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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档案局昨日还公布了我省馆藏抗战档案

资料及开发利用情况。据悉，经过几代档案人的

广征博收，省档案馆积累了抗战档案资料2万多

卷册。主要分类包括三类.

第一类是日军侵皖档案资料 738 卷册。其

中，一部分日军侵华的图片资料 170 卷册、为迄

今国内收藏最为齐全的日本出版侵华画报资

料。这些图片资料记述了“七七事变”至1941年

10 月日军侵华的所有战线、战役和战况，涉及全

国各大城市和我省各地，已成为日本侵华罪行的

铁证。另一部分是日伪机构档案568卷，主要包

括汪伪安徽省政府、日伪安庆和蚌埠海关转口税

局、日本华中矿业股份公司等机构档案。

第二类是中共安徽地方组织抗战档案材料

85 卷。主要是新四军和淮南、淮北、皖江抗日根

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形成的档案材料。

第三类是国民党政府抗战档案资料 19520

卷。主要包括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和

60 多个县政府及其军警特机构的档案材料，安

徽省高等法院审判汉奸案件档案材料等。

我省收藏了
国内最齐全的日版侵华画报

为纪念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武警水电一总队驻淮南

部队通过参观新四军纪念林、聆听新四军老战士讲述抗战经历，牢

记历史、勿忘国耻。图为 7 月 7 日，武警水电一总队驻淮南部队战

士在淮南新四军纪念林陈列馆认真聆听 95 岁新四军老战士任卫

斌讲述抗战经历。 陈彬 记者 圣林 文/图

粮弹两缺之际
四处奔走,筹划募捐

在新四军参谋长张云

逸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

队粮弹两缺之际，吕惠生毅

然以地方领袖的身份，四处

奔走，筹划募捐，不遗余力，

为江北游击纵队的组建和

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1941 年 5 月 1 日，皖中

地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

政权——无为县抗日民主

政权，吕惠生任县长。

1942年7月，吕惠生任

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同年底

加入中国共产党。皖中行

政公署政务头绪繁杂，从减

租减息到武装民众、从财政经济到文教卫生事业，吕惠生无不恪尽

职守。他坚持走群众路线，经常轻装简从，深入农家进行细致的调

查研究；他注重文教工作，领导创办了皖江各县联立中学。

被捕受尽折磨，英勇就义

吕惠生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大事来抓，领导

完成了皖江抗日根据地最大的水利工程——无为长江大堤黄丝滩

江堤的建设。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工程胜利竣工的消息，

赞扬它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出色工作。为了表彰吕惠生的贡献，该

江堤后被命名为“惠生堤”。

1945年9月，新四军七师和皖江行政公署奉命北撤，吕惠生在

北撤途中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使用了种种手段来威胁、折磨

他，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敌人无计可施，于 1945 年 11 月 13 日

将吕惠生杀害于南京郊外的六郎桥边。他在狱中留下遗诗一首，

以抒怀：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鲁敏 吴人迪 星级记者 俞宝强

之五

星报策划XINGBAOCEHUA

能否利用省博老馆建
安徽抗日战争纪念馆？
省政协召开协商会支招抗战文物保护与利用

吕惠生：
粮弹两缺,奔走募捐
被捕入狱，视死如归

吕惠生（1903~1945）。安徽省无为县人。20岁时，考入国立北

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为富有正义感的地方知名人士。

七七事变后，吕惠生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记者 祝亮

昨日是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78周年，省政协在当日召开协商会，支招抗战文物保护与利
用。会上，多位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甚至还带来极为珍贵的抗战文物进行现场展示……

在肥某高校退休教授，民间抗战文物保护公

益人士张兴华退休后，致力于抗战文物保护利用

工作，积极开展公益收藏，先后征集500余件价值

较高的抗战文物，自办家庭式“抗战文物陈列室”。

他建议建立安徽抗日战争纪念馆，打造安徽

抗战文物展陈的高端平台。据其了解，很多省市

包括湖北、江苏、浙江等邻省已建成省级抗战纪

念馆，安徽有理由、有条件、有必要建立“安徽抗

日战争纪念馆”。“我认为利用安徽博物馆老馆建

‘安徽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届

时，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民间抗战文物收藏人士，

将会乐于向纪念馆捐赠抗战文物。”

会议进行中，张兴华还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他

收集的几件珍贵抗日文物，其中包括日本神风特

工队的头巾、美国飞虎队队员的臂章、慰安妇标

识等等。

会场惊现
神风头巾、飞虎队臂章

会上，民建安徽省委的政协委员建议，我省

可以将抗战文化旅游资源与其他红色旅游、自然

风景旅游资源等有机整合，连城线，形成片，提升

吸引力和感召力。

“我们可以利用抗战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

化，运用文化创意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度策划，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活态再现英勇奋战、可歌可

泣的抗战场景，让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入

其情境之中去感受、体验，从而入脑入心，从中受

益。例如，可借鉴山西省某地‘穿一身灰军装、当

一天八路军、打一场游击战’的互动体验红色旅

游发展模式，根据我省实际进行再创新，从而实

现抗战‘历史遗产’向‘文化产品’的华丽转身，推

动相关旅游业转型。”

“让游客当一天八路
打一场游击战……”

“我省抗战遗址、遗迹、纪念设施虽较为丰

富，但可移动文物、实物资料却严重缺失，大量可

移动抗战文物分散在全省各地，缺乏有效整合，

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与利用。”

省政协委员、安徽医科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

祖云呼吁有关部门、单位，可以多渠道征集抗战

文物。如依托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省中共党史

学会、省历史学会等学术团体，依托各类收藏爱

好者协会，包括个人收藏爱好者，寻找线索，征集

文物。甚至可以在拍卖会上寻宝，在网店淘宝，

尽可能收购珍贵抗战文物。

可以依托抗日名将后代征集遗物，争取抗战

老战士亲属、子女的支持、捐赠。在台湾各类博

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中寻找抗战文物资料，依托

在台湾的安徽老乡会、各地同乡会和在台湾抗战

老兵的后代征集抗战文物。

还可以依托海外华人，尤其在美国、日本、俄

罗斯等国的爱国华侨中寻找我省抗战文物。

委员建议可
淘宝收购抗战文物

“抗战时期的历史遗址和文献遗存展览，往

往最直观地呈现历史，因此这些内容，无论是情

景设计、图片史料或是文字诠释，都应该真实确

凿，不可限于泛泛的宣传性表述。”安徽大学历史

系教授陆发春以淮南市大通“万人坑”教育馆为

例：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负载着上个世纪六十

年代以来安徽人民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在皖犯下

滔天罪行的一处罪证类型文物遗址，但是其核心

展示的三个“万人坑”没有得到很好地解读，没有

正面回答死亡矿工人数13000的来历，须进一步

补充史实。

他认为，文物保护相关单位要吸收史学界最

新研究成果，加强抗战时期地域历史的研究，将

日军占领淮南期间的罪恶历史和日本对淮南煤

矿掠夺历史相结合，构成完整的“万人坑”形成历

史证据链。

“淮南万人坑”
具体数字尚须补充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