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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荣誉 

（一）获批“一圈一带两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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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批辽宁省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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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辽宁省教育系统献礼建党百年优秀美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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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获批辽宁省抗战抗联精神当代价值转化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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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获批辽宁省教育系统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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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获批本溪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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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级立项教材——《红色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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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东北地区抗联精神育人论坛教师论文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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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辽宁省大学生艺术展演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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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辽宁省美育优秀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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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辽宁省大学生艺术展演论文获奖 

 

（十二）获批辽宁省高等学校新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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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工作成果 

（一） 研究课题 

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项目（结题） 

《进一步加强辽宁境内抗战设施史料征集阐释与宣传问题研究》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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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东北抗战抗联精神提升辽宁文化软实力路径研究》

 

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在研） 

《辽宁省抗联遗址遗迹调查及抢救性保护研究》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在研） 

《东北抗日联军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与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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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在研） 

《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加强高校党性教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课题（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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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辽宁核心区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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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咨询和新型智库委托研究课题（在研） 

《关于充分发挥我省红色资源铸魂育人作用提振振兴发展精气神的

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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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在研） 

《辽宁抗联精神当代育人价值研究》 

 

辽宁省委组织部项目（在研）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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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创新智库课题（结题） 

《辽宁抗联精神融入弘扬科学家精神促进科技工作者学风教风建设

研究》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在研） 

《辽宁抗联红色文化及其旅游传承路径研究》 

 



32 

 

 

（二） 研究论文 

《传承抗联精神 弘扬红色文化——辽宁科技学院抗联红色文化育人

的探索与实践》，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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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ultural Education and Behavior in C0lleges 

andUniversities Based on l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2021

年 sci检索论文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的措施研究》，辽宁

科技学院学报，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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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德育研究热点和知识网络可视化分析》，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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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美术作品，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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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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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脊梁 

辽宁科技学院大型原创音乐剧《民族脊梁》举行首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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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音乐史诗《民族脊梁》被多家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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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抗联论坛 

第二届东北抗联精神育人论坛在辽宁科技学院隆重召开 

 

辽宁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杨海致辞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二级巡视员秦岭峰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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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二级巡视员关欣致辞 

 

杨靖宇将军后代马继志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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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洪军主题发言 

 

中国抗联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洪光主题发言 



122 

 

 

 

辽宁科技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唐羽主题发言

 

雷锋学院院长陈锡德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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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社科联二级巡视员关欣进行小组汇报 

 

辽宁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韩劲松进行总结性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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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东北抗联精神育人论坛在辽宁科技学院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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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红色基因传承抗联精神--- 

人文艺术学院学生党支部开展庆“七一”重走抗联路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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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联精神育人成果 

（一）东北抗联精神育人——筑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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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部分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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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色抗联艺创作品 

1.建党百年书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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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战士》宋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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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联军》韩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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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远行》杨岢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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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魂》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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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刀战马向敌军》尚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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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征程抗联路》李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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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英雄》刘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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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路上》史海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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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无声》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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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备战》崔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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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英雄杨靖宇》李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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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英雄赵一曼》李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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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英雄赵尚志》李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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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英雄李兆麟》李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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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绘画专业抗联精神毕业创作联展（2019-2021） 

《行军》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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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岭大捷》孙巍 

 

《大石湖连环战》孙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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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习所》赵天洋、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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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挺进老秃顶》刘子斌、陈麓遥、马自国 

 

中国画《二次西征·曙光》刘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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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女战士》朱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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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英雄杨靖宇》孙巍 

 

《赵一曼》张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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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曹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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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行旗》杨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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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间》尹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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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组画》王菁 

 

《北风吹》梁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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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张家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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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岁月·忆抗联》白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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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余》张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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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路上马蹄疾》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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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行军》王通茁 



172 

 

 

 

《转战老秃顶》刘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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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英雄杨靖宇》张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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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林英雄》王林 



175 

 

 

 

《抗联一军》阎韵竹 

 

《西征》陈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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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王品尧 



177 

 

 

 

《杨靖宇将军》张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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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白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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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曹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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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刘闯 

 

《木屑画》单双                   《抗联系列连画》武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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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脊梁》舞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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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脊梁》1.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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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脊梁》2.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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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色抗联文创产品 

1.广告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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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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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红色抗联纪实报告文学作品 

《铁骨铮铮岩石志》 

即使用时下“崇尚颜值”、“看脸追星”的所谓时尚视角来细细

端详的话，这张素颜照片中烈士的形象，比任何明星都要出众出彩，

相貌堂堂正气凛然，浑身上下散发出真理的力量，眼神里面告诉人们

什么样才是正义的化身！ 

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宋铁岩将军，把他 28 岁年轻

鲜活的生命，留在了他浴血奋战的本溪和尚帽子山周围山峦。斗转星

移，寒来暑往，辽东的丛山峻岭啊，收留烈士的忠骨已经 82 年了，

何时何日，才能让您优秀的儿子魂归故里！这个恒愿，始终是孙晓红

女士一生以来的心结。宋铁岩烈士的长孙女孙晓红是黑龙江省政协退

休干部。找到爷爷牺牲的确切埋葬地并安葬烈士遗骨，告慰爷爷的在

天之灵，是她今生今世最大的愿望。由此，她与本溪市有了不解之缘，

经常来本溪循迹凭吊，并且为坐落在本溪县的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捐赠了一些宋铁岩烈士的宝贵遗物。（下面图片由孙晓红女士从《凤

城革命遗址实录》书中选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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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去年 12 月初到哈尔滨学院，参加该院举办的抗联文创座谈

会暨抗联精神大讲堂的时候，有幸结识了孙女士，并且聆听到大姐饱

含深情、细致入微讲述宋将军的故事。哈尔滨学院的孙国辉书记，是

个德艺双馨很有情怀的“抗粉”，把一天到晚的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

丰富多彩，竟然，在异地他乡的活动现场，看到了来自本溪电视台专

题部，各处奔波拍摄抗联后代专题片的黄导和洪导一行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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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孙女士的感觉，就像看到失散多年的亲人。给我们讲述爷爷

事迹的时候，孙女士如数家珍、玉盘落珠一般，把我们一下子带入“铁

主任”那生当人杰、死亦英雄的高尚精神世界里。回来以后，又认真

拜读了一些宋将军的纪念文章，我得到的体会归结为一点，就是他用

短暂壮丽的生命，昭示启迪着年轻一代，人应该为了什么活着，应该

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下图为曹

国安与宋铁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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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铁岩将军原名孙肃先，字晓天，曾用名为宋占祥、孙铿、铁坚、

铁英、孙克敏等。1909 年 12 月 6 日出生在吉林省永吉县一个大户

农家。8 岁入私塾，12岁入高等小学。1925 年秋，考入吉林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1928 年春，又升入长春市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理科班进

修。在进步教师谢雨天、共产党员楚图南老师的影响帮助下，开始积

极参加革命活动，发起创办“秋声书社”，为《大东》等进步报刊撰

稿宣传爱国思想，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运骨干、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

1928年 10 月，参与组织领导了以长春二师为骨干的两千多名学生

游行示威，他们沿街讲演，贴标语，撒传单，还与吉林地区的先进知

识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强修“吉会路”的斗争，

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吉会路”的计划破产，取得了斗争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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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下图站立者左 8 为楚图南，后排站在二个旗帜中间者为宋铁

岩，图片为孙晓红取自《楚图南一一跨世纪的探索》提供） 

 

宋铁岩 1930 年 7 月到北平，再次与楚图南密切接触，参加北

平革命互济会工作，在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开展革命活动。1931 年

春，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北平互济会

中国大学分会主任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和北平市

大学学生联合会理事，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先锋战士。九一八事变后，

1931 年 10 月，毅然率领北平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强  

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在狱

中，组织被捕的学生坚持斗争，直到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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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秋天，中共北平党组织派他回东北从事抗日工作。宋铁

岩从此弃笔从戌，走上抗日最前线。1933 年 5 月，宋铁岩和共产党

员曹国安(亲舅舅)成功策划了伪军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哗变，

有力粉碎了日军对当地群众与抗日军之间的离间政策，为抗日联军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起义队伍在吉林省磐石县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

十二军迫击炮大队，宋铁岩任大队政委，从此，宋铁岩便成为杨靖宇

司令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1933 年 9 月，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宋铁岩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1934 年 2 

月 21 日，《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杨靖宇被选为总司令，

宋铁岩被选为总政治部主任。1934 年 4 月，受党派遣到苏剑飞领导

的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中做政治委员工作，教育改造这支自发的抗日武

装。11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宋铁岩任第一军政治

部主任并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1935 年 2 月，他完成了苏剑飞

队伍整编工作任务后，回到军部领导政治工作。1936 年 2 月，东北

抗日联军第一军成立后，铁岩同志仍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36 年 6 

月，中共东满、南满两个省委合并组成东南满省委，宋铁岩仍担任省

委委员，并随杨靖宇率一军军部在通化大荒沟消灭了奉天骑兵教导团

一部二百多人，下旬又一举将汉奸邵本良部的一个主力团和一个炮兵

中队全部歼灭，给日伪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宋铁岩在协助杨靖宇进

行军事指挥的同时， 积极做好部队的组织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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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他的直接主持下，一军印发了《反日民众报》《人民革命画报》

和宣传单等，为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发挥了巨大作用。（下图词作者

为原辽宁省委书记郭峰同志 图片为孙晓红女士提供） 

 

1936 年 6 月 28 日，宋铁岩率领一师西征，伏击了日军金田中

队，歼灭了金田大尉以下五十多人。当日晚又消灭了日军三十多人，

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同年 9 月，宋铁岩率队返回老游击区。因

长途征战，劳累过度，枪伤在身，便带一部分队伍进入本溪游击根据

地老和尚帽子山里密营休整。1937 年 2 月 11日拂晓，密营被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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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包围，宋铁岩指挥队伍奋勇还击，在掩护部队撤离中，不幸中

弹牺牲，年仅 28 岁。 

 

宋铁岩与杨靖宇一道率部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 开辟了二千余

里的抗日游击战线，长期从事部队的政治和党务工作，使抗联第一军

的党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党员的模范作用发挥得好，连队里有党支

部，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打起仗来又

总是身先士卒，从不考虑个人安危，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是“铁主任”。

他为壮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做出了突出贡献。1985年 9 月 3 日，

辽宁省本溪县人民政府在烈士牺牲的和尚帽子山上建立了宋铁岩烈

士纪念碑。 



200 

 

 

 

孙女士和我们说，她至今保存着爷爷求学时期写的珍贵日记。从

日记里面看到，爷爷在苦苦求索人生方向的时候，之所以选择了共产

主义理想信念，是源于他在多年的社会实践与读书思考后，得出的结

论。据日记记载，仅半年时间，他就读了《人类的解放》、《人类的

进步》、《社会主义基础知识》等 45 本革命和进步书籍，进而在日

记中写道，要“把自己附着于在那伟大的事业上。” 爷爷当时的境

界是埋葬之时代必有的自觉，历史自觉，完成他们那代人的历史使命。

为了“那美丽的醇化了的未来世界，用自己的血换将来，用自已的生

命换将来，纵然是做了光明之殉葬，不能平静的享受那大的时代，但

总是完成了那历史的使命了。” 这就为自己坚定了理想信念，确定

了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让自己融入到了追求人类解放、推动社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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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进步的壮丽事业当中。为此，“我不畏惧，不恐怖，不踌躇。看清

了自己的路，疯狂地走向前去！是我应有的态度！” 这是他受共产

党员楚图南影响，在 1930 年 3 月日记里写下的话。宋将军用行动

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孙女士还告诉我们，爷爷英勇果敢有睿智。当年在奶奶家写红军

袖标，面对突然上门的地方武装（大排会）镇定自若，化险为夷。在

他投身革命队伍离家时，妻子拉着六岁的儿子，怀抱着二岁的女儿问

他: 什么时候回家？他说:“三年五年不一定，十年八年不一定，不

赶走日本鬼子，我是不会回来的。” 此后，宋将军就再也没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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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眠在抗日的疆场，辽东大山收留掩埋了他的忠骨。据当年一起参

战的抗联战士回忆，在最后一次最为激烈的战斗中，宋铁岩是由于胸

部中弹牺牲了，战友们用包伤口的白布从头往下包，白布没够，脚没

包上，就地掩埋在蒲石河与杨莹沟交汇地的山坡上。据说有一棵火红

的百年大槭树和一块巨石默守英灵。墓地几经变故，已无痕迹，至今

难寻忠骨。（下图为老一辈革命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楚图南为宋铁

岩烈士儿子孙仲烈先生题写的书法条幅 孙晓红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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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士告诉我，爷爷念书求学时多才多艺、激情四射，不仅游泳

好，在篮球场、足球场上更是生龙活虎，热情奔放，为了亲自给学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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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示范打好篮球，自己的一颗牙齿都被撞掉。公认为高小、师范、大

学学生领袖的他，写詩、谱曲、绘画样样精通，爷爷出画报的板刻也

非常好，为了记录那尔轰会师，他画的版刻，被巴黎日报刋载留下了。

（下图为宋铁岩所绘“那尔轰会师图” 孙晓红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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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的英雄，也有侠骨柔情的一面。孙女士说，爷爷曾经给

奶奶织过一条枣红色的围脖，给我父亲织过毛线袜子。1928 年，文

武双全、神采飞扬的宋将军那时还在读书求学阶段，在家过寒假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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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利用在校学会的手工技能，亲手一针针一线线，如同把思念、牵

挂、爱怜和祝福编织了起来，这是多么暖心感人的礼物啊！孙女士还

说，1930 年爷爷回家过年的时候，不仅给自己家的里里外外写了隽

秀潇洒的春联，也给邻家的农户们他写了不少。柳丝吐绿，返青拔节，

爷爷手把手教会了父亲用柳枝做笛，他们用小刀剪下一段青青的柳枝，

轻轻地捻松嫩皮，将白杆抽出，柳管头衔在嘴里，手指打点，优美的

旋律响起，脆生生的柳笛让春天更加有了生机。这样的童年玩具，奶

奶也教过我。 

 

才华横溢的爷爷，在战场上不是配曲就是作词，有的时候连作词

再谱曲，鼓舞战友们的士气，活跃军旅生活。比如为杨靖宇将军《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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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住在哪道沟》配的曲子，已经传遍整个东北抗联各个战地。更加难

能可贵的是，爷爷善骑马，枪法好。这是抗联一军共青团政委、黑龙

江省人大副主任赵振华亲口告诉我和父亲的，那是在 1973 年到他家

时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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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士多年来照顾奶奶的同时，参加了抗联后代宣传队，与抗联

小战士李敏阿姨、赵尚志侄女赵战利、开国少将王明贵将军后代王小

江等人，义务奉献在学校、军营和工厂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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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前进 

高揭着反抗的大旗 杀向那资本帝国主义 

用鲜红的热血 森白的额骨 

创造起未来的世界 创造起未来的世界 

要自由 求平等 

渴望着全人类的和平 

只有凭借着工农兵 

英勇的前冲 前冲” 

他们意气风发地到处传唱着先烈们的英雄战歌！ 

 



210 

 

 

此后，我和孙老师保持着微信联系。得知她为杨靖宇烈士后代家

人参评温暖郑州十大民生人物而广为推动后，我们学校师生们学英雄

见行动，踊跃参与了投票点赞。为了帮助我写好这篇纪念文章，孙老

师给我反复校正时间地点和事件，使文章更加准确严谨，并且提供了

珍贵的图片。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就是对先烈和历史的尊重、敬重。

我和孙老师约定，在春暖花开时节，一起到本溪县，凭吊烈士壮烈殉

国的战场，祭奠我们心中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