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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中国共产党

2022 年 12 月 24 日

姓名：张永豪 序列号：19 学号：222003872 班级：大数据技术 2203

2020年 9 月 3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

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这是总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14 年历史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

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洗刷了

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启了古

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勇敢

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最早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率先开展抗日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尽管这时的抗战还是局部的，但中

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最早宣传者

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期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发

生的第 3 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随后，

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

地的野心，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

1932年 4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就发布了对日战争

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早 9 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

共产党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对唤醒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励更多中华儿女奋

起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收复东北。1931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区的指示。

杨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赴南满、东满、北满等地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到 1933
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

武装力量。从 1936年初到 1937 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

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共有 11 个军 3 万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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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东北抗日联军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粉碎敌人多次“讨伐”，歼灭大量日军，

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在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和支援国民党爱国军队

和各抗日武装的斗争。

1932年 1 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共江苏

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立即发动群众，有力支援前线。1933年 5 月，

冯玉祥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约有 300 名共产

党员参与其中。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基层组织，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6 月下旬至 7 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于

7 月 12 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使全国人民受到极大振奋。这

些抗日活动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

其经验，对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兴起，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1935 年 8 月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并于 10 月

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

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呼吁“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

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停

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 12 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两天后，毛泽东

根据会议精神明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

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为促使国民党蒋介

石政府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于 1936年 9 月向全党发出指示，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

确定“逼蒋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得到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在内的全国

各界的积极响应。

1936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

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扭转了中国时局。1937年 2 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著名的五

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必要的让步来争取国民党抗日，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推动了国民

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就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

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9 月 23 日，蒋介石发表

谈话，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不懈努

力和积极推动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

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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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

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

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1936年 7 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提出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

针。为驳斥社会上喧嚣一时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等错误观点，毛泽东于 1938 年 5 月撰

写了《论持久战》，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系统总结全面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中国能够也必

须经过持久抗战而取得胜利，并科学预见了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 3 个阶

段，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

预见。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

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

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较

量。抗日战争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抗战精神成就了抗战胜利的历史伟业。

77 年过去了，抗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历史的记忆永远铭刻。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的

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要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

我们的国家更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更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示：“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

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2022年 12 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