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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5 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9 月 2
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东峰在石家庄走访慰问抗战老战士、
抗战将领后代和烈士遗属，代表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
抗战老战士、抗战军人后代和烈士遗属
表示亲切问候，致以崇高敬意。

93 岁的抗战老战士陈廷珠 1944 年
8 月入伍，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军区
后勤部从事通信工作，为抗战事业立下
了功勋。王东峰来到老人家中，看到老
人胸前悬挂勋章，身体硬朗，心中十分
高兴。他紧握着老人的手说，您为抗战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功
臣，我们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纪
念日这个特殊日子即将来临之际，我们
看望慰问老战士、老英雄，就是要牢记
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传承和弘扬伟大
的抗战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担当新使命，奋
进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抗战老同志王志忠虽然已经92岁，
但是思维清晰，精神饱满。看到王东峰
来到自己家中，老人向他回忆起当年参
加抗战和支援西藏革命建设的光荣历
程，满腔壮志豪情和爱国精神深深打动
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王东峰认真倾听
老人的讲述，称赞老人为了党和人民的
事业舍小家、顾大家，是我们学习的楷
模。王东峰说，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

忘记历史就会失去未来。社会各界都
要尊崇和关爱抗战老同志，学习他们的
爱国情怀，继承他们的优良作风，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
进。王东峰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
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关心关爱抗战老
战士，使他们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抗战将领王平1930年参加红军，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作出突出贡献，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
衔。1998 年王平将军逝世后，他的功绩
和精神依旧鼓舞着后人。王东峰来到王
平将军女儿王晓旭的家中，关切询问家
庭和生活情况。王晓旭向王东峰讲述了
王平将军听党指挥、南征北战的光荣历
史，表示要继承红色家风，传承革命精
神。王东峰充满深情地说，没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浴血奋战，就没有我
们幸福美好的今天。要通过多种方式大
力宣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英雄事
迹，在全社会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
形成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澎湃力量。

在抗战烈士马吉禄的女儿马锦江的
家中，王东峰认真观看烈士留下的照片
和遗物，与烈士的亲属亲切交流。王东峰
说，烈士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是全社
会的宝贵财富，必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宣传烈士精神，
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示范作用，立足岗
位、无私奉献，用优异的工作成绩传承光
荣革命传统，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
省、美丽河北作出积极贡献。

省领导邢国辉、高志立、刘凯参加
活动。

王东峰在石家庄走访慰问抗战老战士抗战将领后代和烈士遗属时强调

牢记革命先辈丰功伟绩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不竭力量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雅楠

浩瀚渤海，潮流激荡。海丰古镇见
证着海上丝绸之路北方起点的辉煌；
红色热土铭记着抗日烽火不曾远去的
硝烟。

黄骅，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城
市，还有着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等一系列
亮丽的名片。

近年来，黄骅市坚持民生优先，下
大力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推动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日益完
善，城乡环境生态宜居，产业发展后劲
十足……告别昔日的苦海沿边、盐碱
荒滩，这座宜居宜业的品质小城正在
渤海之滨崛起。

港城融合，建设沿海强市

灯光掩映，门机高耸，车辆穿梭，
夜幕下的黄骅港综合港区和散货港区
依然一派繁忙。

8 月 26 日晚，来自澳大利亚埃斯
佩兰斯港的 20万吨级船舶“挪威”轮，
满载铁矿石，靠泊在矿石码头泊位。通
过大型卸船机，将铁矿石通过传送带
缓缓运出。

黄骅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端起
点，这里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
起点。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为一座拥有
煤炭港区、散货港区、综合港区、河口港
区四大港区，年吞吐量近3亿吨的现代
化综合大港，建成 20万吨级航道和 35
个万吨级以上泊位。（下转第三版）

黄骅黄骅：：英雄之城向海而兴英雄之城向海而兴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楠

夏去秋来，美丽的张垣大地，天高
云淡，五彩斑斓，一片大好河山！

9 月 3 日至 4 日，第五届河北省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张家口召开。从京
西百渡、秦皇山海，到承德坝上、滹沱
河畔，再到冬奥之城，连续五届的省旅
发大会，通过搭建平台、壮大产业，不
断推动河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
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全省上下以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省为契机，以旅游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为平台，以产业融合发展为
路径，加快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迈
进，“京畿福地 乐享河北”的旅游品
牌愈加响亮。

这是一条协同之路

——坚持以构建环首都
旅游圈为重点，打造京津冀
全域旅游空间新格局

京张休闲带，活力奥运城。
尽管现在离雪季还有一段时间，但

崇礼太舞滑雪小镇的酒店每到周末都客

满，其中80%都是来自京津冀的游客。
着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休闲

带，因雪而变的小城崇礼，在做好冰雪旅
游的基础上，持续拓展文旅产业发展空
间，打造四季旅游胜地。如今，雪季之外
的夏秋时节，崇礼已经成了京津冀游客
的天然氧吧、避暑胜地、户外运动乐园。

发展旅游产业，是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有力抓手，也是深化京津冀
对接合作、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以来，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围绕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省，在交通、信
息、规划、市场等方面与京津开展全方

位对接合作，积极推动旅游资源共建
共享，全力构建环首都旅游圈。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东峰，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多次对
旅游业发展作出指示，明确提出，各地
各部门要自觉置身京津冀协同发展大
局，加快把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为
服从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作
出更大贡献。

《河 北 省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规 划
（2018-2025 年）》《河北旅游质量提
升 行 动 计 划（2018- 2020）》…… 省
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举措，（下转第五版）

协同之路协同之路 创新之路创新之路 富民之路富民之路
——河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拓新路河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拓新路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总装车间内，工人正在做检测
工作。 黄骅市委宣传部供图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纪念
日。这一天，是值得中华民族永远
铭记的日子。

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慷慨悲

歌、共赴国难。从 1931 年到 1945
年，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
略，中华儿女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
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
下，视死如归、浴血奋战，最终彻底
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
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
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
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

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
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永远铭
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人类和平的
史册上。

一个国家所历经的荣辱，在她
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能找到斑驳的
印痕；一个民族所承载的悲欢，在
她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都会留下刻
骨铭心的记忆。作为敌后抗战的主
战场，（下转第二版）

铭记历史 奋勇前进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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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航拍下的张家口草原天路，景色美不胜收。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河北日报讯（本报记者）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办多种形
式的追思纪念活动，重温民族痛史，
缅怀同胞先烈，在历史回望中不断汲
取前行的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要铭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把
抗战精神转化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
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强大动力，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自发到抗战纪念场所进行追思纪
念，成为许多人的选择。连日来，位于
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的中国人民抗日
军政大学陈列馆迎来参观高峰。陈列
馆附近的抗大纪念碑和烈士墓，许多
参观者手持鲜花，祭扫填土，告慰忠
魂。“现在，每天都有大约2000人次进
馆参观。”馆长杨树介绍，经过完善提
升，陈列馆接待能力进一步提高，内容
更翔实，布局更合理，故事更丰富。游
客们来自四面八方，但大家表达出一
个共同的心声，就是要重温红色历史，
学习“抗大精神”。

“带着孩子来看看，让他从小就知
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地来之
不易。”9月1日上午，石家庄市民张树
敏带着小孙子来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华北革命战争纪念馆一楼展厅观看展
览。近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举办“燕
赵儿女 血肉筑长城”——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
周年抗战资料图片系列展，通过翔实
的史料回顾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解
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事业
作出的巨大贡献，展现河北各抗日根
据地取得的辉煌战绩。

针对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各地
不断创新追思纪念形式。作为第二
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
国首批国家抗战纪念遗址，唐山市
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通过“云
讲 解 ”方 式 讲 述 冀 东 人 民 抗 战 历
史。纪念馆馆长周学军说，纪念馆
采取加大微信公众号推送力度、由
优秀讲解员录制讲解视频参与网上
红色故事公益展播等线上形式，倾
力打造“网上纪念馆”。保定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与晋察冀边区革命纪
念馆举办了“铭记历史 不忘抗战初心”网络直播活动，在开学
前为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全程在线观看
人数达 2.89 万人。

让伟大抗战精神薪火相传、激励后人。新学期伊始，我省部分
大中小学通过升国旗仪式、开展主题班会、官方微博或微信主题宣
传活动、主题征文、组织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重温入团入队誓词、
军训等形式，追忆过去、铭记历史。石家庄市长征街小学老师声情
并茂地为学生们讲述抗战老兵的故事：“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的
刘文山、“只要党和人民需要，还会扛起枪”的王永贵、“国家有难，
义不容辞”的顾超……慷慨大义、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用血与火的
抗争，诠释了誓死不屈的抗战精神。

为了让大学生接受红色教育洗礼，（下转第二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通讯员
杜佳楠）弘扬抗战精神，感恩抗战英雄。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卢龙县
的志愿者来到刘田各庄镇小王柳河村，
慰问 100 岁的抗战老战士王瑞成。近
日，我省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开展看
望慰问抗战老战士活动，感谢他们为取
得抗日战争胜利立下的不朽功勋。

据统计，目前我省健在的抗日战争
时期在乡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共有 1367
人。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这些抗战老
战士的抚恤优待工作，落实贡献待遇相
匹配要求，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自然增长机制，逐步提高他们的补助标
准。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河北省退役
军人公共服务优待办法（试行）》，其中专
门提到，烈士遗属可凭优待证免费到全
省公办旅游景区游览，在医院、银行、车
站、码头、机场等，可享受优先服务。同
时，广泛拓展服务领域，出台《河北省优
抚医院医疗优待办法》，全省优抚医院为
包括抗战老战士在内的优抚对象提供更
多更优惠的医疗服务项目，进一步提升
优抚对象的优待水平。

今年以来，我省积极开展“传承红色
基因拥军情”活动，动员社会拥军联合会
成员单位，与革命老区签订对口帮扶协
议，与重点优抚对象签署长期结对帮扶
协议，向优抚对象和革命后人代表赠送
优惠优待卡，对老区有困难的重点优抚
对象进行精准帮扶。石家庄市举行“情
系革命前辈，关爱抗战老兵”活动，号召全市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和
志愿者对抗战老战士长期开展关爱帮扶，宣传抗战老兵事迹、弘扬
抗战老兵精神，关心抗战老战士生活。

为使人们更好地铭记这段历史，我省各地还纷纷加强抗战英
烈纪念褒扬设施建设。（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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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落实河湖长制考核问责制度》提出

河湖管理保护突出常态监管严格责任追究 发展数字贸易，河北如何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