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纪念 

许冬梅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 年春，由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

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为主组成的邓华支队挺进平西，逐步开辟了房山、涿县、涞

水、昌平、宛平等地，并建立了三个联合县政府，扩大了部队，发展了抗日救

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至此，平西根据地初具规模。平西地区包括宛平、房山、

涞水三个县大部，昌平、延庆、良乡、涿鹿、涿县、蔚县、宣化、怀来等县一

部。平西是华北的最前线，是八路军向热河、察哈尔前进的阵地，尤其是坚持

冀东，开辟平北的重要阵地，也是冀中十分区的战略后方。在八年抗战中，平

西抗日根据地抗日烽火像一把尖刀直插华北日伪的统治中心平津张地区的肘腋

之下，消灭、牵制了大批日伪军，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北部屏障和沦陷区人民的

希望，留下了一段如火如荼的光辉岁月。 

为缅怀平西烈士英灵，房山区政府先后修建了平西人民抗日斗争纪念馆、

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平西无名烈士陵园和平西烈士陵园。 

平西人民 抗日斗争纪念馆位于十

渡风景区内， 这里青山野渡，百里画

廊，群山叠翠， 苍松挺拔。纪念馆始建

于 1992 年， 2005 年进行了改扩建，

建 筑 面 积 4350 平方米，展览面积

2500 平方米。 纪念馆正门匾额的上方

书写着“平西 人民抗日战争在平西牺

牲的烈士永垂 不朽”大字。屏风底座上

仿汉白玉雕塑的花环，由周围的花卉包裹，屏风上方的“Ｖ”字母，标志着无数烈

士的鲜血赢得了平西抗日战争的胜利。2012 年 6 月，纪念馆进行全面布展改陈，

按照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展馆划分为序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西抗日根

据地建立”、“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为国捐躯的革命英烈”，

共计六个板块，总计图片约 370 幅，大幅油画 4 幅，文物 268 件。展馆还引入

了艺术场景、多媒体音效、人物全景雕塑等全方位、立体化的展陈手段，反映

了抗日战争时期平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和众志

成城、前仆后继的革命英雄气概，向世人展示着一幅幅血与火的历史画卷。 

陈展的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段催人泪下，难以忘怀的故事，每一件文

物的深处都铭刻着平西人民永远不受欺辱的民族精神。烈士包森，在房山建立

了第一个区级抗日政权，开辟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贡献卓著。1942 年 2 月 17



日，包森带领队伍与日军和“满州队”交战，光荣牺牲，年仅 32 岁。包森是平西

千千万万烈士中的一名，烈士的鲜血谱写着平西壮丽的诗篇，烈士的精神将永

远激励着后人奋进。 

2014 年 9 月 3 日，为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 69 周年，缅怀抗战英烈，

弘扬革命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市民

政局，中共房山区委、区政府在平西

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 69 周年平西烈士公祭活动”。11

时，公祭活动在武警军乐团吹奏声中

拉开帷幕。来自民政部、驻京部队、

市政府、市民政局、房山区的相关领

导，平西十二区县代表以及老将军后代、老革命战士、军烈属、部队官兵、学

生代表等 800 余人共同高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市民政局领导

诵读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平西烈士祭文，祭文字字珠玑、掷地有声。随后，

200 名少先队员共同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着献花曲响起，武警仪

仗队向平西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民政部、市政府、卫戍区、市民政局、房山区

以及平西十二区县代表，平西老战士、军烈属代表上前整理缎带。随后全体人

员向烈士行三鞠躬礼。之后，全体人员有序的参观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瞻仰

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先后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烈士纪

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等称号，有 30 余所大、中、小学校在此建立了德育教育基

地。目前，累计接待社会各界群众 500 多万人次，是房山区主要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精神文明宣传窗口。 

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位于十渡村卧龙山上。烈士碑亭，耸立于群山环抱、

苍松翠柏簇拥之中，显得庄重、肃穆。1985 年，由在平西战斗过的萧克（冀察

冀挺进军司令员）、杨成武（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老将军倡

议，在十渡建立了平西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碑高 1.6 米，宽 3 米，碑

座高 0.9 米，碑身正面刻有萧克同志的亲笔题词“抗日战争在平西牺牲的烈士永

垂不朽”。背面是朱红色碑文，共 1200 字，由作家苗培时撰文，书法家金寄水书

写，碑文详细记载了平西斗争史的英雄业绩。100 名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场

上战斗过的烈士长眠于此。每一个烈士碑上，都记录着烈士的姓名、年龄及事

迹。1988 年 6 月，修建了烈士碑亭。 

平西无名烈士陵园位于十渡镇平峪村，始建于 1998 年，占地 7200 平方米，

是房山区最大的无名烈士陵园。2012年，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进行了整体改造，

改造后的烈士陵园集缅怀、教育、旅游为一体。陵园内安葬着抗日战争时期光

荣牺牲的 700 名无名烈士，姓名无从稽考，事迹照耀千古，气节流芳百世。 

平西无名烈士陵园建成后作为房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年均接待祭



扫人数已达 10 万余人。 

平西无名烈士纪念碑碑文 

平西——抗战时期的北平 西部地区，曾是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战略要地， 是华北抗日战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当卢沟桥的炮声响 起，党中央及时发出建

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加强领 导，派遣干部和八路军

主力挺进平西，与平西人民一 道，以党的建设、武装

斗争和民族统一战线为武器， 同仇敌忾，浴血奋战，

前仆后继，夺取一个又一个伟 大胜利。 

平西作为晋察冀边区的 东北部屏障，抵御着敌

人的疯狂扫荡，经济封锁，它 为孤悬敌后的冀东游击

战争提供了坚持和发展的有 力条件；它为平北地区

的开辟先后派出干部、武工队 和挺进军主力，临近的

冀中十分区也曾以这里的崇 山峻岭作为它的后方基

地；它对包围北平、控制察绥、保卫晋察冀边区、支持东北的解放具有极其重

要的战略意义。 

英勇的平西军民为创建和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保卫平西人民的生命财

产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重大牺牲。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平西地委等党、政、军机构和平西工、

农、妇、青等群众团体，同时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挺进剧社、

随军学校、抗日高小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四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洒下千万名革命先烈的鲜血，他们有的在疆场上赴

汤蹈火、英勇捐躯；有的为保卫人民的财产军需物资英勇献身；有的因缺医少

药在伤病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虽没有留下姓名，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

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他们将与青山常在，与日月同辉。为创建平西抗日根据

地，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为亿万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英勇献身

的而没有留下姓名的先烈们安息吧！以缅怀先烈，教育后人，特立此碑，以表

纪念！ 

平西烈士陵园位于韩村河镇圣水峪村，2013 年建成。这里安葬着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牺牲的烈士，由烈士墓区和烈士纪念

广场两部分构成。烈士墓区占地约 10000 平方米，安葬着 380 名革命烈士，烈

士墓碑采用汉白玉材质，有名烈士墓碑上镌刻着烈士事迹，无名烈士墓碑镶嵌

可视玻璃，墓内安放烈士遗骨和遗物，以供后人瞻仰。墓前种植苍松翠柏，象

征英烈精神。纪念广场沿百米台阶而上，广场正中心是一座高 13.1 米的主题纪

念碑，纪念碑上书写“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四周汉白玉栏杆雕饰，碑身

底部英雄人物浮雕镶嵌。纪念碑两侧为四块英烈墙，上面篆刻着牺牲烈士名录。 



目前，房山区现有烈士纪念设施 15 座，零散烈士墓 1435 座。2012 年，房

山区启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程，将“一馆三园（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平西抗日烈士陵园、平西无名烈士陵园、平西烈士陵园）”作为房山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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