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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莽莽雪山而来，一路磅礴东

进，全长6300多公里的长江在我们

生活的这座城市汇入了大海。地理

上，上海是长江的“龙尾”，而从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看，上海无疑发挥

着“龙头”作用。肩负新时代赋予的

任务，上海要唱响高质量发展的主

旋律，谱写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看长江，也是看中国。长江经济

带含“金”量十足，它覆盖中国 11

个省份（直辖市）、110个地级以上

城市，以近20%的国土面积撑起中

国超过45%的经济总量，涵养超过

四成的人口。“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

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

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寄予很高希

望。纵观我国上半年经济增长“成绩

单”，长江经济带中的 10个省市

GDP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在

经济下行压力下展现出澎湃动能。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的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这充分表明，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国进入新

时代、寻找新突破、谋取新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质量发展，其核心就是不能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曾几何时，伴随

经济的快速增长、流域的大规模开

发，众多工业及生活废水直接排入

长江，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2016

年，习总书记在首次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要求，长江经

济带沿线省市必须“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今年，习总书记又一次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

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关键是绿色发展，只有把生态修复

放在首位，立下生态优先的规矩，倒

逼产业转型升级，使绿水青山产出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上

海正在积极为高质量发展探出新

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表示，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核心是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要进一步增强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发挥上海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作用。

不搞大开发，不是说不要大的

发展，而是要通过倒逼产业转型升

级，在坚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

适合的产业，实现科学发展、有序发

展、高质量发展。“同心合意，庶几有

成。”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树

立大局观、协调观、融合观，需要整

体发力。作为“龙头”城市的上海，正

在发挥高端要素市场相对齐全发达

的优势，全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进

而服务长江经济带和全国发展。

2007年5月，习近平到上海工

作刚满两个月，在谋划上海未来发

展时，就提出要“放在国家对长江三

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和

谋划”。要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上海要

发挥关键的龙头带动作用，这是中

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和责任，也

是对上海的期望和鞭策。今年6月，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三省一市

就长三角一体化达成一系列新共

识，形成丰硕成果，共同按下一体化

“快进键”，让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进入快车道。上海要不

断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

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习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

重要意义。”

“龙头”舞起来，龙身才能摆起

来。上海历来就是为全国服务的。坚

持服务国家战略，上海在许多领域

先行先试、率先探路、创造经验。在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上海更要

发挥“龙头”作用，为长江流域乃至

全国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与辐射。

看大江奔流 昂发展“龙头”
方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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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共领导全民抗战的重镇

首席记者 方翔

传承红色基因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 ! ! !中国抗战长达 !"年!上海始终是各方政治"军事

和经济力量的焦点和重点之一#从 !#$%年$#%!&&后成

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到 %#$'年$&%%$&淞沪抗战爆

发成为全民抗战后第一次大规模会战主战场!再到$孤

岛&苦斗!直至抗战全面胜利' 作为社会科学重大委托

课题$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的子课题成

果!(中共与上海抗战) 充分运用课题收集的海外和海

峡两岸历史资料! 许多资料都是课题组新近挖掘而得

以重新面世的!一经公布!已在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作为共赴国难的全民抗战!中共领导抗战!必然涉

及与国民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中共与上海抗战) 对此

作了很好的疏理!不迴避矛盾!对重要环节和事件作了

很清晰的交代!使历史的结论更令人信服'

徐建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全民抗战的
焦点和重点之一

! ! ! !今天是“!·"#”淞沪抗战爆发
!"周年纪念日，淞沪抗战是全国
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乃至
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上都占据
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始终冲锋和
战斗在抗敌御侮的最前线，参与和
领导了上海抗日斗争的全过程。

七个阶段 参与领导
“$%"&年以来，在中共上海市

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上海市哲学社
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上海抗战与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正式立
项，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
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教授、上海抗战研究会会
长张云说，“近日，由国防大学政治
学院韩洪泉撰著的《中共与上海抗
战》一书首发，就是这个课题一个
子项目的重要成果。”

经过学术界多年研究，'& 年
抗战期间，上海军民的抗日斗争大
致可分为七个阶段，“中共始终冲
锋和战斗在抗敌御侮的最前线，参
与和领导了抗日救亡的全过程”。
韩洪泉介绍，第一阶段，自 "()*年
“(·*!”事变至 *()$年“*·$!”淞沪
抗战，这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兴起
和上海军民抗日救亡斗争的第一
次高潮时期，也是中共开始自觉领
导上海抗战的时期。
第二阶段，自 *()$年《上海停

战协定》签订至 *()+年华北事变
前夕，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低潮
时期，也是上海各级党组织遭受重
创、分散坚持救亡斗争的时期。

第三阶段，自 *()+年华北事
变至 *(),年卢沟桥事变前夕，这
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由低潮逐步
兴起并掀起第二次高潮的时期，也
是中共调整方针政策、发挥骨干作
用、推动抗日救国运动时期。

第四阶段，自 *(),年卢沟桥
事变至“!·*)”淞沪抗战，这是上海
军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时期，也是中共坚持统一战线、扩
大群众基础、领导全民抗战时期。

第五阶段，自 *(),年 **月淞
沪抗战失利至 *(&* 年 *$ 月太平
洋战争爆发前夕，这是上海人民在
“孤岛”环境中继续坚持抗日救亡

的时期，也是中共利用“孤岛”有利
形势、创造性开展抗日斗争时期。

第六阶段，自 *(&*年 *$月上
海全面沦陷至 *(&&年“天亮运动”
前夕，这是上海人民坚持隐蔽斗争
的时期，也是中共隐蔽精干、深入
群众、积蓄力量的时期。
第七阶段，自 *(&&年“天亮运

动”至 *(&+年抗战胜利，这是上海
人民准备里应外合、迎接最后胜利
的时期，也是中共团结教育群众、
准备起义、争取解放上海的时期。

五个方面 重要贡献
“上海抗战在抗日战争史上具

有特殊的地位，中共领导下的上海
抗战是沦陷区坚持抗战的光辉范
例。”韩洪泉表示，其历史贡献主要
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加强党的建设，奠定领导
抗日斗争的坚强组织基础。抗战期
间，上海组织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
程。*(),年江苏省委重建后，很快
成为在上海领导抗战的各党派中
群众影响最大的力量，并适应形势
任务需要，调整领导抗战的政策策
略，不断推动抗日形势向前发展。
二是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和坚

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共谈判
二次合作的过程中，上海地位突
出、功不可没，是各方联络的重要
枢纽。抗战时期，党在上海始终高
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坚持和发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最广大的爱国
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为赢得抗战
胜利积蓄了力量。
三是团结进步力量，领导各界

群众各条战线的救亡斗争。在党的

领导下，上海各阶层的爱国群众在
抗日救国旗帜下并肩战斗，书写了
可歌可泣的篇章。
四是开展武装斗争，在上海郊

县广泛开展游击斗争，积极配合新
四军作战，并为配合新四军开辟苏
南、苏中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发挥奠
基和推动作用。
五是发挥独特优势，大力支援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的
支援工作涵盖人力、物力、财力等
方面，贯穿全国抗战全过程，尤其
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其他
地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四个方向 深化研究
对于未来研究方向，韩洪泉表

示还要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要进
一步挖掘史料，特别是要注意搜集
国外的相关档案资料；二是要进一
步细化研究，比如领导隐蔽战线斗
争、领导警察系统斗争等问题的研
究还要加强。“第三，我们还需要进
一步拓展视野，以跨学科的力量进
行深度审视和专业探究，以更开阔
的视野展开比较研究，如共产党领
导下的上海抗战与国民党及其他
力量领导下的上海抗战，党领导上
海抗战与领导其他沦陷区大城市
的抗战，上海抗战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反法西斯斗争等。”韩洪泉说，
“第四是要进一步服务现实，中共
与上海抗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
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
严肃的学术课题，也是生动的教育
资源。加强物质遗产的保护、开发
和利用，推进教育资源的继承、传
播和弘扬，既是鉴往知来的现实需
要，也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 今天是$&%%$&淞沪抗战纪念日!原本周一闭馆的

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正常对公众开放! 不少市民带

着孩子前来瞻仰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