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退休党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4 周年 

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文艺演出圆满举行 

【本报讯】7月 2日上午，离退休党委在我校天佑会堂举办“北京交通大学离退

休党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4周年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文艺

演出”，500余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活动。校党委书记曹国永，校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颜吾佴，学校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处、后勤集团、校医院

负责人和各二级党组织负责人出席演出。 

纪念大会开始，曹国永书记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致辞，他代表学校党委向老

党员、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

的问候。他表示，94年前，国家贫穷落

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是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

的大事，中国人民从此踏上了争取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

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在抗

日战争凝聚起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后人砥砺前行。今

天，老同志们用歌舞抒发爱党、爱国之情，

抒发对和平幸福生活的热爱，传递正能量，

将激励我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永葆革

命本色。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精彩纷呈，15个节目中有合唱、朗诵、舞蹈、越剧等

多种形式。离退休老党员与社团的老师们个个神采奕奕，他们一起用文艺演出

的形式庆祝党的生日，歌颂党的功绩，用歌声表达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用舞蹈展现他们退休后的幸福生活。（下转第二版） 主编：薛成海         编委：吴培德   赵洪义  徐志平   刘文英       责任编辑：刘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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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4 周年 

难忘少年时的经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节选）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我回忆起日本侵华时期一段平凡而难以忘却的经历。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同年 11月 5日我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大成村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爷爷、奶奶已早逝，当时家庭有：爹、娘、我和伯父、伯母及三个堂

兄、一个堂姐，共九口人；只有十三亩簿地和一头小驴。我就是在祖国危难和家庭贫困的岁

月里挣扎成长起来的。 

    1937 年，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大举侵占我华北地区。不久，日本鬼子

的魔爪伸入到我的故乡，老百姓终日不得安宁。日寇在其占领区各据点建筑炮楼；同时加紧

修筑公路、铁路--将掠夺得大量中国物资财富（如山西的煤炭……）运回日本。日本鬼子在

我们村西北和村东北各建筑了一座炮楼，两炮楼之间挖成宽、深各 2丈多的封锁沟；在村西

修了一条从衡水通往枣强的公路；在村北修筑了石家庄至德州铁路线。 

    日本鬼子在建筑炮楼和修路时，天天向各村要民工去干活。为加速工程进度，还经常到

村里抓人去干活；有时连妇女和少年儿童，也驱赶去参加建筑炮楼或修路劳动，同时日伪军

便乘机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我小的时候，曾被驱赶去参加建筑炮楼搬砖劳动；也被驱赶拿着

铁锨，到肖庄附近参加修路劳动。 

日本鬼子的炮楼建成后，我们村里人到封锁沟北边自家农田里去干活时，都要绕到鬼子

炮楼跟前，经日伪军搜身检查后，才能去田里干活。 

日本鬼子为防御八路军、游击队利用树木作掩体打击他们，强迫老百姓将道路两侧和村

子周围的树木全都砍伐光了。我们刘氏祖坟里几十棵松树，都砍光了。 

今天的中国，相比于我少年时代的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几十年的学习、实践，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祖国的繁荣

富强也就没有我的一切。现今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实现祖国繁荣富强,

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共同奋斗，我愿为此献出余热。（刘庆东供稿） 

 

 我爱交大这个家（节选） 

我已年逾九十高龄，历经沧桑。旧社会虽有职业，但总在风雨飘摇之中，直到新中国成

立前夕被调进刚接管的北京交通大学才算安定下来，有了家的感觉，从事教育一干就是三十

年。我在校虽不是教育第一线，但在当时的校务领导部门做的是文秘教辅实际工作，因而对

校情知之较多。我参加北京交大工作以来从城内府右街旧址迁至西郊上园村新校园的过程中

都留下了我的汗水和墨水，她和我的人生已经凝结在一起。在校与学者、学子与日为伍，教

与学的良好氛围也在熏陶着我的内心世界，使知识和做人品德修养也得到了提升，所以我挚

爱这个家。八年前四校举办 110周年校庆时，我曾书写了“我爱交大供职京校，退休于兹情

系似家”的条幅参加了书画展以抒情怀。 

回思北京交大的发展进步，欣慰地看到她早已成为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知名高等学

府，我以能在其中起到一个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引以为荣。我人虽老矣，但仍愿为这个家献点

正能量，我把对学校概况的理解以“校名六字诵”写出，希望迎来更多的交大人。 

               北方明珠高等学府，京城创建历史悠久。 

               交流科技专业教授，通往全球校友遍布。 

               大有作为硕博沃土，学科齐全人才辈出。（刘应泉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