别设置“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 深切缅怀抗战英烈”专区，通过铭
刻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等
方式，用最深沉的敬意缅怀先烈。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每
一位英烈都是一座丰碑，他们的爱国
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都是激励
我们今天勇毅前行的不竭精神动
力。”青年干部曲斌说。

鉴往事，知来者。
步入“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携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部分，墙面上
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独立自由勋章
映入眼帘，熠熠生辉。该部分展示了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同世界人民
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征程上，伟大抗战精神激励全
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民族复兴的嘱托刻进我的心
田，先辈的精神化作我前行的力量。
面向未来，我们这代青少年将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不负使命担
当，绽放出属于我们的时代光芒。”初
中学生朱疆谕坚定地说。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以伟大抗战精神赓续和平正义薪火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开幕式速写

海南岛西北，一方灰黑的火山岩砖
静静躺在一个离海不远的村庄空地
上。这是被熊熊战火吞噬后，抗日英烈
黄振亚曾经住所遗留下的唯一印迹。
85年前，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队
长黄振亚，在一场与日寇的遭遇战中，
血洒乡土，结束了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黄振亚，1905年出生于今海南省
儋州市海头镇新坊井村，1924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爆发后，儋州地
区（时称儋县）兴起抗日救亡运动。时
任中共儋县县委委员的黄振亚深入渔
港和乡村组织宣传抗日救亡，并发动组
建抗日武装队伍。该武装力量后并入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

1939 年 4月，日军在汉奸引导下
入侵儋县，烧杀掳掠，无恶不作。5月
11日，国共联合武装力量计划在儋县
黑岭伏击日军，不料日军突然增援，对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和游击队实施反包
围。枪炮声越来越近，黄振亚得知战况
后，带领指战员迂回疾行到敌人背后奇
袭，不但冲垮了日军阵地，还将其切割
成数段致使首尾不能相顾。天黑后，日
军残部狼狈逃窜。黄振亚之名从此威
震周边日军。

约一个月后，日伪军大举进攻儋县
抗日村庄。时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
三大队队长的黄振亚率大队驰援，猛烈
攻击日敌后背，再次将其打得溃不成

军。撤退之前，日军向黄振亚所部施放
毒气。在部分人中毒后，他仍率其余战
士英勇向前，最终日军仓皇撤离。

1940年 4月初，35岁的黄振亚协
助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工作，赴儋
县组建第六大队。他率领 20 多名干
部、战士和军械工人途经儋县东成抱舍
墟时，与日军相遇，在枪林弹雨中壮烈
牺牲。

尽管烽火连天的岁月已经远去，黄
振亚的抗日救亡事迹一直为后世铭记
和传颂。2014年 9月，黄振亚入选民
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
和英雄群体名录。

如今，英烈精神早已融入村民的血
脉。在琼崖抗日脊梁黄振亚的影响下，
村民积极参与家乡建设，让这座曾经历
尽苦难的村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简
陋的砖瓦房换成了一栋栋小洋楼；坑洼
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纵横交错、整
洁顺畅的街道，不断焕发着新气象。

当地还先后为黄振亚烈士建立了
纪念碑及配套工程，描着黑底金字的石
碑在树林掩映下显得格外庄严。

在黄振亚烈士纪念碑前，前来祭拜
的人群向纪念碑鞠躬并敬献花束。“缅
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他们的精
神激励着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不
畏艰难，勇当先锋！”一名年轻党员说。

（新华社海口7月7日电）

新华社合肥7月7日电 国际深空
探测学会成立大会 7日在安徽合肥举
行。这是我国首个深空探测领域国际
科技组织。

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由深空探测
实验室、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
工程中心、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空间
科 学 学 会 及 法 国 行 星 探 测 地 平 线
2061 五家单位联合倡议，汇聚 20 位
国内院士与 31 名国外科学家共同发
起申请，历经两年多筹备，于今年 4
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在民政部注册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国际
科技组织。

“该学会的成立对中国航天国际交
流与合作至关重要，是全球航天界协同
创新的重要标志，对于汇聚全球力量、
推动科技进步、深化文明互鉴、在外空
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意
义。”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
院院士吴伟仁说，诚挚邀请全球航天
界、科技界的科学家、工程师们积极加
入学会，共同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作出
积极贡献。

未来，学会将围绕月球探测、行星
际探测、小行星防御等领域，研究国际
深空探测发展态势，明确空间探索科学
方向和技术路径；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
活动，搭建广泛合作交流平台，凝聚全
球科学家智慧；推动深空科学技术成果
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组织科学普
及展览展示、国际教育培训，推动全球
航天科技人才培养；出版发行国际学术
刊物、开展国际重大项目和杰出科学家
奖项评选，激励全球科学发现和科技创
新等。

日前，深空探测实验室等单位在
安徽合肥举办我国首次深空资源开
发利用学术会议。深空资源开发利
用是指对月球及以远的天体或空间
中的物质、环境和位置资源进行探
测、勘查、利用和地面试验验证的一
系列活动。

新华社记者现场采访了中国探月
工程总设计师、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吴
伟仁院士，就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资
源开发能力构建作出详细解读。

深空资源开发利用意义深远
问：开展深空资源开发利用有哪些

重要意义？
答：深空资源开发利用逐渐成为国

际科技界热点探索领域之一，其对开发
物质资源、利用特殊太空环境资源、掌
握独特深空位置资源等具有重要意义。

近地小行星、月球、火星等地外天
体蕴含矿产、水冰、大气等资源，是支撑
人类可持续探索太空的重要保障。例
如，近地小行星富含铁、镍、铂族金属、
稀土矿物等资源，具有巨大经济价值；
月球、火星等天体可能蕴藏水资源，可

用于推进剂、生命保障物资的原位生产
和补给，对其进行相应的开发利用，能
有效降低深空探测任务成本。

同时，太空中超高真空、微重力、强
辐射等特殊环境是实现重大科学突破
的天然平台，可催生并赋能地球新产业
的发展。以太空制药为例，全球已有
130多家企业和研发机构深度参与利
用太空环境进行生物制药，预期 2040
年市场规模将达数百亿美元。

此外，深空中有些独特的位置资源
是布置航天器的绝佳位置。以拉格朗
日点为例，日-地、地-月各有5个拉格
朗日点，在这些点位布置航天器，只需
消耗极少的燃料，就能在轨道上稳定运
行，便于开展天文观测、态势感知等科
学研究活动。

深空探测迈入科学研究
与资源利用并重的新阶段

问：我国在深空资源开发利用上有
哪些机遇？

答：当前，国际深空探测蓬勃发展，
商业探月时代悄然而至，深空探测已逐
渐从“认识”深空向“利用”深空转变。

主要航天大国都在对深空资源利用进
行全方位部署，加速关键技术攻关，争
取资源利用的“先发优势”。

近年来，我国成功实施了嫦娥五
号、嫦娥六号任务和天问一号任务，正
在实施天问二号任务，在该领域已取得
长足进展。未来嫦娥七号、嫦娥八号与
国际月球科研站等任务将以资源勘查
与开发利用试验作为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我国在深空矿物冶炼、
水冰提取、原位建造等资源开发的核心
技术方向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标志
着中国深空探测已经迈入科学研究与
资源利用并重的新阶段。

深空资源开发“三步走”
能力构建

问：我国将如何开展深空资源开发
利用重大工程？

答：我们将按照系统规划、天地结
合、联合攻关、重点突破的原则，规划中
国深空资源开发利用的三个阶段目
标。争取在 2030年前，形成深空资源
勘探能力，攻克资源利用部分关键技
术，开展月球原位资源利用在轨试验；

在2040年前，建设月球、火星星表基础
设施，实现小规模资源开发和初步利
用，开展小行星资源利用技术试验；在
2050年前，构建月球、火星、近地小行
星探测与资源利用技术及能力体系，建
成星表和空间资源利用基础设施，初步
具备规模化开发与应用服务能力。

据此，建议提出三大任务：一是部
署资源形成与分布、物质提取转化、智
能作业等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重大科
研项目；二是建设行星环境与物质综合
模拟大科学装置、深空资源开发利用综
合试验系统等重大模拟试验设施；三是
实施国际月球科研站、火星科研站、近
地小行星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试验工程
等重大工程任务，逐步构建我国深空资
源开发利用的核心能力。

深空资源开发利用已成为当今世
界航天发展的重要方向，要加强顶层战
略研究、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和重大工
程、研制建设地面试验验证基础设施，
广泛联合包括商业航天在内的各类社
会力量，大力开展国际合作，携手共创
深空资源开发利用新局面。

（新华社合肥7月7日电）

“牧”星“耕”月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详解深空资源开发利用“三步走”规划

▶这是 7 月 7 日拍摄的国际深空探
测学会外景。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