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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

党史回眸

1958年9月2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巴

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
人。他在谈话中修正了《新民
主主义论》中的一个观点，指
出：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
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
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
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
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
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
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
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
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
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
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
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
义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的国
家，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
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
现时的情况的。民族主义国
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
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
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
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
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
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
划。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
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
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
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
国主义的统治。可以先取得
半独立的状态，然后完全独
立。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
集》第七卷。

2015年9月2日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
仪式上指出，实现我们的目
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
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
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
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
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他指出，在波澜壮阔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千千万
万的抗战英雄抛头颅、洒热
血，为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
献，为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作
出了重大贡献。伟大的抗战
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
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
精神动力。在抗战英雄身上，
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爱国情怀，面对民族生死
存亡，全体同胞挺身而出，共
赴国难，谱写下惊天地、泣鬼
神的爱国主义篇章。在抗战
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视死
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
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
城，成千上万的英雄们在侵
略者的炮火中奋勇前进，彰
显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
浩然正气。在抗战英雄身
上，充分展现了不畏强暴、血
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面对强
敌的一次次入侵，中华民族
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顽

强抗争，奏响了无数气壮山
河的英雄凯歌。在抗战英雄
身上，充分展现了百折不挠、
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
人民抱定了抗战到底的信
念，终于打败了凶恶的侵略
者、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
奇迹。

他指出，近代以来，一切
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
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
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
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
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
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
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
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
功勋。

1945年
9月 2日 日本代表在投

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 128
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
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9 月 3 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
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
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
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中国
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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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
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
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
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
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
1937 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
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
间接经济损失 5000 多亿美
元。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
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
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八
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
日武装对敌作战 12.5 万余
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
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
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
束 时 ，人 民 军 队 发 展 到 约
132 万人，民兵发展到 260
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
已有 19 块，面积达到近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 亿。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
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
日 战 争 前 相 比 大 大 增 加 。
这为在取得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伟大胜利基础上，最终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
件。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
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
抗战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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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
9月 2日 中国第一座电

视台——北京电视台正式开
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
电视台。

1980年
9月 2日 国务院批转国

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
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
报告》，要求从1981年起把扩
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
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

1997年
9月2日 国务院发出《关

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本报讯（通讯员 谢 旭）在
“质量月”来临之际，太钢教培
中心创新开展多种形式的质量
培训，积极为“质量月”活动助
力，为太钢高质量发展提供智
力支撑。

教培中心在认真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持续有效地开展
SPC现场质量控制点的管控、
六西格玛质量攻关项目等质量
培训，对培训过程精心策划，精
细组织，以线上培训和线下培
训相结合的形式，狠抓培训过
程，确保培训效果。从8月中旬
开始，先后开展了SPC质量控

制点的管控、六西格玛图形工
具、黑带项目现场教学和项目
辅导、德盛六西格玛绿带等培
训，截止目前，参培人员累计达
400余人。培训不仅使员工学
会运用质量工具和方法解决质
量问题，同时带动全员投身到
质量改进提升行动中来，取得
了好的培训效果。

在线下SPC培训中，教培
中心创新培训形式，采取管理研
修的方式组织炼铁厂、热连轧
厂、焦化厂、不锈线材厂的四个
单位的SPC获奖成果分别作关
于《焦炭质量预测控制点》《3#高

炉炉缸活跃度指数控制点》《连
续酸洗线热风温度控制点》《L2
低牌号硅钢宽度控制点》为题的
SPC成果交流分享，研讨内容主
要针对SPC在本单位如何选择
布点的位置，保证控制点全覆
盖，以及进行全过程管控质量的
有效实施步骤进行分享，使学员
不仅找到管控质量的有效方法
和途径，更加清醒地认识到SPC
控制是确保质量的精细化管理
工具，对把关品种质量，做好过
程监控起到非常重要作用，对查
找现场问题，查缺补漏起到很好
的示范作用。

太钢教培中心创新开展多种形式质量培训

太钢营销中心运营一党
支部开展“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争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信仰者、忠
诚实践者”专题党课。通过党
课学习，全体党员深刻领会学
习党史的重大意义，把“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贯穿始终，切实增强
了学习党史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行动自觉。

李姚兵 摄 冯艳丽 文

记得刚开始每天学习强国的时候，
我心里对“学习强国”充满了疑惑，想着
每天除了工作，竟然还要学习，到底能
从“学习强国”中学到什么？抱着试着
用一用的想法，开始打卡学习之旅。没
想到这一学，倒是越学越觉得有趣。

“学习强国”是知识与趣味的结合
体，天文地理、历史军事、政治哲学、文
化生活几乎无所不包，这是我以前关注
的各种学习平台，远远不及的。“争上游
答题”“双人对战”“挑战答题”答题竞赛
紧张又刺激，生怕“手慢无”，倒逼着我
加强学习。现在“学习强国”，让我的生
活更有规律：早上起床，点开“学习强
国”联播频道，边吃早餐，边听新闻，了
解国内外大事；工作之余，听听电台陶
冶情操，答题竞赛上再大战几个回合，
酐畅淋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工
作忙，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他引用

“青春虚度无所成白，白首衔悲亦何及”
的诗句，叮嘱青年要珍惜韶华，不负青
春，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提高素质
本领。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学
习强国”引领了社会意识形态，扶正了
道德风向标，团结了民力，民智，民心。

现在我已经习惯每天通过了解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内容丰富自
己，充实自己，每天看文章，看视频，做
题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来了解历史、了解文化、了解时
事、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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