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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夜

话 》第 一 季

“ 抗 战 烽 火 ”

与您见面了。

顾 名 思 义 ，

《宛 平 夜 话》

就是讲宛平的故事。为啥叫“夜话”

呢？因为晚上8点开讲。每期讲5分

钟，希望您喜欢！

88 年前的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

义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点

燃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烽火。

走，大家随我到卢沟桥走走看看。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15公里处，

因为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

它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建成，初名

广利桥，外国人称之为“马可·波罗

桥”，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

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

之一。

1937年7月7日，小暑的第一天，

风中没有一丝凉意，反而夹裹着一股

股恼人的热浪。

根据《新操典章》的教规，日军士

兵必须熟悉驻屯地附近的地形，制定

奇袭中国军队方案。第8中队已经连

续几天在黄昏、夜间和黎明时分，演

练进攻宛平城、卢沟桥，以迎接步兵

学校教官千田大佐的检查。

这一天，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

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

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在宛平城东

北、永定河以东、大瓦窑村以西之间

一块三角地带，又一次开始了极具攻

击性的演习，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

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

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

时进行突击”。

演习开始后，扮作攻方的第 1 小

队开始向大瓦窑方向的假想敌搜索

前进，夺取预设的守方警戒阵地后，

小队长野地伊七派二等兵志村菊次

郎向中队长清水节郎报告这个“胜

利”战况。

晚上11点左右，中队长清水节郎

似乎感觉听到几声枪响，他立刻传令

集合队伍。在大瓦窑西“暗堡”附近

集合的第 1 小队，独独不见传令兵志

村菊次郎的蠢胖身影。

日军借口传令兵志村菊次郎失

踪，来到宛平城东门外，蛮横要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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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第9连打开城门，搜查失踪的士兵。

9 连执勤士兵对日军的无理取

闹、胡搅蛮缠早已见怪不怪，严词拒

绝：“我军正在睡觉，城门也关着。你

们演习的士兵‘失踪’跟我们无关，不

能开城门。”

此时的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

日军严密封锁了这个消息，继续向29

军挑衅，还不断扩大军事行动。

1937 年 7 月 8 日凌晨，东方天际

已经泛白，又一个暑热的黎明来到

了。但伴随此刻黎明而来的不是和

平，而是吞噬无数人生命、破坏无尽

财产的战火。

（播出日期：7 月 7 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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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之夜

早在7月7日之前，日军上层就流

传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

事变’一样的事变”的传闻，暗流涌动；

而在北平上层的中国人中，也流传着

“七七将有大事发生”的奇怪消息。

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东北、成

立伪满洲国后，侵略的魔爪就伸向

了华北。为了达到分裂华北的目

的，他们一面处心积虑地散布各种

谣言，制造事端，一面拉拢宋哲元及

29 军将领。当这些图谋没有完全得

逞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孤注一掷，想

在华北制造又一出“九一八事变”，

进而从平津地区挤走 29 军，孤立北

平，占领华北。

1937年7月8日夜2时03分，大队

长一木清直来到西五里店村西端，命

令立即占领附近要点和“一文字山”。

与此同时，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

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政

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

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与

日方代表冀察绥靖公署顾问樱井、日

军北平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及秘

书武藏等人，乘车由北平城内前往宛

平城调查。

7月8日凌晨4时左右，王冷斋等

人进入宛平城后，日方代表樱井口气

强硬地提出无理要求：

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

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

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

城化为灰烬；

二、昨晚日方所遭受之损失，应

由华方负责赔偿；

三 、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

营长。

樱井的话音刚落，3 营营长金振

中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拍案而起，

大声驳斥：你方丢失一名士兵，有何

凭证？何人做证？如真丢失，也应

由你方带兵的负责，与我方何关？

我军保卫国土，何罪之有？你们才

是祸首！

金营长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

声，谈判陷入僵持状态。王冷斋决

定向北平市长秦德纯电话汇报谈判

情形，却发现宛平到北平的电话打

不通了。很显然，电话线被日军切

断了。

据当时担任日本驻北平大使馆陆

军武官辅佐官的今井武夫少佐回忆，7

月 8 日凌晨 4 时 23 分，日军中国驻屯

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向一木

清直下令“还击”。日军炮兵从“一文

字山”向宛平城开炮轰击，日本帝国主

义由此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29 军军部随即下达命令：“卢沟

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

不得后退！”29军 37师 110旅 219团 3

营士兵立即还击。

卢沟桥抗战打响中国全民族抗

战第一枪，从此全国“各界民众万众

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

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

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

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播出日期：7 月 8 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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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炮轰宛平城 卢沟桥事变爆发
《沈忠明：第一个血洒卢沟的

中共地下党员》
在《宛平夜话》第 3 期中，我

们将为您讲述第一位血洒卢沟桥
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的壮烈故
事。这位出生在安徽乡绅家庭的
私塾先生，如何因目睹社会黑暗
愤而投军？他如何在周树一引导
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7 月 7 日深夜，作为 29 军 10 连
1 排排长的他，又是如何为守卫
卢沟铁路桥壮烈殉国的？本期节
目将首次展示沈忠明烈士的《革
命烈士证明书》，并跟随抗战馆讲
解员，揭开这位隐姓埋名四十余
年的地下党员的传奇人生。让我
们共同缅怀这位用生命捍卫民族
尊严的共产党人！

播出时间：7 月 11 日 20:00

下期预告

（上接 01 版） 今年首批“青年政务体验官”上岗

本报讯（通讯员 朱紫楠）近日，太平桥街

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80周年主题集报展启幕。这场以泛黄

报纸为载体的红色展览，精选近300份珍贵史

料，带领参观者穿越时空，在历史与现实的对

话中传承民族精神。

展览现场，78岁的“中国集报大王”李铁光

成为焦点。这位坚持集报60余年的老人，以三

万余种、十万余份藏品构建起民间史料库。本

次展览涵盖报纸、集报册、故事书等多类型资

料，为传播抗战精神作出了独特贡献。李铁光

感慨：“每张报纸都是历史的切片，让后人看见

先辈如何在黑暗中点亮光明。”

步 入 展 区 ，“ 抗 战 烽 火（1931—1945）”

“ 复 兴 之 路（1949—2025）”“70 周 年 特 展

（2015）”“民族记忆档案”四个篇章串联起

时空脉络。1945 年 9 月 3 日《华美晚报》号

外尤为醒目——泛黄纸页记载着东京湾密苏

里号上的受降仪式。文中写道：“日皇接受波

茨坦宣言之通告并令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

国大本营签署投降条约：‘凡我军民，应立即

停止作战，放下武器，并忠实执行投降条款，

服从日本帝国大本营所颁发之命令’。”这份

泛黄的报纸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法西

斯覆灭的一个见证。

李铁光向大家介绍，日本战败后，一些国际

新闻机构已得知日军投降的消息，但在上海敌

占区，许多中国人仍不知情；由于日军残酷镇压

抗日运动，部分知情者也持观望态度。但《华美

晚报》同仁却毫不畏惧，一面立即宣布复刊，一

面发行了这份珍贵的号外。《华美晚报》和其他

进步报刊提供的消息，点燃了敌占区人民欢庆

胜利的热潮。

“《热血日报》这份报纸刊行时间很短，竟然

能在这展出。”“太珍贵了！”不少观众惊叹。《热

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份日报，1925

年6月4日在上海创刊，共出了24期，1925年6

月27日被迫停刊。《热血日报》剑指帝国主义、

反动封建军阀，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推动工人运

动的深入发展，成为五卅运动期间反帝爱国的

一面旗帜。“不到一个月的发行史，却留下永恒

的精神印记。”参观者姜女士感叹道。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7月13日。

280份老报纸讲述烽火岁月

太平桥街道纪念抗战胜利
80周年集报展开幕

此次活动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参与

的“青年政务体验官”们将在实践过程中积

累志愿时长，这不仅是对学子们投身政务

服务、贡献智慧力量的认可，更是以志愿服

务为纽带，激发广大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

高亢热情。

在经济社会迈向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当

下，人才已然成为最核心的战略资源。作为

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关键承

载区，北京正以人才为引擎驱动发展。人才

资源对丰台区而言不仅是发展的核心优势，

更是赋能城市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动力。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生态，就要为人

才提供健康成长的沃土。

未来，丰台将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和资源禀赋，挖掘内生潜力，随着“倍增发展”

的加速推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将发展的

眼光投向这片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