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回说到日军炮轰宛平城，卢

沟桥事变爆发了。紧接着，日军沿

永定河左岸大堤由北向南进逼，攻

击平汉卢沟铁路桥，企图切断平汉

铁路。

这 儿 就 是 卢 沟 石 桥 西 端 的 岱

王庙。

据 3 营营长金振中回忆：1936

年春，他“把较强的第十一连部署于

铁路桥东段及其以北回龙庙一带”

“第十连为营预备队，驻石桥以西岱

王庙内”。

军情紧急，金振中急调营预备

队 10 连前往增援。一时间永定河

左岸、平汉卢沟铁路桥东端炮声隆

隆 、刀光剑影 、杀声四起。10 连 1

排排长“沈忠明英勇杀敌，身负重

伤，日寇又用战刀劈了两刀，壮烈

牺牲”。

在抗战馆展览第二部分《全民

族抗战 开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

方主战场》的展柜中，第一次展出了

一份珍贵的抗战文物——沈忠明

《革命烈士证明书》。

沈忠明是安徽省濉溪县马桥区

黄营子村（现为淮北市烈山区宋疃

镇黄营村）人，1906 年 1 月生。父亲

沈从新勤俭持家，积下些田产，家境

比较殷实。沈忠明上过私塾，字写

得很漂亮。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希

望能成为一名军人，杀敌报国，救民

于水火。有一天，一位叔伯兄弟平

白无故被一个恶霸杀了，结果恶霸

不仅没受到惩罚，还不赔钱。看到

社会如此黑暗不公，1932 年 5 月，26

岁的沈忠明找到这位叔伯兄弟的妻

子（邻村周圩村人、周树一的妹妹），

经她搭线到张家口投奔周树一，投

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一

年多后，在日本关东军、国民党军队

的夹击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迫

解散，沈忠明被编入 29 军 219 团 3 营

10连。

周树一的公开身份是 217 团副

团长，其实他还是中共地下党组织

的一位负责人。周树一很欣赏沈忠

明疾恶如仇的品格，经常教育他，引

导他了解共产党的理论，沈忠明的

觉悟也不断提高。1936 年 8 月，经

周树一介绍、由老陈同志（即中共中

央华北联络局王世英）谈话考察后，

沈忠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 年春天，父亲沈从新在北

平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后，沈忠明就

杳无音讯了。

沈忠明的真实身份一直鲜有人

知，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周树一回

乡探亲，才辗转找到沈忠明的儿子

沈恕（树）敏，告诉他沈忠明早已为

国捐躯。

1983 年 12 月 22 日，国家民政部

向沈忠明长子沈恕（树）芬颁发《革

命烈士证明书》：“沈忠明同志在抗

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

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2024 年 7 月 18 日，沈忠明烈士

的曾孙沈磊将太爷爷沈忠明的《革

命烈士证明书》捐赠给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

（播出时间：7 月 11 日 20:00）

《宛平夜话》第3期今晚播出

沈忠明：血洒卢沟的
中共地下党员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出路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1937 年 7 月 8 日，当日军炮火还在宛平城头肆虐时，远在延安的
中共中央如何通过电台第一时间获知事变消息？这份由党中央连夜
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又是如何以“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呐喊，点燃全民族抗战的熊熊烈火？本
期节目将公开通电起草过程的珍贵史料，并对比分析上海总工会等各
界响应通电的档案文献，带您重回那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时
刻。让我们共同聆听这篇吹响全民族抗战号角的历史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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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未来
传承精神砥砺前行

展览的深意，远不止于回顾过
去。在展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深切
缅怀抗战英烈”专区，三面墙上用红
字铭刻着民政部已经公布的著名抗
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观众可在
互动区，将手放在屏幕上，进行鞠躬
或敬礼，为英烈献花。屏幕上显示着
献花实时人数。

穿过展现日本侵略者法西斯暴
行的展厅，沉重的历史让人痛心疾
首，但回望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苦
难，更是为了开创未来。在“伟大胜
利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
点”展厅，还原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的场景，沉
浸式的布景，让人实景感受这场“团
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量抗战
胜利照片，以及对日本战犯进行正义

审判的展示，让观众重温了那个激动

人心的时刻，见证了正义的伸张。

最后一部分“铭记历史 珍爱和

平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

展现了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珍爱和

平的决心。墙上的抗战胜利纪念章

和独立自由勋章熠熠生辉，象征着

那 段 光 荣 历 史 ，也 激 励 着 后 人 前

行。同时，展览通过展示中日关系

改善、捍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

以及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

努力，传达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

1. 实行免费免预约参观，请

持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安检

入馆。

党 政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等

有组织到馆参观，请提前沟通

联系。

2. 开 放 时 间 ：9:00—16:30，

按规定时间提供定时讲解，16:

00 停止入馆。（周一闭馆，国家

法定节假日、重要抗战纪念日

照常开放。）

其中，7 月 8 日、7 月 9 日、7

月 11 日、7 月 15 日至 7 月 18 日

的上午组织专场参观，不对外

开放，13:00—16:30 对外开放。7

月 19 日至 8 月 31 日，实行延时开

放服务，开放时间为每日 9:00—

18:00，17:30停止入馆。

3.咨询电话：

010-63777088、63777188

本报讯（通讯员 徐浩）近日，东

铁匠营街道组织青年先锋成长营学

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代表走进北京联

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共同观看联合

大学师生原创话剧《邓玉芬》，在感人

至深的剧情中铭记英雄事迹，弘扬伟

大抗战精神。

《邓玉芬》是北京联合大学师生

精心创排的原创剧目，以抗战时期

“英雄母亲”邓玉芬为原型，生动再

现这位平凡母亲在民族危亡之际，

毅然送子送夫上战场、毁家纾难的

壮烈抉择，以现实主义笔触构建“个

体命运—民族抗争—精神传承”的三

重叙事维度，通过“迎亲—送子—守

盼”的生命段落，将个人苦难升华为

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集体记忆。

舞台上，演员们以极具张力的表

演，将邓玉芬坚韧不屈的精神品格和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家国大义刻画得

淋漓尽致，每一幕场景都直击心灵，为

青年干部带来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

演出过程中，青年干部们屏息

凝神，沉浸于剧情之中，被邓玉芬

的事迹深深触动，眼眶泛起泪花。

当大幕落下，现场掌声雷动，经久

不息。

街道将继续深挖红色教育资源，

创新开展情景党课、沉浸式研学等多

元活动，推动青年干部在感悟历史中

筑牢信仰之基，在传承精神中锤炼过

硬本领，为谱写基层治理新篇章注入

青春动能。

观看原创话剧 感悟抗战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3237件文物
（上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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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卫有我 健康同行》栏目
周六 21:47 播出，周日 9:48 和
14:17 重播。本周六播出内容
为《小心！别让烫烫小怪兽
伤害你》，敬请收看。

本报讯（通讯员 朱娜娜）7 月 8

日，2025 丰台文化创意大赛首科大

厦分赛场在首科大厦一层首书阁圆

满完赛。经过激烈角逐与评委专业

评审，“AIGC 大模型助力文旅和短剧

出海”“闪动体育项目”“彩绘乡韵”

“京绣新生 非遗文创”4 个参赛项目

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决赛。

首科大厦分赛场聚焦文化传承创

新、数字创意设计、文科融合发展等前

沿方向，挖掘培育驱动区域文化产业

升级的“金种子”，构建文科融合发展

的新范式，为丰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蓬勃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动能。

据悉，本届丰台文化创意大赛以

“文聚丰台 创赢未来”为主题，旨在

拓展文化产业细分赛道，探索文化产

业项目创新路径，促进科技赋能文化

产业发展，构建产业要素交流合作平

台，完善文化企业服务体系，催化产

业转型升级。

赛事自启动以来反响热烈，共有

54 个项目报名成功。经过评委严格

初审，共评选出 14个优秀项目晋级首

科大厦分赛场的角逐。这些项目涵

盖文化创意、文创产品开发、文科融

合、创意设计服务、新视听内容、新媒

体创作、创意丰台等多个方面，积极

拥抱人工智能、大数据、3D 打印等前

沿技术，将其深度融入文化创作、展

示、传播与体验的全过程，探索文化

价值实现的新路径、新业态。

未来，首科大厦将深化产业服

务，通过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链接政

策与金融资源、培育孵化优质企业等

举措，全方位赋能文化创意企业成长，

持续释放文化产业创新活力，助力丰

台区乃至北京市文化产业向更高质

量、更高层次发展，为首都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贡献坚实的“首科力量”。

2025丰台文化创意大赛
首科大厦分赛场完赛

本报讯（通讯员 靳忠骥 邢艳
霞）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东高

地街道通过健全分类机制、全民参与

宣传、畅通回收渠道等组合拳，推动

垃圾分类从文明“新风尚”变成居民

自觉的“好习惯”。

街道党工委不断创新拓展宣传

载体，营造全民参与分类的浓厚氛围。

以“社区邻里节”“趣味运动会”“环境

清洁日”等重点活动为契机，精心设计

互动性强、趣味性足的游戏和竞赛，巧

妙融入垃圾分类知识，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将环保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

网格员精准发力，通过入户走访

等方式进行靶向宣传，有效提升群众

知晓率与参与率。

同时，青少年也成为垃圾分类的

有力辅助。街道持续深化“家校社”

协同机制，将学校教育与垃圾减量实

践结合，通过“小手拉大手”形成绿色

循环。

为进一步促进垃圾减量、资源回

收，街道聚焦居民分类投放的“痛点”

“难点”，多点发力畅通资源回收渠

道——在各小区实现可回收物容器

100% 覆盖，解决居民“想分类却无处

投”的困扰；联合具备相关资质的企

业，在各社区巡回开展“低值可回收

物有礼置换”活动；建立大件垃圾预

约回收机制，在小区内显著位置张贴

服务信息，让居民拨打电话即可享受

上门回收；推出“一袋式”上门回收试

点服务，居民无需细分可回收物种

类，通过电话预约，便可体验“混装打

包、上门取件”。

“我们还针对过期药品存在的安

全隐患，定期设立集中回收点，指导

居民规范投放至有害垃圾容器，后续

进行安全妥当地处置。”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道。

从宣传到回收
构建垃圾分类全链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