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活动促普及，以比赛促提高，精彩纷呈的全民健身活动进一步激
发了全民参与的积极性。

据统计，近年来，全市体育人口显著增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
例由2014年43.78%上升到47.65%，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人数
达到2506.94万人。全民健身已成为生活常态。

“明品福杯”2020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征稿时间将持续到11月
16日，欢迎大家踊跃。

投稿邮箱：ydcq2019@163.com。
联系电话：023-67527800。
该活动由重庆明品福集团独家冠名赞助，其打造的明品福智慧物流

园区聚集了来自全球的农副产品供应商，涵盖食品全业态，为客户提供
一个全方位、多渠道的一站式采购平台。

““明品福杯明品福杯””
2020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封盖封盖 摄摄//金清兵金清兵

长寿：110千伏石桥变电站投运
8 月 30日，长寿区 110千伏石

桥变电站投运成功。该站投运后，
将极大改善长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以下简称“新市片区”）的电网结
构，有效缓解新市片区日益增长的
用电负荷，新市工业园区企业生产
用电可靠性将得到进一步保障。

新市片区是重庆市级高新区，
更是长寿区经济发展的一张新名
片。片区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
术、节能环保、健康科技、智能制造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先导产业和生产型服务业招商引
资，现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8家、科技
型企业97家，合同引资已突破100
亿元大关。目前，该片区正紧锣密
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110千伏石桥
变电站的成功投运无疑给片区的招

商引资注入了“强心剂”。
据了解，新市片区原由35千伏

新市变电站和110千伏葛兰变电站
供给，随着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入
住企业不断增多，两座变电站的负荷
远远不能满足园区远期规划发展。
2019年7月，110千伏石桥变电站破
土动工，今年初受疫情影响，工期延
后2个月，后因汛期暴雨影响，实际
有效施工时间仅有10个月。国网长
寿供电公司秉着“计划不调、任务不
减、目标不变”的目标，调整工程计
划，复工防疫两手抓，明确进场人员
管控、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应急预案，
严把工程质量，克服了阻工、协调等
重重困难，赶在今年8月底完成了变
电站的投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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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唐苓玲）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75周年，8月31日，由重庆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西南大学、重庆
市历史学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
社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75周年暨《抗战大迁徙实录
丛书》新书发布座谈会”在西南大学
举行。该丛书共六卷，历经数年编
撰，以生动的故事和图片再现了抗战
大迁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从2013
年开始策划，2020年7月正式出版，
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与西南大

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共同推出。丛书分为《国府西迁》
《金融对垒》《工业重塑》《烽火兵工》
《文化存续》《守望科学》六卷，依托中
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团队编写，由长期
从事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的学
者团队编撰，以抗战的主要事件或主
要人物为重点，涵盖政府、金融、企
业、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用
故事化的文字并辅以生动的图片，全
景式再现抗战大迁徙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近40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
究取得了重要成就。”西南大学中国

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
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
表示，2005年以来，在重庆中国抗战
大后方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
抗战大后方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成
果：以《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
书》100卷为代表，大量档案资料搜
集整理出版；395处抗战遗址得到良
好的保护；推出了以电视纪录片《大
后方》、展览《重庆岁月》、电视连续
剧《周恩来在重庆》为代表的文史精
品等，“《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的一
大特点是将学术成果通俗化，为人
民所读，让人民所爱。”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唐苓玲

8月31日，在西南大学举行的“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暨
《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新书发布座谈
会”上，参与丛书编写的专家们分享了
自己的编写过程，回顾了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讲述了丛书出版的意义。

抗战大迁徙后，全国人口总
数之一半定居于中国后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中国，绝
大多数现代工业、金融、文化、教育、科
技等机构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沿江地
区。”在北京出差的西南大学党委副书
记、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
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抗战大迁徙实
录丛书》主编潘洵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
会议。

他介绍，抗战爆发前，川滇黔陕甘
湘桂7省共有工厂237家，只占全国工
厂总数的6.03%；战前全国共有高等院
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
江沿海一带，贵州、陕西一所也没有。

潘洵称，抗战大迁徙最早开始于
1931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历经了一
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政府机关、厂
矿企业、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中学
校、金融机构等艰难地向西迁移，涉及
地域之广、动员力量之大、跋涉路途之
遥远、历经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实属罕
见。

有参会学者表示，为保存中国经济
命脉、支援抗日战争，仅 1938 年至
1940年间，内迁工厂就有448家、技工
12182人。

大量东部、中部地区的人口也纷纷
内迁，据相关资料显示：“到1940年，沿
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
万增加到二亿三千万，以致全国人口总
数之一半定居于中国后方”。

建立起长期抗战的后方基地

“1912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
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时期。”丛书中
《国府西迁》卷编者唐润明在会上介绍，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岌岌可危。1937
年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

庆，“国民政府的西迁，迅速带动中国沿
海沿江和中部地区的工业、金融、文化、
教育、科技等机构及民众的大规模内
迁。迁往重庆的科学研究学术单位、文
化机构也很多，有国民政府国史馆、中
央广播电台、兵工署导弹研究所等100
多个单位。”

大量报社、出版社也纷纷迁渝，当
时《中央日报》《大公报》以及《新华日
报》等都在重庆印行。在战时四川的

“文化四坝”中，重庆就占据了“文化三
坝”（北碚夏坝、市区沙坪坝、江津白沙
坝），重庆出现文化机构云集，文人荟
萃的局面，大大推动了重庆文化的繁
荣。

抗战大迁徙，建立起一个长期抗战
的战略后方基地，对支撑长期抗战，争
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现代化
发展进程

《文化存续》卷编者郭川表示，高校
内迁也是抗战大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走上
流亡之路，揭开抗战大迁徙的序幕，是

第一所内迁的高等学府。
郭川介绍，从1937年开始到1944

年，全国高校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内
迁：第一次为全面抗战开始到武汉、广
州会战前，内迁高校达56所，占当时
全国高校总数 97 所的 57.50%；第二
次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内迁高校21
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 2月
至12月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于此
的21所高校仓促再迁。总计抗战期
间迁移高校 106 所，搬迁次数多达
300余次。

和战前工业一样，中国西部的金融
业也极为落后，贵州、甘肃等省甚至没
有一家银行总行。随着国民政府西迁
重庆，一大批国有、省有、商业银行纷纷
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大后方迁移。
到1943年12月底，四大国有银行不仅
在重庆成立了最高决策机构——“四联
总处”，在大后方10省中设立的分支机
构已达550个，大后方在全国金融业形
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抗战大迁徙，也给中国西部经济、
科技、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特殊的、
前所未有的机遇。”潘洵表示，抗战大迁
徙不仅为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抗战提
供了物质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
全国经济、文化、科技布局不均的状况，
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
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现代
化发展进程。

六卷本《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出版
全景式再现抗战大迁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抗战大迁徙背后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何梦舒 谢琳 商婧

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经过
14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
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
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75年后的今天，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人类不变的追求。如何维护来之不
易的和平成果、推动人类共同发展，成
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
共享”，是中国给出的响亮回答。这一
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为各国人民携手跨越阻碍、共同开
创发展繁荣的新未来照亮了前路。

浴血奋战 开创历史

1945年 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
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9月3
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铭
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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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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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
了卓越贡献。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评价
说：“中国将士英勇作战，在抗击穷凶
极恶的侵略势力时发挥了决定性作
用。在那地狱般的日子里，中国作出
了巨大牺牲。”

中国理念 唱响世界

牢记战争，是为了守护和平，构筑
人类共同的未来。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
要演讲，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2017年1月，在日内瓦万国宫，习近平
主席就这一理念作出进一步阐释：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7年多来，中国步履坚定，扎实推
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蓝图
的实践：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
推动各方对话协商解决全球和地区热
点问题，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
球性挑战。

——从与多个国家分别构建的双
边命运共同体，到周边命运共同体、亚
太命运共同体，从中欧命运共同体到
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
阿命运共同体。

——中国倡议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
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一大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
落地开花。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系列多边合作
新平台的建立，为实现包容和联动式发展注入新动能。

从莫斯科到雅加达，从雁栖湖边到西子湖畔，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到
日内瓦万国宫，中国领导人在各个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述
总能引发强烈共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
凸显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命运与共 共创未来

75年前，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并肩战斗，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75年后的今天，中国对如何更好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应对当前多
种挑战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主张。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因其对时代主题的精准把握和对人类福祉的不懈追求，
呈现出引领时代进步的力量。

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评价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诠
释了合作、和平与发展的真谛，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诉求。

当前，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更加凸显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面对新
冠疫情这个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应发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精神，齐心
协力、团结互助，携手打赢这场关系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保
卫战。

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世界各国应坚定支
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面对重
重挑战，各国人民只有本着命运与共的精神，并肩携手、共克时艰，才能
实现共同发展、携手走向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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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抗战大
迁徙迁移途中。

图③：由郑州迁
重庆的纱厂女工。

（西南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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