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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蒋 芳 邱冰清
12月13日，凄厉的警报声将再一次

作为整个国家的背景音长鸣于耳畔。冬日
的南京城，佩戴起紫金草的人们再次伫立
街头，回首这座城市最惨痛的历史。

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5周年之
际，举国上下同悼死难同胞，是哀悼更是
警醒，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我辈当勠力
同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八十五载
历史痛感未敢忘

“父亲、二姑爹、大舅，我又来看你
们了……”11月25日，86岁的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马庭宝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前，苍老的手颤
抖着指向亲人的名字，眼里满含生死相
隔的痛楚。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被民间称
作“哭墙”，上边共铭刻了10665个死难
者姓名。每一个姓名背后，都有着家破
人亡的惨剧。

鞠躬、献花、敬香、默哀……陪着
马庭宝参加家庭祭告仪式的女儿马明兰
说：“父亲老了，当下的记忆很模糊，过
去的事情却记得清清楚楚。”她注意到，
人群中的白发老人只有三四位，绝大多
数是子女辈、孙辈。

在世者仅剩54位！2022年以来，又
有7位幸存者老人相继离世。冰冷数字
变化的背后，是那段惨痛历史见证人在
消逝。

13名传承人上岗！今年8月15日，
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
证，意味着幸存者后代正式接过传承历
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的接力棒。

“不敢忘！不能忘！”已故幸存者李
高山的儿子李真铭说：“父亲在世时常常
夜不能寐，一闭上眼就是死里逃生的经
历。他走后，这份责任就要我来扛了。”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忘
记 过 去 的 苦 难 可 能 招 致 未 来 的 灾
祸”……已故幸存者李秀英、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警示之语，
仍悬挂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展厅的显眼处，至今振聋发聩。
而在尾厅的留言区，自2019年以来已收
到手写留言超过22万份，这两句话也被
高频引用。

“南京大屠杀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深重
苦难，是国人永久的沉痛记忆。”南京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纪念馆馆长周峰说，
这段惨痛历史永远警示着世人，心向光
明但决不能忘记黑暗。

守望互助
凝聚和平力量

北京时间11月17日，美国明尼苏达
州的典当店老板埃文·凯尔，最终把那
本引发全球网络关注的“二战相册”捐
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他觉得

“那是它该去的地方”。
“遇难者 300000”——国家公祭仪

式现场西南侧的“灾难之墙”上，用多
国文字镌刻这组数据，也在昭告世人，
这场浩劫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耻国殇，
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屈辱回忆。

12月13日，《为了共同的记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海
外征集藏品展》将与公众见面，展出美
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历
史影像、侵华日军士兵堀越文夫收集保

存的日军侵略中国的照片、日本研究者
松冈环记录的侵华日军士兵晚年自述音
像等。

就在今年11月，日本友人大东仁将
最新一批从日本征集到的51件（套）珍
贵文物辗转送至南京。其中，侵华日军
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
《阵中日志》、侵华日军荣第1644部队相
关照片等尤为珍贵。2005年以来，他代
为征集和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史料已超
过4500件（套）。

“纪念馆馆藏文物史料共有19.2万余
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各国友人和海
外华人的征集和捐赠，他们对历史真相
不懈追寻的价值与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纪念馆文物部主任艾德林说。

热爱和平的人们，即便相距万里总
能相遇。

每到12月13日，紫金草国际志愿者
董戴维将微信头像换成黑白色，以此表
达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缅怀。据了
解，从2008年日本志愿者黑田薰开始，
紫金草国际志愿者已汇集了来自美国、
韩国、巴基斯坦等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300多人。他们身着紫色马甲参加
志愿活动，用自己的语言和特长不断夯
实这段人类共同的记忆。

圆梦中华
砥砺复兴之志

“铛、铛、铛……”每天早上八点
半，纪念馆的钟声总是准时响起。每天
首批入场的12名观众分两组撞响和平大钟
13声，寓意牢记12月13日，勿忘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

进入12月，南京市600多所中小学
结合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
本》，采用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了丰富的活动。13日上午，来
自江苏、辽宁等全国40多所小学的师生
代表，还将通过网络云课堂共上一堂主
题班会课，一起倾听历史、朗读国家公
祭读本和抗战家书。

“对孩子们来说，侵略、屠杀还只是
模糊的概念。但他们也会因此受到启
蒙，思考什么是战争，该怎么看待历
史。”南京市考棚小学王老师说。

85载时光荏苒，85载沧桑巨变。历
经劫难的南京，正改换新颜。

长江边，燕子矶。85年前，这里尸
横荒滩，血染江流，遭集体屠杀者数达
五万之巨。如今，大河滔滔、青山相
依，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燕矶夕照”光
彩照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180多年的历史，
告诉我们什么？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
能自强。”幸存者阮定东说，他的爷爷阮
家田曾在燕子矶的江边遇难，长大后他从
军报国，并带着后人多次重走逃难之路。

2015年以来，王生、高在书、钱家
书等抗战老兵代表从未缺席国家公祭仪
式。96岁高龄的王生老人感慨地说：“历
史的硝烟已然散去，现实的威胁却无时
不在。殷鉴不远，后人当自警之！”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

永志不忘。”每一次公祭仪式上，青少年
代表们都会朗诵《和平宣言》，当饱含深
情、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公祭广场，也
在传达着亿万国人的共同信念——以史
为鉴，中华民族的前景必将无比光明。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历史痛感未敢忘 勠力同心谋复兴
——写在第九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新华社记者
公祭日来临前，吉林大学的科研人

员再次来到位于吉林省辽源市的辽源矿
工墓陈列馆，对馆内的遇难矿工遗骸进
行新一轮的防腐处理工作。

东北地区是日本侵华时期最早沦陷
的地区，拥有全国数量最多、规模最
大、分类最完善的日军侵华时期的各类

“万人坑”罪证遗址。据初步调查，东北
地区有“万人坑”遗存50余处，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10余处。

“辽源矿工墓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矿工

墓。日本侵略时期，在这里死难的中国
同胞约有8万余人。”辽源矿工墓陈列馆
文物管理员刘宏颖说。这里是日本侵略
东北、疯狂掠夺煤炭资源、奴役残害中
国劳工的重要历史遗存，是吉林省境内
重要的涉日遗存之一。

多年来，为了向参观者展示“万人
坑”遗址的原貌，遗址中的遗骸被整理
好后采取了直接在遗址中进行展示的方
式。但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也为遗骸的
保护带来了难题，一些遗骸已经出现虫
蛀风化现象。

自2015年开始，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张全超教授团队为这项保护工作提供了
全方位的技术支持。7年来，他们多次赴
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对全馆197具完整
遗骸和20余具零散遗骸进行了法医考古
信息采集和遗骸的防腐处理。

“这对于遗骸的长久保存和直观展示
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法医考古学
鉴定得到的信息，也为我们场馆更好地
展示这段侵华历史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提
供了更多权威的解读。”刘宏颖说。

此外，为了让“万人坑”侵华罪证
长久保存，科研人员还采取了保护与研
究并行的方式，将法医考古学研究理念

应用到辽源矿工墓等“万人坑”遗址的
研究和保护当中。

张全超教授团队在保护“万人坑”
内遗骸的同时，通过重要个体DNA样本
的采集提取等方式，对遇难遗骸进行创
伤、病理、死因分析和综合研究，建立完
整的国际化信息数据库。用科学严谨的数
据化，将此类历史罪证长久保存下去。

目前，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
下，该团队正不断推动新的技术应用到
更多的“万人坑”等历史罪证遗址的保
护和研究当中。

据新华社长春12月12日电

科研人员通过技术手段保存“万人坑”侵华罪证

■新华社记者 蒋 芳 邱冰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的19.2万余件馆藏文物史料、1216套
6318 件国家珍贵文物，记录着任何淡
化、粉饰、歪曲、否认都不可改变的历
史真相。

外国人镜头记录下的屠城影像、侵
华日军拍摄的战场照片、250位侵华日军
士兵的口述音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
的呈堂证供……13日，《为了共同的记
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海外征集藏品展》将在南京拉开帷
幕。记者提前探展，揭秘文物史料背后
的故事。

约翰·马吉影像
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

翰·马吉用一架16毫米摄影机，悄悄地
将镜头对准了遭受日军暴行的南京市
民，记录下日机轰炸南京、日军搜捕青
壮年、日军暴行受害者在医院治疗等珍
贵画面。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
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约翰·马吉不仅出
庭作证，其拍摄的影像资料也成为呈堂
证供。

1991年，美国“南京大屠杀受难同

胞联合会”会长邵子平，在约翰·马吉
之子大卫·马吉家中地下室发现了胶
片。2002年，约翰·马吉的摄影机及部
分胶片由大卫·马吉捐赠给纪念馆，后
于2015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019
年，经过进一步的挖掘整理，37分钟版
的马吉影像入藏纪念馆。

“37分钟是目前已知时长最长、内容
最全的版本之一，比如在南京鼓楼医院
接受救治的受害者数量、幸存者伍长德
的动态影像、幸存者夏淑琴亲人遇难的现
场等，极具文物和文献价值。”南京师范
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

堀越文夫相册
2008 年 5 月，一个名叫冈崎俊一

（化名）的日本人来到纪念馆捐赠了一本
相册。他说：“这是第一次拿给世人看。”

这本相册来自他的父亲堀越文夫。
1937年，日本银行职员堀越文夫被征召
入伍，编入侵华日军第一〇一师团第一
四九联队，当年9月他从上海登陆，曾
参与进攻上海和南京, 收集保存了日军
侵略中国的相关照片。此后，堀越文夫
在江西患肺结核，1939年回到日本。

相册内共有 125 张泛黄的历史照

片，其中5张照片直接反映了南京大屠
杀暴行，包括南京紫金山下中国人尸体
堆积如山，日军在南京中华门悬挂“祝
南京陷落”等标语，日军士兵持步枪刺
刀站在中国人尸体旁炫耀等。

专家介绍，当时日军对官兵从中国
战场回国实施清查制度，不允许官兵私
带战场照片等物品回国。冈崎俊一表示，
或许正因那时父亲生病住院，才未受到军
事当局的检查而保存了这批照片。

250名侵华日军士兵的
口述资料

“我不想说”“你回去吧”……1997
年日本小学历史教师松冈环开始调查侵
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时，“南京健忘
症”出现在许多侵华日军士兵身上。这
没有阻挡松冈环调查下去的决心，最终
留下了 250 名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资
料，而其中只有3人是真心悔过。2006
年，松冈环将这批珍贵的口述资料捐赠
给纪念馆。

几十年里，调查采访受害者和加害
者，向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各国人民讲述
南京大屠杀历史，占据了松冈环生活的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面对日本右翼分子

的攻击和威胁，松冈环说：“正义和良心
驱使我这样做。”

“如今，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大多已
经去世，这些口述也成为加害方最后的
自白。”纪念馆负责人表示，南京大屠杀
实施者的口述史，与受害方幸存者、第
三方欧美人士的口述相互印证，还原了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细节。

诺兰档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检察官来

自不同国家。其中，加拿大检察官亨
利·诺兰，负责审理日本甲级战犯、南
京大屠杀惨案元凶松井石根。他带领检
方收集了大量证据指控松井石根在南京
大屠杀暴行中负有主要责任，不断戳穿
松井石根的谎言，将松井石根定罪。

旅加华人余承璋从2017年起开始收
集整理出33册3000多页“诺兰档案”，
包括诺兰生平资料、证书和手稿等，并
于2019年捐赠给纪念馆。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表示他对南京大
屠杀一无所知，但事实不会因巧舌如簧而
消失。”纪念馆负责人表示，诺兰档案进
一步彰显了南京大屠杀历史早有法律定
论，不容篡改。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铁证如山！这些文物讲述南京大屠杀真相

在辽源矿工墓陈列馆，科研人员对“万人坑”内的骸骨进行检查、登记 （2021
年9月13日摄）。

新华社发

12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各界华侨华人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华
文化中心礼堂隆重举行“南京祭”活动，纪念南京大屠杀85周年。该活动已经连续
举办26年。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2月 12日电
（记者 王优玲 姜 琳）记者
12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了解到，我国将聚焦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
重点群体，完善落实扶持政
策，优化提供创业服务，支持
更多重点群体投身创业活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实施重
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的通知》。
通知提出，要优化创业环境，
优化市场主体登记办理流程，
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
时办结等制度，持续推进商事
制度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通知强调，要培育创业主
体，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
意设计成果落地转化，强化农
民工返乡创业扶持，引导就业
困难人员创办投资少、风险小
的创业项目。同时，建立公共
创业服务标准，构建一体化服
务机制，组织创业导师走基层
活动，对重点群体创业进行分
类指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对接
洽谈活动，为重点群体创业提
供人力资源支撑。广泛开展创
业培训，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
按规定给予补贴。

在创业政策扶持计划方
面，加快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推行电子化审批，简化担
保手续，按规定免除反担保要
求。对借款人因疫情影响流动性
遇到暂时困难的，可申请展期还
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

在金融产品助力计划方
面，鼓励金融机构稳定普惠小
微贷款存量，扩大增量，支持
金融机构围绕“稳岗扩岗”创新
产品服务，加大贷款投放，推动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通知提出，政府投资的创
业载体用于创业项目使用的场
地，优先向重点群体免费提
供。引导创业载体改造升级，
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创业载体
交流合作，为重点群体与创业
资源搭建资源整合平台。此
外，允许灵活方式就业的劳动
者在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办理就业登记。推动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设立零工服务专区，
动态调整服务大厅开放时间，
免费提供零工信息登记发布和
求职招聘服务。鼓励地方因地
制宜改造利用闲置建筑，搭建
必要服务设施，科学规划布局
零工市场。

八部门：启动实施
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

坚持发热门诊应设尽设、
应开尽开，是优化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的重要之举。面对疫情
防控新形势和新冠病毒变异株
新特点，各地积极开设发热门
诊、急诊，多措并举保障群众
求医问药需求，将有效强化诊
疗力量，稳定社会民心，成为
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坚实后盾。

确保发热门诊应设尽设、
应开尽开，考验着各地的担当
与能力。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
整，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开”。
要始终以人民生命健康为中
心，结合防控形势，立足患者
需求，科学统筹医疗资源，扩
充医疗力量，进一步简化、优
化发热患者就诊流程，具备条
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要开
设发热门诊或者发热诊室，最
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
疗服务。同时，还应关心好、
维护好广大医务工作人员的基
本权益，为冲锋陷阵的白衣天
使们扫除后顾之忧。

确保发热门诊运行秩序，

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
持。要与人民同心，创新方式
加强科普宣传，疏导和安抚社
会上的焦虑、恐慌情绪，与人
民群众共同做好新冠病毒阳性
感染者分级分类管理工作，支
持有条件的轻症和无症状感染
者进行居家自我照护，通过线
上方式给予他们必要的诊疗支
持。对于确需前往医院就诊的
患者，要引导其做好防护，最
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
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始终未
曾动摇。依据不断变化的疫情
形势与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新特
点，主动提升防控措施的可操
作性和针对性，认真满足人民
群众需求，我们便能走小步、
不停步，共同守护好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发热门诊
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2日
电 记者12日从中央网信办获
悉，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
朗·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领域
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将加强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全链条管
理，全面规范移动应用程序在
搜索、下载、使用等环节的运
营行为，着力解决损害用户合
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据悉，专项行动主要任务
是督促应用程序分发平台落实
好各项任务，整治各个环节存
在的问题，促进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其中，搜索查找环节将
重点打击“山寨App”，从严查
处各类小程序违法收取用户预
付款，欺诈消费者、卷钱跑

路；从严惩处应用程序提供者
为获得更好的排名或者推荐
位，刷虚假下载量和好评，诱
导用户下载；集中整治应用程
序利用暗示词汇、衣着暴露的
图片或引人联想的标题等不良
信息，诱导用户点击下载等。
在下载安装环节，将集中整治
强制、捆绑下载安装。重点治
理应用程序关闭、退出等按钮
失灵，未经用户同意自动下载
安装的行为等。针对运行使用
环节，将全面整治各类应用程
序弹窗多且难屏蔽的问题，从
严整治应用程序设置卸载障
碍、强制自动续费等严重侵害
用户权益的行为，严厉打击诱
导充值等。

中央网信办整治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领域乱象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12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
粮食实现增产丰收。全国粮食
总产量达13731亿斤，比上年增
加74亿斤，增长0.5%，粮食产量
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
国粮食播种面积17.75亿亩，比
上年增加 1051.9 万亩，增长
0.6%；全国粮食作物单产386.8
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减少
0.2 公斤，下降 0.1%。 2022
年，全国夏粮和早稻产量分别
为2948.1亿斤和562.5亿斤，比
上年增加28.9亿斤和2.1亿斤。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
贵荣表示，今年南方地区持续
高温干旱，对秋粮生产带来不
利影响。中央财政紧急安排农

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各地
全力抗旱救灾，强化田间管
理，特别是近年来建成的高标
准农田，对农业防灾减灾发挥了
重要作用。全国秋粮产量10220
亿斤，比上年增加42.5亿斤。

多数省份粮食增产。2022
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23
个粮食增产。其中，河南上年
洪涝灾害造成减产，今年恢复
性增产 49 亿斤；新疆、内蒙
古、山东、山西、吉林粮食增
产均超过8亿斤。

“2022 年全国粮食再获丰
收，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了
有力支撑，为应对复杂严峻国
际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稳
定全球粮食市场和食物安全作
出了积极贡献。”王贵荣说。

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
实现增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