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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鄭治祖及新華社、中新

社報道，為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

准，國務院發出通知，公布第三批80處國家級抗

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退役軍人事務部發出公

告，公布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港九獨立大隊政訓室事務長曾福、港九獨立

大隊市區中隊義務交通員馮芝、港九獨立大隊海上中隊班長曾佛新等烈士，入選第三批抗日英烈名

錄，港九獨立大隊大嶼山中隊劉春祥等十二名龍鼓洲戰鬥犧牲英烈，入選英雄群體名錄。位於西貢

的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則入選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周年周年5577

保護辦法頒布後
海外紀念地首入選

緬甸仁安羌大捷紀念碑

位於緬甸的「仁安羌大捷紀念碑」落成於2013年1月。1942年4月，
在緬甸伊洛瓦底江畔的這片高地上，中國遠征軍38師113團浴血奮戰，
以不足一團之兵力，擊潰數倍於己的日軍，救出英國士兵、記者及美國
傳教士近7,500人。這場後來被稱作「奇跡」、「詩篇」的戰鬥，令全
世界對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刮目相看，讓反法西斯同盟的士氣為之大振。

巴新中國將士同胞陵園

遠在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拉包爾地區，在2010年建成的
「中國抗戰將士和遇難同胞陵園」也是首批列入名錄的海外紀
念設施之一。二戰期間，近千名中國將士和平民被日軍俘虜後
強行擄到這裏勞役。將士們受盡日軍虐待，數百名將士和勞工
不堪折磨，壯烈犧牲，最終長眠於此。

俄羅斯東北抗日聯軍紀念設施

另一處列入名錄的紀念設施是位於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葉拉布加鎮
維亞茨克耶村的「中國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與紅軍遠東第2方面軍第88獨立
步兵旅英烈紀念設施」。在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東北抗日聯軍堅持東北抗
日游擊戰爭，配合蘇聯軍隊進軍東北殲滅日本關東軍，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
覆滅，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公布的第三批8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中，還包括三處分別位於緬甸、巴布亞新幾內亞及俄羅斯的紀念設施，為
名錄首次出現位於海外的抗戰紀念設施。三處設施都記載着中國軍人在世
界反法西斯戰場上的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查閱，今年2月，經國務院、中央軍委同意，退役軍人事務

部、外交部、財政部、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合發布《境外烈士紀念設施
保護管理辦法》。《辦法》共20條，對境外烈士紀念設施保護管理的總體
要求、管理體制機制、保護內容方式、相關責任等作出具體規定。新華社
的相關報道顯示，目前中國約有180處境外烈士紀念設施，分布在27個國
家，共安葬烈士約11萬人。 來源：人民網及外交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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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國務院日前
發布《關於公布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
遺址名錄的通知》（《通知》），香港特區西
貢區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被收錄其中。多名
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對
此表示歡迎，認為此舉能令香港市民了解及認
識到抗戰歷史的意義，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和
抗戰精神，明白「一國」完整的重要性，並建
議特區政府加強保護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
同時籌建永久性「中國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
及「抗戰歷史文物徑」。

倡建紀念館及文物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表示，日本侵華期間，香港雖在港英管
治下，但在日本軍國主義眼中，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三年零八個月抗戰期
間，全國人民，包括香港與內地民眾齊心奮
起反抗，最終取得了勝利。這段經歷提醒了
大家應該明白及體會國家完整的重要性，
「不要以為和平是必然的，只不過是背後有
強大而富強的國家及解放軍保護着香港。」
他並建議，特區政府應籌建永久性「中國

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立即興建需時

長，可將香港其中一個博物館先改為抗戰歷
史紀念館」，並強調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
被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及興建抗戰歷史
紀念館可提升港人的國情教育，令他們深刻
認識到誰才是真正的烈士英雄，誰又是想分
裂國家的邪惡力量。
西貢北鄉事委員會主席李耀斌表示，斬竹

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在歷史上具有深層意義及
價值。抗戰期間，英國殖民統治政府投降，
香港同胞即自發抗日，令後來英國人都沒有
顏面重提此事。國家公布的有關《通知》，
有助香港進一步大力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和
抗戰精神。他建議特區政府興建「抗戰歷史
文物徑」，加強沒有接觸過抗戰歷史港人的
國民教育。

籲裝閉路電視護文物
工聯會北區區議員温和達表示，為了防止

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被再次塗污或破壞，
他建議特區政府安裝閉路電視，連接相關看
管部門，並將政府荒廢的設施改建為抗戰歷
史紀念館，展示各種抗戰文物及文獻，開放
予市民參觀，讓港人學習抗日英烈的英雄事
跡，進一步增強民族凝聚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家好）
入選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
遺址名錄的西貢斬竹灣抗日英烈紀
念碑，是由一群東江縱隊老戰士及
西貢居民發起籌建，獻給為香港、
為國家捐軀的西貢抗日烈士。

東江縱隊戰士等發起
1984年9月，當年東江縱隊總司

令曾生訪美加後途經香港，到達西
貢，與當年的港九獨立大隊隊員會
面，前往爛泥灣、黃石及北潭坳等
戰時據點憑弔，大家撫今追昔，不
勝唏噓。
當年這批游擊隊員不少是西貢村

民，地方人士認為他們抗日時期的
英勇事跡、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值得
讚揚。因此，大家發起在北潭涌建
立紀念碑，並由曾生為碑題字，有
關的撥地申請、圖則設計及籌款興
建的工作亦隨後展開。
建碑的籌備工作進行頗為順利，

建築費約70萬元，各區鄉紳、各
界社團及海外華僑均踴躍捐輸，政

府亦於西貢斬竹灣撥出土地。工程
於1988年3月底動工，年底完成。
紀念碑由廣州華南工學院義務設計
圖則，並派出設計師來港設計模
型。

犧牲西貢居民葬碑園
紀念碑於 1988 年 3 月 29 日動

工，1989年1月23日揭幕，其後以
8月15日定為謁碑日，每年舉行隆
重的謁碑典禮。紀念碑坐落於西貢
斬竹灣西北岸一山崗上，在大網仔
路旁。紀念碑高20公尺，碑體以步
槍為主題，象徵抗日武裝力。紀念
碑正立面，鑲了一塊青石碑，上刻
有碑文，記錄了三年零八個月抗擊
日軍侵略的事跡。同時，紀念碑所
坐落的烈士碑園內，埋葬着1941年
香港保衛戰時犧牲的西貢居民。
去年9月28日，在「烈士紀念

日」前夕，竟有黑暴分子塗污該座
紀念碑，寫上辱華字句，幸有志願
者知悉情況後專程前往清潔並敬獻
花束，紀念碑才回復原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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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福（1921－1943）
港九獨立大隊政訓室事務長

出身於貧苦家庭。1942年2月，參加廣東人
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後受命在日本駐沙頭角
的憲查隊當隊員，負責收集敵人情況，秘密傳遞
情報，掩護革命同志安全通過日軍崗哨等任務。
1943年3月上旬，對日偽軍隊的一次戰鬥中，
他奉命帶領武裝班執行掩護任務。當時班裏的主
要武器只有兩支衝鋒鎗，面對1,000多敵人毫無
懼色，選擇有利地形，鎮定地指揮戰鬥，打退了
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敵人發現他的指揮陣地
後，遂集中所有火力猛烈攻擊，中彈犧牲。

馮芝（1892-1944）
港九獨立大隊市區中隊義務交通員

在傳遞情報過程中不幸被捕，日軍放狼狗咬
她，又給她上電刑，但是她始終堅持不暴露秘
密，最後和一個19歲的女游擊隊員一起被日軍
殺害。

曾佛新（1921-1944）
港九獨立大隊海上中隊班長

1942年2月參加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
大隊海上中隊。1944年11月30日，海上中隊在
黑岩角海面襲擊日軍一艘滿載物資運輸電船的戰
鬥中，他隨2號火力船，向敵船右側衝去，在靠
近敵船時，奮不顧身，率先跳上敵船，與敵激
戰，迫使敵人投降，但自己中彈犧牲。

劉春祥等十二名龍鼓洲戰鬥犧牲英烈（1943）
港九獨立大隊大嶼山中隊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及紫荊網

江蘇
侵華日軍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
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秦淮
區利濟巷

吉林
豐滿萬人坑遺址
位於吉林省吉林市豐
滿區江南鄉孟家村

廣東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珠江
縱隊司令部舊址
位於廣東省中山市五桂

陝西
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舊址
位於陝西省漢中市
城固縣

澳門

部分入選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及遺址
澳門冼星海紀念館
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俾
利喇街151—1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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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公布的8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主要包括
紀念抗日戰爭時期發生的重要戰役戰鬥、為抗日戰爭

作出突出貢獻的著名英烈、為支援中國抗戰而犧牲的知名國
際友人的紀念設施、遺址。其中大多已被公布為全國愛國主
義教育示範基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烈士紀念
設施、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國家國防教育示範基地。

185名英烈及群體入選
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的遴選，綜合考慮了英烈

的抗戰事跡、犧牲情節和社會影響力等。這些英烈涵蓋了抗
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個方面，包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
路軍、新四軍、華南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
武裝，國民黨抗日將士，民主愛國人士和援華國際友人等不
同群體的代表。

港九大隊直屬東江縱隊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多位英烈入選國家第三批抗戰

英烈名錄。
史料記載，日軍於1931年入侵中國東北省，並在1938年

10月23日登陸大亞灣，正式進侵廣東。1942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宣告正式成立東江縱隊。日軍於1941年12月突襲
香港，守軍節節敗退，香港終於同月宣告淪陷。
其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派出武工隊進入新界，營救

滯港的文化人士及開闢香港的抗日戰線。1942年2月3日，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的教堂宣告
成立，及後改稱港九獨立大隊，直屬東江縱隊司令部。當時
隊員逾千，大多為本地人士，包括農民、學生和海員，主要

於新界西貢一帶活動，以加強在東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抗
日力量。
港九獨立大隊組成後，積極對日軍發動攻勢，包括派遣短
槍隊襲擊日軍據點、截擊日軍運輸隊伍，以及伏擊漢奸；又
發動「紙彈戰」，到處派發抗日宣傳單張；更與東江縱隊護
航大隊互相配合，除保護漁民及海上航道外，又破壞日軍的
海上運輸，並以炸藥包、漁炮、手榴彈、短槍等武器攻擊日
軍。
同時，港九獨立大隊還與盟軍、英軍服務團等緊密合作，

除協助營救大批盟軍及國際友人外，又成立「國際工作小
組」，協助盟軍部署對日反攻作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英國則於1945

年9月1日重新接管香港，港九獨立大隊奉東江縱隊命令撤
離，但其後又應英方請求自發組成自衛隊以協助維持新界治
安。及至港府於1946年9月重開各區警署後，自衛隊
才陸續解散。

■■ 香港各界代表在位於香港各界代表在位於
西貢的斬竹灣抗日英烈西貢的斬竹灣抗日英烈
紀念碑前深切緬懷香港紀念碑前深切緬懷香港
抗日先烈抗日先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東江縱隊老戰士東江縱隊老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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