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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纪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隆重纪念

今天是“七七事变”77 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
周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纪念
仪式，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也将同步直播。

■盘点

“逢五”“逢十”纪念活动规模大
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周年纪念日，都会有
纪念活动。每年的纪念活动规模并
不相同，“逢五”和“逢十”的年份规模
会比较大。最重要的纪念地点就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坐落
于全民族抗战爆发地——北京卢沟
桥畔的宛平城内。纪念馆在 l987年7
月 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 50周年之际
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
了馆名。1997年 7月 7日，纪念馆二
期工程竣工，江泽民亲笔题词：“高举
爱国主义旗帜，以史育人；弘扬中华
民族精神，振兴祖国。”

在普通的年份，每年的 7月 7日，
纪念活动会如期举行，主要是以各界
赴纪念馆悼念等形式纪念。

但在有些节点年份，会采取举办
活动，演唱抗战歌曲、朗诵抗战诗歌
的形式进行纪念。

2005年 7月 7日，在纪念馆举行
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伟大胜
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主
题展览开幕。这场活动的规模，可以
说是历年 7月 7日纪念活动中，规模
最大的之一。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
春、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等多位国
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时任北京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岐山主持开幕式，开
幕式有2000人参加。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当天
现场伴随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乐曲声，60发红色信号弹射向

天空，3000羽和平鸽飞上蓝天。
2012年，恰逢全民族抗战爆发75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中
国音乐家协会爱乐乐团共同举办了
主题音乐会。

在有些年份，为了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还会推出周年纪念封和相关
书籍。

2007年，抗战馆在当年的 7月 7
日举行了千人大会，纪念全民族抗战
爆发 70周年，同时举办《难忘七七珍
爱和平》史料展。

与之相配合，抗战馆推出了一枚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0周年的纪念
封。由抗战馆参与的纪念抗战历史
书籍——《北京抗战遗存》和《抗战家
书》在京首发。

■解读

“普通年份高规格此前少”
上海师大教授、抗日战争史专家

苏智良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在中国人
民全民族抗战爆发的“逢五”和“逢
十”的年份，纪念活动会比较大。而
在普通年份，也会有高规格的官员出
席，但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时候非常
少。类似今年这种普通年份，纪念的
规格如此之高，在此前非常罕见。

在他看来，今年的规格高，原因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全国人大通

过的“两日”决议，今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两个决定，分别将9月3日
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二是由于目前的
东北亚形势。

苏智良表示，明年是中国抗战胜
利70周年，各界都非常关注，为了明
年的准备，今年规模会大一些。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苏智良认为

是中日关系。日本安倍内阁上台后，
正在改变国家的走向，7月1日通过了
解禁集体自卫权，企图逐步使日本成
为一个能够战争的国家。苏智良说：

“亚洲历史已经走到了重要关口。在
这个时候，我们重温历史，有现实的
意义，令中国老百姓提高警惕，同时
告诫国际社会，比如美国，不要拿起
别人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三峡工程将进行
整体竣工验收
经20年建设，已进行6年试验性蓄水检验

三峡工程建设经过20年的时
间已如期完成，并进行了6年试验
性蓄水检验。国务院将对三峡工
程进行整体竣工验收。

按中国有关水利水电工程验
收规程，工程在全部完成建设内
容、各单位工程能正常运行并经
过专项验收的基础上，经过一个
汛期运行后，可进行整体竣工验
收。

经过6年的试验性蓄水以后，
三峡库区地质总体安全稳定，水
库水质总体良好，验收的各项准
备已经就绪。

国务院三峡办技术与装备司
司长周宪政表示，验收委员会已
经成立并开始工作。国务院副总
理汪洋担任验收委员会主任。

周宪政称，验收主要范围是
国家批准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
设内容，以及增建的三峡地下电
站和电力送出工程。

■解读

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
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以
及枢纽工程验收组专家组组
长陈厚群院士对相关问题进
行了解读。

陈厚群表示，三峡工程是
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为切实
保证其安全、科学、持续运行，
国务院三峡建委在三峡工程
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基本完成
后，安排了6年时间进行试验
性蓄水运行，以检验其安全性
和可靠性，目前已顺利通过了

几年来运行实践的检验。
监测表明，各项指标均在

设计或预测范围之内，库区地

质总体安全稳定，水库水质总
体良好，三峡工程质量、功能
等都得到了相应的检验，验收
的各项准备已经就绪。

陈厚群说，今年6月底前，

验收委员会完成组织机构的
设立和验收大纲的审定。
2015年6月底前，中国工程院
提交第三方独立评估报告。
2015年第四季度，完成各项工
程的竣工验收，并形成整体竣
工验收报告。2016年第一季
度，将召开验收委员会全体会

议，讨论作出整体竣工验收结
论，提请国务院三峡建委全体
会议审议并报国务院审批。

三峡工程怎么验收？

5月22日，乘客在北京大北窑南等待乘坐开往燕郊
的814路公交车。曾有媒体报道，这种每天早上跨省上
班的人在燕郊至少有30万。

京津冀公交地铁拟一卡通
交通一体化规划方案将出台
涉及航空、公路、港口等多方面合作

为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
化发展，今后京津冀地区将
实现地铁、公交一卡通通行，
为京津冀市民生活带来便
利。

5日，据天津有关部门负
责人透露，京津冀三地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近日对三地交
通协调发展规划进行了磋
商，京津冀将出交通一体化
规划方案，该方案将分几段
实施，涉及航空、港口、公路
等多方面合作。
京津冀达成“一卡通”
互通共识

“天津的卡到北京坐公
交、地铁也是可以的，以后就
是区域内使用联网售票。”据
天津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介
绍，京津冀协同发展必然是
交通一体化先行，三地交通
主管部门达成共识，确定今
后在航空、港口、公路等多方
面都有合作。包括路网一体
化、服务一体化、信息一体化
等。路网是按照近远期规划
加紧建设三地公路网络，服
务方面就是一卡通互通等。

还有客运线路优化，也
是三地交通部门协作下一步
要解决的。“以前都是各省市
有长途车到外地，但现在三
地是一个区域概念了，不是

以前的三个点了，所以就要
考虑对重复的线路进行调
整。”

据了解，近日交通运输
部党组书记、部长杨传堂先
后到天津、河北、北京就京津
冀交通一体化开展调研。

他指出三地要着力促进
区域交通运输协同管理，推
进区域交通信息服务对接，
力争实现区域公交“一卡
通”、客运服务“一票式”、货
运服务“一单制”。
京津冀等部分区域
有望率先联网

城市公共交通一卡通起
步于1999年。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 254
个地级以上城市发行一卡
通，总数超 3.5亿张，仅北京
市就有 7000多万张，使用范
围覆盖公交、地铁、出租汽车
等多种交通方式，并在部分
城市扩大应用至小额消费支
付。

交通运输部此前表示，
按照计划，一卡通互联互通
工作争取到2016年初步完成
大中型城市互通；2020年，在
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公交一
卡通跨地区、跨交通方式的
互联互通。京津冀地区有望
率先试点联网。

■相关新闻

天津机场开通大巴接北京客
5日，天津机场在全市 5

个交通枢纽站推出三条机场
巴士专线，可直接转运来自
河北以及北京南部地区乘客
到天津乘飞机。

当天，“机场—天津站”、
“机场—河北客运站—津宇
客运站”、“机场—天津铁路
西客站—天环客运站”三条
机场巴士专线同时开通。这
三条线路的开通，基本实现
了辐射天津市，接驳北京南

站以及河北省保定市、唐山
市、沧州市、黄骅市、盐山县
及白沟、霸州等地区的长途
客运旅客。

早上 10点，来自北京的
王先生一家已经在天津机场
等待值机。王先生说，从南
站乘坐早上 7点多的城际列
车到天津，再从天津东站直
接转机场巴士到天津机场。
全程用了不到2个小时。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