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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黄土一抔

魂。抗日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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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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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一重要历

史节点，各主流媒体以时代为笔，以实

践为墨，纷纷推出角度多元、形式多样

的新闻报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引导

民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精神之光

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书

写历史伟业的壮丽新篇章。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
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硝烟远去，回首
来路，今天我们应如何讲好抗战故事，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

前不久，中国记协组织中央和全国性行业类媒
体青年编辑记者，赴河北省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
践活动。我们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指挥中心邯郸出
发，一路北上至邢台、石家庄、保定，最后在雄安新区
收官，一条红色主线贯穿历史与当下。

习近平总书记将“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
烈士陵园等”称为“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一路上，
我们参观、瞻仰了10余处革命旧址、遗迹遗存，怎样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
烈士的故事？我们都深知，并不容易！

在和同行的记者的交流中，我发现大家有着同
样的担心。史实性的内容已在展板上、书本里，怎样
转换成自己的话语来讲活？伟大抗战精神怎样与现
实相联结，穿越时空引人共鸣？全媒体传播中怎样
在轻量表达中不失厚重？办法只有一个——充分调
动“四力”。

邯郸市涉县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战斗的热土，刘
邓大军在这里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在一二九师
陈列馆前，我看到一位脚步蹒跚的老人，被搀扶着准
备攀登馆前的129级台阶。这一幕，被有心的光明
日报社记者康薇薇全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在
光明日报微博发布。这位80岁的老人叫张捧兰，
她的父亲在抗战时期当过兵，今天她在女儿陪伴下
圆了一个梦。这不就是我们在展陈之外寻找的鲜活
见证吗？

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是抗大校旗飘扬的地方。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内，一群“红领巾”闯
进记者们的视线。当抗大旧址遇上红色研学，这一
幕，被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袁博手持云台“一镜到
底”，他们上抗大课、走抗大“小长征”、学唱抗大歌，体
验了当年挑水、砍柴等体力活，理解了为何要铭记历
史、珍惜美好生活。这不就是历史与现实的钩沉吗？

作为重点报道新闻出版领域的媒体记者，我的
好题材在哪里？在位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左权将
军纪念馆中，我探寻到《左权将军家书》背后的故事，
对父亲没有记忆的左太北，直到42岁时读到当年父
亲穿越战火的家书，感知到了这份深沉的父爱，于是
编著了这本书。保定市阜平县马兰村，是邓拓、邓小
岚两代人深深眷恋的地方，《晋察冀日报》的战斗号
角吹响半个多世纪后，美妙的音符又从这里流淌而
出，并且唱到了北京冬奥会的舞台，我将这些动人的
传承故事讲给行业读者。

此行中深深震撼我的，还有新闻前辈们在太行
山谷书写的战斗诗篇。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翻
太行、越长城，与日寇周旋，边打游击边办报。仅在
1942年5月的一次反“扫荡”中，就有《新华日报》华
北版社长何云等40余人壮烈牺牲。《晋察冀日报》在
贫瘠的马兰村坚守10年半，出版2854期。他们以巨
大的奉献和牺牲完成了历史使命，用青春热血铺就
了中国新闻事业的鲜明底色。

今天的我们是否有这种追求，是否有这种勇气，
是否愿意为之抛家舍业？我在心中叩问。作为党的新
闻事业的后来人，怎样不负新时代的重任？在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之际，我们到燕赵大地践行“四力”，不光是为了学习
和纪念，发几篇稿子、几个视频完成任务，更是为了
思考和传递。今天，新闻工作者更需要一种精气神，
那就是脑中有正气，胸中有党，眼里有人，笔下有情，
以如椽之笔添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用镜头聚焦
国计民生、群众关切。在新时代中，做好党的政策主
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
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抗战烽火中，新闻前辈在游击办报中，将“可移
动”的报社背在身上，里面装有分解开的印刷机、铅
字等设备。今天，我们用可移动的设备，随时随地灵
活高效地采写编辑、制作视频、一键发布。越是信息
海量，越是技术智能，越是天涯变咫尺，越需要不忘
来路、守住根脉。用脚力丈量大地，用眼力洞察本质，
用脑力思考问题，用笔力诠释时代，无论在哪个年代
都是新闻工作者追求的守正之道，这也是伟大抗战
精神给予我的深切思考。

在历史底稿上
书写时代新篇
□雷萌

“重回”“走进”“寻找”，“缅怀”“继承”“铭记”，“胜利”“巨变”“赓续”——

媒体开设专栏，这些词直抵人心
□本报记者 朱子钰 雷萌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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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意义重大而深远。各
主流媒体推出专题专栏，通过重温峥嵘岁
月与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伟大
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

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战史，就是一部英
雄史。《人民日报》开设《铭记历史 缅
怀先烈·抗日英雄》《时空对话》专栏，还
原历史瞬间，让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
不灭。在《时空对话》专栏中，《人民日
报》以走近抗战老兵的采访形式，听听老
兵们忘不了的事、还牵挂的事。

阅读这些报道，不禁会让人泪流满
面：抗战老兵李世杰15岁参战，17岁入
党，小腿中弹落下残疾，回忆当时的情
景，他说：“能为老百姓冲锋在前，我特
别骄傲。”百岁八路军老兵孙文秀参与数
百次战斗，“牺牲是光荣的，我参军就不
怕死。”他铿锵有力的回答具有穿越时光
的力量。回忆起峥嵘岁月，抗战老兵或激
昂、或低语，有时微笑、有时落泪，《人民日
报》将这些最真实、最动人的民族记忆一一
记录了下来。而每一期报道中附录抗战英
雄书写的特别寄语，更是令人难忘。

《马本斋：抗战楷模 民族脊梁》《从
文人到战士：郁达夫的笔尖抗战》《赵一
曼：舍家卫国的巾帼英雄》《“大刀将
军”赵登禹：天地正气铸英魂》《孤军浴
血守四行“八百壮士”远名扬》《铁血将
军杨靖宇：铮铮铁骨铸忠魂》……走向全
国各地，新华社推出寻访报道，再现感人
事迹，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前进力量。

通过这些内容可以看到，在历史的坐
标前锚定当下：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累
计接待游客近300万人次，成为传播红色
文化的重要阵地；由浙江省作协《江南》
杂志社和杭州市富阳区政府共同设立的郁
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举办一届，逐渐成为国
内颇具影响的文学奖项；在黑龙江哈尔
滨，2375 米的一曼街刻入城市肌理；在
四川宜宾，一曼公园、一曼村、一曼大
道、一曼中学成为追怀之地……这些新闻
作品，照见代代坚守，照见代代奋斗，传
播深远。

时空对话
重温峥嵘岁月

接续砥砺奋斗，是对伟大抗战
精神最好的传承。在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纪念抗
战胜利，不仅是为铭记历史，更为
汲取穿越惊涛骇浪的智慧与勇气。
众多主流媒体也以此作为切入点，
通过对比展现今昔巨变，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锚定当下，传承精神力
量，照亮时代征程。

“为迎接这一重大历史节点，
光明日报社编委会在3月前后便开
始策划推出重点栏目，光明日报社
社长兼总编辑王慧敏亲自部署，在
一版推出 《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
和《抗战中的文艺力量》专栏，目
前已刊发多篇文章，并及时推出新
媒体产品。”光明日报社新闻协调
部编辑贾月洋接受《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在《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专栏
中，《走！豫北去找“李向阳”》《车
桥：那场难忘的战斗……》《滹沱河
畔，曾驰骋着这样一支骑兵》《黄崖
洞的故事，说不完，说不完……》等
一篇篇重磅报道叩击心弦，在过去
与当下之间展现今昔巨变，一篇篇
感天地、壮山河的壮丽史诗激荡时
代回响。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中，文艺发挥了枪炮之外的“另一种
武器”的力量。《抗战中的文艺力量》
专栏重温那些就着枪炮和炸弹的火
光写就、绘成、演出的作品，再现作

品诞生和传播背后的故事，读者深
刻感受到那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

“关于抗战的新闻报道、文艺
作品已经有不少，但不为人知的历
史细节、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要努力挖掘新的新闻线索，尽
可能避免让这些细节、故事随着亲

历者的故去而湮没在历史的洪流
中。”在贾月洋看来，今天的读者
大多成长和生活在和平年代，他们
难以有切身感受，这就提示新闻工
作者，在报道中要尽可能还原场
景、细节，深入先烈们的内心世
界，力求让读者感受到，那些远去
的背影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那些
精神品质永远是激励我们踏上新征
程、面对新挑战的强大力量。

回望来路，抗战的硝烟已经远
去；瞻望前方，伟大抗战精神光芒如
炬。《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开设《铭记
历史 缅怀英烈 今昔巨变》专栏，

《“抗战小延安”走上农旅融合振兴
路》《一枚印章见证山东安陵88年乡
村蝶变》《深挖红色文化资源 “边
区中枢”走上致富路》等报道相继推
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彰显在
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
思想伟力，在变化中感受发展脉搏。

“对残暴、强权、侵略挺身而出
的勇敢抗争，是我们中国青年必须
发扬的、最宝贵的精神。抗战历史
留给我们当代青年‘民族凝聚力’

‘落后就要挨打’‘民族独立’‘自强不
息’‘珍惜和平’等宝贵的精神遗产。”

《中国青年报》记者焦敏龙表示，在今
后的新闻报道中，要用当下年轻人
容易理解的方式讲好抗战故事，让
在黑暗中擎火前行的抗战先辈的故
事活在年轻人心跳的共振中。

重回战场 感受时代巨变

继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有利于
激活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
的精神基因，为新时代强国建设和
民族复兴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
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发挥自身优势，各主流媒体
全方位、立体化报道，并以文字、
视频、图集等多种形式，讲好抗战
故事、传播红色声音，让伟大抗战
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鉴往事，知来者。新华社客户
端、央视客户端等设立了“抗战胜
利80周年”全媒体报道专题，涵盖
焦点新闻、精彩图集、精彩视频、
热点评论等内容。

各省媒体也结合各自特色，精
心策划。例如，云南日报社开设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全媒体专
栏，深入报道云岭大地在抗日战争
期间的重要战役、英雄事迹以及各
族人民团结御侮的光辉历史。首篇
报道《滇缅公路：穿越烽火 终成
坦途》，聚焦起于中国昆明、终于
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上一段永远抹
不去的抗战记忆；《河南日报》 推
出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专栏，
刊发 《彭雪枫：烽火家书映丹心》

《吉鸿昌：洒尽碧血 赤诚救国》
《宋学义：本色不移 丰碑永存》
等报道，通过采访英烈后人、党史

专家、烈士纪念馆工作

人员等，追寻和讲述河南抗日英烈
的光辉事迹。

84 年前的 5 月 27 日，河北冀中
平原近10万人拿起笔记录抗战烽火
中的平凡一日，这些故事被辑印成
书，名为《冀中一日》。河北日报客
户端推出《重回“冀中一日”》全媒体
专栏，同名融合广播剧目前已经播
出4集，以音频、插画等形式讲述《冀
中一日》的故事，他们还将和更多河
北年轻人一起，走访这些故事的发
生地，完成对新“冀中一日”的记录。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新闻客户端
开设《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全媒体
专栏，从抗战记忆、山河铭记、老兵
故事三个方面切入。寻访山东抗战
老兵的短视频作品成为爆款：98 岁
的抗战老兵张景元勇送情报，银杏
树下歼鬼子；百岁抗战老兵“双枪腾
黑子”，被粟裕称赞“孤胆英雄”；抗
战老兵宋绍英，从战火中的卫生员
到和平年代的守护者……历史长河
奔涌向前，精神火炬永不熄灭，这些
珍贵的历史瞬间以全媒体形式重
现，直达大众心间。

红网立足当地，在时刻新闻客
户端上推出《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全媒体专栏，回望抗战岁月，缅怀湖
湘英烈，凝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
力量。《杨尚武：汉寿儿郎中原血“马
革裹尸”践誓言》等报道传播广泛。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报道引导
新闻工作者铭记历史，勇于担当，
用沾泥土、带露珠的新闻报道讲好
中国故事。新华日报社记者冯圆芳
表示，抗战胜利的相关报道承担着

将“历史”转化成“记忆”的重要
使命，“我们需要立足民族复兴的
历史进程和当前的国际形势，从烽
火 硝 烟 中 重 新 出 发 、 回 到 ‘ 今
天’，盘点精神遗产、反思战争机
器、启迪前行之路，使那段不容忘
却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
的‘记忆之场’。”

做好抗战胜利80 周年的报道，
要告诉人们应时刻铭记没有先烈们
的牺牲付出，就不会有现在的繁荣
昌盛。虽然时代不同，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的责任和
担当不会变。“还要突出先烈们坚韧
不拔的干事精神，特别是要引导年
轻一代读者，树立‘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在新的时代，讲
好‘他们’的故事，‘我们’接续前
行。”四川日报社出版中心副主任
胡然说。

追寻英烈 赓续精神基因

新华社推出的《寻找照片中
的TA·抗战胜利80周年》专题。

《河北日报》推出的《重回“冀
中一日”》专栏。

■本期关注：媒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