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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广告

延安市希望公益服务中心从即日起注销，望

相关债权债务者见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不办，后果自负。

注册号：52610600MJY116178Q
延安市希望公益服务中心

2023年5月11日

注销公告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论持久战》是 1938年 5月，毛泽东
集中全党的智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撰
写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早在 1935年 12月，毛泽东在《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
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
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还有些
人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
点。在国民党内有人叫嚷“再战必亡”，
有人则幻想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台
儿庄战役胜利后，有人认为徐州会战是

“准决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此
外，共产党内也有人过高地估计中国的
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力量，存在着轻
敌思想。

为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揭
示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为全国人民指

明胜利的方向，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
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
久战》的讲演。首先，毛泽东指出中日战
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
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
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场战争双方存
在着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
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
助。这些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
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根据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
各种因素，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抗战
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敌之战略进攻，
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是敌之战略
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是我之
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并为
这三个阶段描绘了一个轮廓。同时毛泽
东还断言：“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
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犬牙交
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

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
的实际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预见。

关于如何进行持久战和如何发扬
自觉的能动性以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等
问题，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
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
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
深入的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其次，毛泽
东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说明，战略防
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
游击战与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
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
辅。在整个战争中，正规战是主要的，
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
运，主要依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但
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
地位不重要。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一是
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
战，即向运动战发展。我军的方针“基

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
运动战”。最后，毛泽东进一步突出阐
明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
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
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
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
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
力和经济力量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
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
中”。

《论持久战》首先在 1938年 7月 1日
出版的《解放》第 43、44期合刊上全文刊
出，同月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1939
年 1 月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订正本。
1938年 7月 9日，毛泽东为订正本写小
注：“此书是最后校正本，与《解放》报发
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论持久战》以原题
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论持久战》的发表
（1938年5月26日—6月3日）

● 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窑洞写作 ●《论持久战》部分版本

新华社石家庄5月8日电（记者 刘桃熊）记者
从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文保部门获悉，当地工作人员
近日在该区河郭镇赵牌村发现一通明代正德十六年
所立的石碑，碑文全称为“明故迪功郎陕西鞏昌府宁
远县丞南和赵公墓表”，距今已有502年历史。

新发现的古石碑为青石材质，高130厘米、宽75厘
米、厚22厘米。该碑两面书文，碑阳文字字体为行书，
共854字，字迹清晰流畅，由奉议大夫山西太原府代州
知州朱锐撰文，详细记述了墓主人赵思明求学、从政的
历程，并记载了赵思明一家三代均以孝行闻名乡里。

碑阴部分为赵氏“宗支图”，详细记载了赵氏家族
自明代永乐年间从山西榆次迁民至南和县赵牌村，曾
祖之下分列了赵氏九代各分支名讳及婚配姓氏，极尽
详实，是一部完整的石刻列祖宗亲案。

邢台市文史专家兰剑辉介绍，为该碑撰文的奉议
大夫山西太原府代州知州朱锐曾任南和知县，任职时
政绩显赫，有政声及政德，在南和期间曾编纂南和县
第一部《南和县志》。古石碑保存较为完好，文字脉络
清晰，尤其是一家三代受到朝廷旌表比较罕见，清代
康熙年间《南和县志》也记载赵思明、赵进父子孝行事
迹，至今赵牌村还立有旌表赵进的圣旨碑。该石碑的
发现，对研究明代中期冀中南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
迁民历史和民风民俗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河北邢台发现明代正德年间石碑
距今500多年历史

5月9日，宣恩县第三民族实验小学的学生在彭家
寨参与“营造吊脚楼”体验活动。

湖北省宣恩县彭家寨风景区依托保存完好的土
家古吊脚楼群落，通过完善研学基础设施，吸引各地
学校组织学生来此开展土家民俗文化、土家建筑等研
学活动。古寨研学不仅让学子们收获成长，同时也丰
富了山区旅游的内涵，为带动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
能。 新华社发 宋文 摄

古寨研学 收获成长

新华社上海5月8日电（记者 许晓青） 2023年
是我国著名导演谢晋诞辰100周年。上海电影（集团）
有限公司 8日宣布，即日起牵头发起举办谢晋导演诞
辰百年系列纪念活动。

谢晋曾执导《女篮 5号》《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
奇》等经典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代表性人物，在海内外
极具影响力。2008年 10月，谢晋因病逝世，享年 85
岁。2018年，他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介绍，谢晋导
演诞辰百年系列纪念活动的“第一站”将从上影出发，
一批老中青电影人将组团探访谢晋故乡浙江上虞。
系列纪念活动还将包括展映、展览、论坛等，并拟推出
谢晋百年纪录片、纪念邮册等。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8日同步宣布，今年 6月在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将与上影集团等联合举
办谢晋诞辰百年论坛，邀请知名电影人代表、影评人
代表，从谢晋导演的经典作品与艺术人生出发，回顾
与之合作的经历与感受，分享这位影坛大师的艺术理
念和精神。在国际影片展映板块的“向大师致敬”单
元，将展映谢晋执导的多部经典作品，其中包括 2018
年重新录制了上海方言配音音轨的《大李小李和老
李》，以及谢晋后期作品中的代表作、上海电影制片厂
出品的《清凉寺钟声》等。

20世纪 80年代，谢晋与秦怡、吴贻弓等就提出要
“办个中国人自己的电影节”。1993年，谢晋等倡导创
办的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问世，他不仅亲自担任金爵
奖评委会主席，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国际影人和
电影机构之间积极奔走联络，直接促进了上海国际电
影节被认定为国际A类电影节。

谢晋诞辰百年：
上海启动系列纪念活动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1.报告书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NEb6W5GN ⁃

Bn7ZgIZVvNT7Q，auuz。
2.查阅方式：邮寄或现场查阅纸

质报告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附近可能受项目影响区域内的居

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向上述地址及联系方

式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表。
建设单位：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八

采油厂，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草滩镇长庆未央大厦南楼，徐主任
029-86503477；

环评单位：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西安市未央区
兴泰七街168号，张工029-81713025；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3年 5月 10日至 2023年 5月

23日（共10个工作日）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八采油厂2023年吴起区域产能
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5月 9日，在太原地铁 2号线大南门站，市民参观
第三届“印记太原”文化创意设计展。

近日，第三届“印记太原”文化创意设计展在山西
省太原市举行，主办方将 200余件获奖作品在地铁站
展出，让观众感知城市的发展轨迹。展览将持续至 5
月12日。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地铁站里赏文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