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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沂、聊城9月 1 7
日讯 (记者 高祥 刘铭 )

18日是“九一八”事件爆
发81周年，而我省临沂、聊
城等地决定在这一天拉响
防空警报。

根据临沂市政府发布的
公告，临沂市18日上午10点
至10点20分将进行防空警报
试鸣。公告称，防空警报试鸣
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群众熟
悉防空警报、灾情警报信号，
增强人民防空意识，提高防
空防灾救护能力。

临沂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有关工作人员称，为进一步
提升人民的防空意识，临沂
市18日还将组织部分学校师
生进行防空演练。

同样，聊城市政府批准，
聊城市将于9月18日10时开
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
报统一试鸣，届时，全市八个
县(市)区共计140台(套)防空
警报器将同时鸣响。

据了解，为使各县 (市 )

警报信号与聊城市区步调一
致，聊城配套建成了空情接
收预警系统、无线电短波二
级网和人防信息化专网，联
通率达到100%。

临沂聊城今天

拉响防空警报

日本对外扩张的图谋100多年从未停息

“窃岛”与“九一八”
均承袭军国思维

1931年的9月18日，炮声轰
隆，炸毁了南满铁路，炸开了沈
阳城。这一炸，在中国人心里烙
上了一道永恒的伤疤。这一天，
成为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
抗日战争的历史起点。

“丧失对历史的记忆，‘心
灵便在黑暗中行走’。”中国社
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说。

“很多时候，‘居安思危’
只是一句口号。而现在则是每
个中国人必须正视的事实。”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
王建学说，当前，日本军国主
义有复活的危险，此时的警报
和钟声，再次提醒人们牢记历
史，激发民族自尊心，增强民
族凝聚力。

日本右翼势力不但不曾
真诚道歉，还用各种方式否认
侵华史实，当今更是变本加厉

制造钓鱼岛“购岛”闹剧企图
占据中国领土。

“日本侵华是铁的事实，
且蓄谋已久。”王建学说，“九

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的起点。当今的所谓钓
鱼岛“国有化”也让人看到日
本军国主义余孽的阴影。从甲

午战争直至现在妄想窃占钓
鱼岛，日本右翼势力对外扩张
的图谋100多年来从未停息。

“‘九一八事变’与窃据钓
鱼岛，均与日本军国主义以及
右翼势力扩张一脉相承。”辽
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超说，
妄图“窃岛”是二战以来日本
右翼势力未得到清算的集中
表现。

朱成山认为，日本强行
“购岛”是否认侵华历史的再
次丑陋表演，是往曾经受到日
本军国主义伤害的中国人民
伤口上撒盐。

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
说，日本的做法是对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
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直接
挑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为挽败局，

日军策划“细菌战”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
无所不干。”刘锡文说，这种伤
害，涉及到临清、刘垓子镇的好
多村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
华日军深感战争形势正在逆
转，便秘密谋划实施了冀南、鲁
西细菌战。这次细菌战是以沿
卫河馆陶、临清为中心，作战代
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
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为日本
昭和十八年，这次细菌战又是
在秋季实施的，故简称“十八
秋”细菌战。

为掩人耳目，侵华日军将
“十八秋”细菌战对外宣称为
“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
鲁西作战”，部队一律称代号，
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
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
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
使用“隐词”、反语。日军战败
后，细菌战部队销毁了杀人器
具、罪证，携相关资料率先潜回

日本，使整个细菌战的罪恶事
实被隐瞒了几十年之久。

1943年8月下旬连降大雨，
卫河流域形成沥涝。岗村宁次
和石井四郎乘机发布实施“十
八秋”细菌战的命令。

霍乱四起，

数十万生灵涂炭

1943年初夏，驻济南日军
将875部队制造的霍乱、鼠疫、

伤寒、赤痢等细菌，绝密地派
专人送到日军部队和空军部
队，要他们按命令去实施散
发。8月27日，日军造成临清县
(现临清市)附近的小焦庄卫河
西岸决口。不久，日军又造成
馆陶县下游15公里的尖豕镇
(今属临西县)东南卫河拐弯处
的北堤决口。

8月，日军造成临清大桥附
近的河堤决口。在决堤放水过
程中，侵华日军乘机把霍乱菌
撒进卫河。带有大量霍乱菌的

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成了疫
区，在没有被河水淹没的地方，
日军就用飞机投放罐头炸弹，
罐头里装的就是霍乱菌。

据老人们介绍，当时卫河
泛滥，村庄被淹，有的村庄上空
还有日军飞机低空徘徊，之后
不久村里就发生了霍乱，得病
的人浑身抽筋、上吐下泻，许多
人来不及救治就很快死去。由
于疾病传染很快，许多人得病
死后连找抬尸体下葬的人都找
不到，一些家庭甚至因染病全
家死光，其中，东王堡村有2000
多人，两个多月时间内就死掉
七八百人，因为病死的病死、逃
难的逃难，全村在霍乱流行后
仅仅剩下32人。

在1943年8月至9月，日军
又造成离卫河不远的金阳河和
漳河大堤决口，使卫河、漳河、
金阳河河水交汇，扩大疫区。

1943年秋天的这场“瘟疫”
横扫鲁西地区，数十万百姓被
夺去了生命。“瘟疫”让聊城村
落荒芜，尸横遍野，成为“无人
区”。

本报讯 《山东新闻联
播》报道，“九一八”事变81周
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山东各
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
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在临沂南北岱崮保卫战
革命遗址、滕州鲁南革命纪
念馆、聊城鲁西北抗战纪念
馆，中小学生和群众瞻仰烈
士，追忆历史，在英雄崮下立
下铮铮誓言，表达他们勿忘
国耻、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

在威海乳山市徐家镇初
级中学，全校500多名师生在操
场上列队摆出“勿忘9·18”的字
样，官兵们与同学们一起面对
国旗庄严宣誓，表达报国图强
的坚定信念。

我省各地

纪念“九一八”

82岁老人回忆日军鲁西细菌战暴行

“大片村庄成了一片废墟”
本报记者 刘铭

17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薛阁小学，学生们在“勿忘国
耻 爱我中华”横幅上签名。 新华社发

17日，鲁西抗战纪念

馆在临清揭牌。侵华期

间，日军以临清为中心，

在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

交界处的卫河两岸，策划

了一场惨不忍睹的细菌

战。刘锡文今年82岁，细菌

战在他童年记忆里留下

的痛苦至今难以忘记。

刘
锡
文

孙
维
华

摄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