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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潇

　　“这里是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
1956年新中国政府选定这里成为审判日本战
犯的特别军事法庭……”近日，《法治日报》记
者来到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的沈阳审判
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以下简称陈列
馆），一名身着紫色马甲的“和平花”志愿服务
队小学生讲解员，正在为游客讲解。
　　陈列馆内保存了新中国初期珍贵的审判
史料，通过复原陈列和史实陈列有机结合，运
用文字、史料、音像等形式，全面展示了审判
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的历史原貌，以及
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
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审铃木启久、武部六藏等
36名日本战犯的历史。

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陈列馆里有很多老照片和资料，记录了
日本战犯的罪行和审判过程，看着这些照片我
心情很复杂，既为战争感到难过，又为中国人
民的勇敢和坚强感到骄傲。这场审判是正义的
胜利，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沈阳
宁山教育集团星远校区学生史红瑞说。
　　“通过这几年的讲解工作，我发现很多人
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更
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新中国的正义审判
和人道主义精神。”陈列馆讲解员李思璇告诉
记者，“每次讲解告诉大家日本战犯真心悔
罪，是因为中国坚持正义和平人道的价值观
时，我都会感到特别骄傲自豪。”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
院青年学者曹鲁晓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与其
他审判所审战犯在庭审时狡赖罪行、在判决
后反复抗议不同，这次战犯审判被称为“正义
的审判”。新中国审判的战犯不但在审判时俯
首认罪、乞求中国人民的原谅，更在回国后成
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对抗右翼势力、推
动中日友好贡献力量。
　　曹鲁晓表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审
判前战犯经历了长达6年的思想改造。改造过
程中，战犯管理所为他们提供相应的餐饮、住
宿和医疗服务；管教员通过约谈、培育典型、
召开坦白大会等方式，使战犯认识到被灌输
的“圣战”“大东亚共荣”等思想的虚妄与荒
谬，并反思日本及自身的战争责任。经改造的
战犯共1000余名，其中大部分因罪行较轻、悔
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这在其他战犯审判中

从未出现过。
　　“改造与审判相结合的处置战犯方式，体
现了新中国的人道主义与宽大精神，以及对
正义的独特理解。”曹鲁晓说。

彰显司法主权意识

　　陈列馆展厅内互动体验区背景墙上“正
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12个大字，时刻
提示我们勿忘历史，勿忘1956年新中国政府
在这里对36名日本战犯进行的正义审判。来
自北京的游客周游说：“在这里，我们不仅可
以‘零距离’感受新中国审判的历史氛围，还
可以将这一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画面记录在
相册里，永远珍藏。”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王登峰告诉记
者，新中国初期战犯审判，对我国战时军事司
法理论、程序制度产生深刻影响。比如，确立
“教育改造优先于惩罚”的理念，证明战犯可
以通过人道主义手段实现思想转化，为国际
刑法的适用和战争犯罪惩治提供新范式；通
过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战争罪行惩处的
实体法内容，加强和完善国内刑事审判体制
机制，确保依据国内法有效惩治战争罪犯；战
时军事司法既注重实体正义，坚持以事实为

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又维护被告人合法诉讼
权利以实现程序正义。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彰显了新中
国独立的司法主权意识，以及对公平正义、人
道主义等法治精神的追求。
　　王登峰认为，首次由中国人独立完成审
判全流程，打破近代以来中国司法主权受制
于外部的历史困境，确立了“独立行使司法
权，不受外来干涉”的司法原则。同时，通过律
师辩护、证人出庭、证据质证等司法程序，特
别是为每名战犯指定辩护律师、允许自辩和
最后陈述的做法，超越当时国际军事法庭惯
例，为新中国刑事审判程序树立了标杆，增强
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此外，以法治手段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新中国司法机关弘
扬法治的公平正义形象。

铭记历史弘扬正义

　　据陈列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政府相关
部门大力支持下，陈列馆于2014年5月18日完
成复原陈列工作，正式对外开展。同年9月，被
国务院选入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名录。陈列馆是国家文物局授予的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最高人民法院授予

的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是中央宣传
部授予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建馆之后，特别是2017年到2019年之间，
我们多次赴北京、抚顺等地征集当年参与审
判工作的审判员王许生、辩护律师韩凤路、抚
顺战犯管理所原护士长赵毓英等人的珍贵文
物，丰富馆藏、完善展览内容、扩大展览信息。
如复原大厅内辩护律师胡金魁所穿用的风
衣、第四展厅内《和平之花》照片等。”陈列馆
相关负责人说，“借助对审判过程中丰富历史
细节和严谨法理依据的展示，引导公众深刻
理解法治力量和正义价值。”
　　李思璇告诉记者，开馆以来，他们共接待
游客近百万人次。近几年，每年接待游客数量
达5万至6万人次，有很多大中小学校组织来
馆研学。同时，他们定期组织外出送展活动，
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事业单位。
　　“它是一本生动鲜活、极具教育价值的教
材。作为以审判日本战犯为主题的陈列馆，有
着厚重的历史意义与深远的现实价值，对于
铭记历史、弘扬正义、珍视和平具有不可估量
的作用。激励着我们新时代青年传承和弘扬
伟大的抗战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奋斗精
神，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贡献中国力量。”
前来参观的西北大学学生张子瑄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用胜利赢得和平。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
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本报记者深入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陕甘宁边区审判史陈列馆等地挖掘背
后的故事，通过采访抗战亲历者、见证者及其亲属，讲好革命先烈英勇事迹，并于即日推出“铭记历史 缅怀先
烈”专栏。

□ 杨崇祺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军人宣誓，是军人对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和光
荣使命的承诺与保证，承载着军人的血性胆
魄、忠诚信仰。开展军人宣誓，能够深化军人对
职责使命的认识和理解，增强规矩意识和纪律
自觉，强化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激发敢打
必胜的精神、向死而生的勇气。
　　我军历来重视军人宣誓仪式实践和制度
规范。1951年2月，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颁发的内
务条令规定，军人应忠诚、严肃、坚决地遵守军
人宣誓，并在附录中明确了军人誓词内容。这
是我军内务条令首次对军人宣誓作出规范。此
后，1953年、1984年两代内务条令分别在附录中
规范军人誓词。1990年的内务条令专设“军人宣
誓”一章，对军人宣誓的基本内涵、军人誓词内
容、宣誓的要求和程序等进行了规范。这不仅
是内务条令首次将“军人宣誓”设为专章，而且
其紧接第一章“总则”的设置方式，为此后的内
务条令所沿用，凸显军人宣誓在我军内务建设
中的重要地位。
　　今年2月发布的新内务条令，在继承上一代
条令军人誓词的同时，根据部队管理和遂行任
务的新特点新变化，进一步完善军人宣誓
仪式。
　　一是加强系统性。依据国防法、兵役法等
法律相关规定，新增退役宣誓、服预备役宣誓
规范，充实部队（分队）执行任务（授装）宣誓规
范，明确相应的誓词内容、宣誓要求和程序，构

建起涵盖军人“入役——— 服役——— 退役”全过程的宣誓规范体系。
　　二是提升操作性。结合部队的意见建议，本着庄重简洁、提气
鼓劲、注重实效的原则，简化宣誓程序，新增统一规范。如明确“宣
誓名册由军委训练管理部统一式样和监制”，以减少基层负担、方
便部队执行。
　　三是注重教育性。新增“宣誓地点通常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场
所”“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置于显著位置，没有授予军旗的，可以
使用军徽”等要求，旨在更好发挥符号系统、空间情境等因素在宣
誓中的影响力，强化教育激励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退役宣誓是新内务条令的一个亮点。近年来，
部队普遍反映，组织军人退役仪式时简单重温军人誓词的做法针
对性不强。为解决这个问题，新内务条令新增军人退役宣誓规范，
明确退役誓词内容。这一规范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特别是退役誓词
中“若有战，召必回！”的庄严承诺，引起强烈反响，道出广大退役军
人的共同心声。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
所言：“舞台虽不同，本色永不改。无论戎装是否在身，为国为民军
魂常在！”
　　宣誓不是写在纸面上的程序，而是落在行动上的规定。各级应
当高度重视军人宣誓、精心组织军人宣誓。要重视前置教育，组织
官兵认真学习领会宣誓规范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对宣誓人进
行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的专题教育，确保宣誓人理解誓
词的深刻内涵和宣誓的初衷目的，避免空洞化形式化；要依法组
织、精准实施，针对入役、战前动员、参加重大演训任务、执行非战
争军事行动任务、授装以及退役宣誓的不同情境需要，结合部队传
统和实际，选好场所地点，用好符号配置，强化宣誓效果。
　　誓言虽短，一诺千金。新内务条令以砥砺敢打必胜的精神力量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实完善军人宣誓相关规范，必将进一步激发
官兵练兵备战内生动力，对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塑造人
民军队良好形象，增强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新共同条令系列谈之三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近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全国退役军人
政策法规和法律服务培训班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培训班围绕《退役军人安
置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以及行政复议和应诉等内容
开展授课交流，推动提高系统干部政策法规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培训班邀请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
及退役军人事务部移交安置司、拥军优抚司、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等
单位有关同志就相关工作进行专题授课，部分省（区、市）法规处室负责同
志围绕政府立法、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法律服务等内容进行现场交流发
言。其间，培训班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建议，主动查摆问题，自觉接受监督，做到立查立
改、即知即改。

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和
法律服务培训班在太原举办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黄志远 沈乐凯 近日，空军工程大学空
管领航学院2025届学员军事基础毕业联考圆满结束。本次考核不仅是对学
员4年军旅训练成果的全面检验，而且是他们迈向军旅生涯的一次实战
历练。
　　联考以实战化标准为导向，涵盖实弹射击、400米障碍、战伤救护、3公里
跑等多个核心科目，全面检验学员在极限条件下综合作战能力。
  射击科目中，学员们据枪稳、瞄准精，以扎实功底展现精准射击能力；
400米障碍场内，他们连贯跨越五步桩、高板跳台、低桩网等障碍，动作一气
呵成；战伤救护环节，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他们规范完成伤情判定、止血包扎
等急救操作，整套流程严谨有序。
　　此次联考在学院党委统一部署下，学员大队与学员队展开座谈，充分了
解掌握学员备战联考中的困难，邀请大学军政系教员对400米障碍等重难点
科目组训方法进行指导，解开学员思想包袱、增强学员信心；科学制定考核
方案，周密安排安全保障和后勤服务，确保各环节平稳运行。

一位老兵跨越世纪的家国情怀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姜红燕 崔鹏

　　5月8日，辽宁省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启
动《一部英雄史 赓续中华魂——— 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专题展》全国
巡展。巡展中，一枚镌刻着烽火岁月的抗美援朝
纪念章、一副浸染着硝烟痕迹的中尉军衔，揭开
河北省唐山滦州市九百户镇九百户村99岁老兵

王玉堂跨越世纪的家国往事。这位历经战火淬
炼的老英雄，将半生珍藏郑重捐献给国家，背后
的赤诚情怀与烽火记忆，令参观者为之动容。
　　今年1月，王玉堂的外孙女、在昆明城市学
院读大二的武津杉看到抗美援朝纪念馆征集文
物的消息想起姥爷这些珍贵物件。
　　这些文物若能捐献给纪念馆，可以让更多
人了解抗美援朝那段历史，弘扬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跟姥爷商量后，1月16日，武津杉和母

亲王添阅将饱含家族记忆的珍贵文物，郑重
捐赠给抗美援朝纪念馆。这些文物背后，是一
位老兵的家国情怀，也是无数志愿军战士英勇
奋战的缩影。
　　1945年，19岁的王玉堂加入滦卢支队。他回
忆，同年农历五月初八，月亮还悬在树梢，1800多
名日伪军包围了唐山市滦县钱营镇翼各庄。“子
弹打光了，刺刀卷刃了，战友的血溅在我脸上。”
老人枯瘦的手指在藤椅扶手上敲击，模拟枪声，
“突围时，我的左臂被刺刀穿透，3块弹片现在还
在肉里。”在这场惨烈战斗中，王玉堂的100多名
战友牺牲，仅10余人死里逃生。同年7月，他又带
领小队在乐亭胡各庄镇设伏，用土枪土炮歼灭
日军满洲队300余人，缴获的两挺重机枪现陈列
在唐山市博物馆。
　　1950年10月的一天，躺在后方医院病床上的
王玉堂手指摩挲着报纸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跨
过鸭绿江”的铅字，绷带下尚未愈合的枪伤还在
隐隐作痛。他找到一张志愿军报名表，咬开缠着
左臂的纱布，用渗血的指尖在报名表上重重按
下鲜红手印：“美国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这条
命是党给的！”
　　零下30℃的长津湖战场上，王玉堂把最后
一把炒面塞进重伤员干裂的唇间；炮火里，他背
着昏迷的战友在弹坑间跌跌撞撞奔逃，身后
炸起的泥土扑了满身满脸。从第一次战役到
第五次战役，每一道刻在军功章上的凹痕，都
记录着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 17年戎
马倥偬，9次身负重伤，仅在朝鲜战场就4次血洒

异国土地。
　　退役时，身为中尉排长的王玉堂将残疾评
定申请表投进灶膛。面对组织安排的城市工作，
他拄着拐杖毅然走向家乡土地：“我还能扛起锄
头刨地，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1962年，王玉堂脱下军装回到九百户村。望
着漫山遍野的荒坡，身为村治保主任，他立下
“军令状”：“3年不绿，我头一个跳崖。”没有机
械，王玉堂就和大家一起刨开冻土；缺少树苗，
他就徒步百里去邻县讨种。
　　村会计王树林记得，最苦的那年大伙啃着
冻窝头栽树，手冻得连树枝都抓不住。“王主任
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大伙煮粥，自己却晕倒
在山坡上。”王树林回忆。如今，花果山已种满4
万多棵果树，每年能收几十万斤果子。村党支
部书记王国丰指着几户盖了新房的村民家
说：“要不是王主任带着种树，哪有大家现在的
好日子。”
　　在武津杉的记忆里，姥爷总是把助学金塞
进贫困孩子书包。“他资助过的27个孩子，有的
成了教师，有的当了医生，逢年过节总会带着奖
状回来看他。”武津杉说。
　　去年教师节，受助学生李芳带着自己的学
生来探望王玉堂，老人摸着孩子们的头反复念
叨：“好好读书，建设祖国。”
　　这次文物捐赠，王玉堂因行动不便未能亲
自前往现场。得知孙女在纪念馆留言簿上代笔
写下“勋章属于人民”时，老人浑浊的眼睛泛起
泪光，布满皱纹的嘴角微微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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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新中国正义审判
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图为王玉堂（前排）与光荣在党五十年的老党员们合影。      本报通讯员 姜红燕 摄  

  图为今年端午节
期间，沈阳审判日本
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和平花”志愿者为观
众提供讲解服务。
  （沈阳审判日本
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