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16日，我们迎来了第23个全民国防教
育日。关于国防教育的这些知识你知道吗？

什么是全民国防教育日

全民国防教育日是国家设定的对全民进行大规模国防
教育的主题活动日，是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的形式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
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

全民国防教育日的来历

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确定每
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全民国防教
育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和军事机
关联合组织，统一安排，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加。

全民国防教育日的目的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国防教育，使全民增强国

防观念，掌握必要的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自觉履行国
防义务，关心、支持、参与国防建设。

全民国防教育标志

经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批准，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
发出通知，自2010年1月1日起启用全民国防教育标
志。全民国防教育标志以长城、烽火台、盾牌三个要素
构成“国防”的概念，外围用橄榄枝烘托、装饰，红五
星高居正上方代表祖国无上的尊严与荣耀，“GFJY”为

“国防教育”汉语拼音缩写。标志简明、庄重、美观，较
好体现了国防教育这一主题。

什么是国防

国防即国家的防务，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
止武装颠覆和分裂，保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
安全和发展利益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
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国防是
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

国防的性质

我国国防的性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保卫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即我们的
国防是全国人民的国防。

第二，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奉行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我国的国防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不与任
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即我们的国防是独立自主的国
防。

第三，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不要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也不允
许任何国家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我们的国防是积极防
御的自卫型国防。

国防的职能

1.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2.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幸福生活，促进国家经济

建设的顺利进行；
3.巩固国家地位，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发展进步

做出贡献；
4.通过国防工业、国防技术、新技术、新产品的开

发使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据《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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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览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2周年纪念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由此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92年过去了，经历过苦难的中华民族不仅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也更加明白和平来之不易。警钟长鸣，勠力自强。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不忘国耻、自强不息，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矢志奋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92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人民
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请记住这七个

“一”，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强我中华！

打响抗日第一枪——王铁汉

日寇曾经认为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却没想到有
人违抗“不抵抗”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这个人
就是来自辽宁盘山的王铁汉。

据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是王以哲第
7旅驻地，王铁汉时任620团团长。

王铁汉曾说起，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不断
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
杀开始了。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王铁汉冒着违抗军
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

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
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宣
言，号召全民族武装抗日。

92年前的9月19日，在沈阳皇寺路福安里3号，
作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这里发出了“九一八
事变”后，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
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
宣言》以及之后一系列宣言的带动下，东北民众的抗
日热情被点燃了。

一位心怀民族大义的校长——宁恩承

在东北天地惊变的那一夜，在东北军群龙无首不
战而退的那段历史中，有一位校长心怀民族大义，当
机立断，使出浑身解数保全了学校的学生、教职工等
数千人，而自己则成为最后离开学校的人。这个人就
是当时上任不到10个月的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

宁校长对东北大学数千名师生说：英国人有一传
统，一艘船将沉没时，船上的妇女和孩子先下船上救
生艇，其次是男乘客，再次是船上的水手，最后是船
长。如果船长来不及逃生，就随船沉入海底。今天我
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向诸位保证，如果遇上危险，
我是永守舵位，尽力让大家先逃生。

一首未出版就传唱全国的歌曲——
《松花江上》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此
时，一首歌曲还未出版，就在民众及东北军中传唱，
且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这首歌就是《松花江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
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
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
愤。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
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以此创作出《松花
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
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
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20个世纪 60年代，周总理指示，将 《松花江
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见当年这首
歌曲的流传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支英雄部队——东北抗联

早在卢沟桥枪声响起之前，在距党中央千里之外
的东北大地，始终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
力量，他们曾一度拥有中国工农红军第32、33、36、
37军等番号。不过，这支红军部队后来的名字更家喻
户晓——东北抗联。

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
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
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十余万次，牵制
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封母亲的遗书——“你要自豪地
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

“九一八事变”不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赵
一曼舍子从戎、奔赴东北，带领一支游击队驰骋于白
山黑水之间，红枪白马的英姿令日寇闻风丧胆。一次
激战中，赵一曼受伤被俘。负责审讯她的日本军官，
一边以药物治疗维持赵一曼的生命，一边软硬兼施进
行逼供。赵一曼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畏的民族气概始
终让日寇一无所获。日寇决定将她处死“示众”。在赴
刑场的列车上，赵一曼提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

我的亲爱的可怜的宁儿，妈妈已经到了牺牲的前
夕。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
抱里；而在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
我亲爱的儿子，妈妈对得起你，因为妈妈是慷慨赴死
的；我的苦命的儿子，妈妈又对不起你，因为你还要艰
难地活着。赶快长大成人吧，我的宁儿，长大成人之
后，你要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从容就义，年仅31岁。

一场正义的审判——沈阳审判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东北抗日联军
教导旅、先期潜伏的小分队和苏军一起发起进攻。日
军东宁要塞守军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
次大规模进攻战斗落下帷幕。

1956年4月，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
年六七月间，分别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山西省太原市两
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中，日军中将
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
36名战犯均在沈阳审判。

在沈阳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社会审判日
本战犯的延续，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总结。

原载《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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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抗战的重要时间节点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1931年9月18日，“九一
八事变”爆发。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
发，中日军队第一次全面对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

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中日长达14年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

上 ，侵华日军的伤亡人数在120万～150万左右。
据抗日战争纪念网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位于辽宁沈阳
北部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引爆炸弹炸毁铁路并嫁祸
中国军队，制造了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并先后
进攻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驻守在沈阳和长春的东北
军对进犯之敌进行了一系列抵抗，其中尤以发生在吉
林长春南岭兵营的保卫战最为激烈。南岭之战是“九
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击毙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

南岭兵营建于清末，位于吉林长春南门外约3公
里的高地南岭。1905年，清政府在全国实行军制改
革，取消八旗兵制，编练新军三十六镇。1907年，南
岭兵营竣工后，调北洋军第三镇驻扎于此。军阀混战
时期，张作霖下令统一东三省军制，并派吉林军第一
混成旅及步兵一团、炮兵营等驻扎在南岭兵营。屯驻
重兵的南岭兵营备受重视。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驻守在南岭兵营的为东北
军精锐部队炮兵第10团、步兵第671团等，炮兵第10
团团长为穆纯昌，步兵第671团团长为任玉山。这支驻
守在南岭兵营的东北军炮兵团是吉林境内唯一的炮兵力
量，因此日军决定在9月19日向长春发起进攻的同时，
派军偷袭驻守在南岭兵营的东北军，并破坏兵营内的野
炮，以免东北军利用这些野炮进攻附近的日军营地。

9月19日凌晨，一支200多人的日军偷袭队伍悄
悄出发，奔赴南岭兵营。此时，距离日军制造“九一
八事变”还不到5个小时。由于是深夜行军，再加上

道路崎岖，日军到达南岭兵营时，已近早上5点，错
失了夜袭最佳时机。

日军侦察兵搭起人梯攀到兵营围墙上，发现东北
军才刚起床，没有防备，决定马上偷袭。然而，日军
刚确定了突击目标，东北军哨兵就发现了隐蔽在高粱
地里的日军。暴露目标的日军只能顺势发起冲击。东
北军炮兵团经过短暂的混乱后，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炮兵团第3营营长张瑞福面
对日军的进攻，干脆将野炮直接堵在兵营门口，零距
离进行榴霰弹发射，打退日军。

听到枪炮声的任玉山立即派人前去了解情况。在
得知是日军进行偷袭后，连忙打电话给国民政府吉林
省主席熙洽请示是否可以进行抵抗。熙洽在电话中
说：“你们不要进行任何抵抗，赶快想办法撤离。这是
命令不准质疑。”任玉山犹豫过后，还是带着步兵赶到
炮兵营地进行增援。日军害怕被拥有兵力优势的东北
军包围，决定暂时退出南岭兵营。

9月19日上午10点30分，日军再次向南岭兵营
发起进攻。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
佐原本计划乘火车前往长春增援，途中得知偷袭南岭
兵营的日军陷入苦战后，就率部队中途下车赶去增援。

此时，在穆纯昌与任玉山的部署下，东北军已做
好应战准备。炮兵待日军进入射程后突然开火，进行
猛烈轰炸，将日军远远地压制在营房外。日军只能兵

分两路，从没有任何遮蔽物的南岭兵营练兵场和菜地
发起进攻。第671团士兵则利用营房两侧的沟堤做隐
蔽，枪炮齐发。步兵团和炮兵团猛烈的交叉火力，给
日军造成大量伤亡。当日军好不容易冲到营房边的沟
堤外侧时，第671团士兵毫不退缩，隔着4米宽的沟
堤，与日军相互投掷手榴弹，拼杀格外激烈。由于日
军兵力不占优势，加之其仅有的轻机枪分队在开战不
久就伤亡殆尽，导致日军火力骤减，伤亡人数不断增
加。战斗中，东北军不但击毙了大批日军士兵，还趁
机冲出营区，进行反冲锋，不仅将日军步兵炮队长前
市冈孝治击毙，还将小河原浦治击伤。日军撤退。

9月19日下午，暗中与日军早有联系的熙洽借口
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不顾警卫团团长冯占
海、25旅旅长张作舟等人的强烈反对，命令驻守在吉
林的部队撤出。冯占海与张作舟拒绝服从熙洽投敌的
命令，毅然举起了抗日的旗帜。穆纯昌、任玉山接到
熙洽的命令后，被迫带兵撤退。随后，日军迅速占领
南岭兵营，并将兵营内的野炮全部破坏。

任玉山率第671团退到稗子沟后，又辗转来到吉
林的榆树县，与其隶属的25旅汇合，走上抗日之路。
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犯榆树县时，张作舟被俘，
25旅余部被迫退至黑龙江境内的五常县。此后，任玉
山率领第671团和25旅余部一起加入冯占海率领的吉
林救国军，继续抗日。 原载《中国档案报》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击毙日军最多的战斗——

东北军击寇战南岭

铭记历史 强我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