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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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次国家公祭仪式上将出现一群特殊的“嘉宾”，他们是
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今年 8月，首批共 13名南京大屠
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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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身份有何特殊性？将如何履职？又有哪些心愿？新
华社记者进行了采访。

来自10个家庭，年龄最小者12周岁
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共13名，他们是葛凤亮、黄

兴华、黄睿、夏媛、李玉瀚、李真铭、常小梅、刘榴、马雯倩、徐宏、夏
天行、王莲、阮红燕，来自10个幸存者家庭。

据了解，他们多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庭的二代、三代，也有
部分第四代加入，既有父子搭档、母子搭档，也有夫妻搭档。

夏媛和儿子李玉瀚来自幸存者夏淑琴的家庭。夏媛告诉记
者：“我从小听着外婆讲的故事长大，如今外婆年纪越来越大了，
耳朵也听不清了，眼睛也看不清了，她说希望我可以代替她去作
证，让更多人知道当年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

李玉瀚刚满 12周岁，虽然年龄是传承人中最小的，但已经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了好几年小小讲解
员。“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就带他参加家祭。上小学之后，他就
主动去纪念馆做小小讲解员。别看他年龄不大，但他知道心疼
太婆，也理解历史传承的责任。”夏媛说。

传承历史，传播真相，传递信念
2014 年，纪念馆开展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登记工作。

2022年，认证了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相比遗属身
份，传承人相当于传承历史记忆的主力军，对使命的认识更深
入，履职的方式也更丰富。

今年 4月，100岁的幸存者王恒离世。早在 2011年，他就在
孙女王莲的帮助下开通了网络账号，讲述自己经历的战争。“爷
爷口述，我编辑。我告诉他开通不到5天就有近3000名粉丝，他
听了特别高兴。”

常小梅则选择将父亲的一生记录下来，陆续出版了《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中、日、英文版。书中，她以细腻的
笔触还原了一个九岁战争孤儿的真实人生，揭示战争给普通人
带来的深远影响。

“我们这一家人，对‘失去’有着特别深的体会，也因此对幸福格
外珍惜。”常小梅说，把这些点滴记录下来，能让更多人了解并记住这
段历史，希望把这种“虽伤痛却坚韧”的信念传递给更多人。

幸存者王素明的女儿徐宏和女婿夏天行是一对夫妻传承人。国
家公祭日前夕，夏天行开始重读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
他说：“女儿在国外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用英语把这段历史真相说
清楚、讲明白，向外国朋友、华侨华人讲述这段历史。”

愿他们夙愿得偿，余生心安
1937年，葛道荣的叔父和两位舅舅惨遭日军杀害，年仅 10

岁的他逃进安全区却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伤右腿。95岁的葛道荣
晚年仍有执念，他参加各类宣讲、座谈等超过 150场，还写下近
10万字，记录自己在南京那段至暗时刻的惨痛经历，取名《铭记
历史》，家中子孙人手一份。

国之难者的暮年夙愿，就是等到加害方的真诚道歉。2021年
10月，99岁的幸存者马秀英带着遗憾离去。马秀英的曾孙女马雯
倩从大学时期就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志
愿讲解员。“祖奶奶生前说过，‘只要活着就一直作证’。我将继承
她的遗志，把这段历史传递下去，这也是对她最好的告慰。”她说。

“历史与信念的传承，其实就是靠一个个家庭身体力行做出
来的。”纪念馆负责人说，未来这支传承人队伍还将进一步扩容，
历史的见证者终将离开，但正义与和平不会凋谢。

（据新华社电）

13日是第 9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
内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
屠杀中死亡的 30多万同胞和更多在这场侵略战争中
无辜死难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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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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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芳 邱冰清

↑这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完成改陈的展厅（12月10日摄）。

科研人员通过技术手段保存“万人坑”侵华罪证
新华社记者 张博宇 孟含琪 司晓帅

揭秘首批南京大屠杀
历 史 记 忆 传 承 人

←12月10日，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罪证陈列馆，工作人员在介绍新展出的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

根据内稳发〔2016〕1号及内党办发〔2021〕7号等文
件规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按规定进行公示，内
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1.科尔沁区河西风电场场内配套变电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为通辽市龙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建设地

点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羊场，本次申报建设内容
为开展场内配套变电改造，安装 16套新型非箱式变电
站。项目建设时间为1年。项目总投资3200 万元，全部
为自有资金。

2.科尔沁区哈达风电场场内配套变电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为通辽市金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地

点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金家村、张家村、太平
庄村。本次申报建设内容为风电场场内配套变电改造，
安装 10 套新型非箱式变电站。项目建设时间为 1 年。
项目总投资为2000万元，全部为自有资金。

3.科尔沁区聚繁风电场场内配套变电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为通辽市聚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地

点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清河镇，本次申报建设内容为开
展场内配套变电改造，安装 11 套新型非箱式变电站。
项目建设时间为1年。项目总投资为2200万元，全部为
自有资金。

二、公示对象
项目区周边受影响群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三、公示主要事项
征求群众及利益相关者对项目建设的态度及看法，

征求与项目相关的其他社会稳定相关问题。
四、意见征求形式
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下述单位反馈。
五、评估主体单位
1.通辽市龙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海 13654769626@qq.com
2.通辽市金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河 18240483565@163.com
3.通辽市聚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帅 13840095286@163.com
六、风险评估单位
编制单位：内蒙古博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白文伟
联系电话：15335588851
Email：nmgbxzx@126.com
七、公示时间：2022年12月1日-2022年12月15日。

内蒙古博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改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发改投资[2012]2492号）、2021
年 4 月 16 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委会会议审

议批准 2021 年 4月 25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办

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内蒙古自治区重

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

会政法委员会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工作操作规程(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精神，

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通辽市大林镇型砂厂宝林分厂工业

广场项目

2.建设单位：通辽市大林镇型砂厂

3.建设地点：科尔沁区大林镇宝林嘎查

4.建设内容与规模：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1.2万平

方米。建设厂房 7000平方米。停车场及道路占地约

5000平方米。

5.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约 800万元，自有资金

300万元，申请银行贷款500万元。

二、目的意义

为了保证收集意见和建议的广泛性，同时使得本

项目建设的相关利益群体都能够了解本项目的各方面

情况。

三、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反馈渠道、方式及期限

1.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反馈渠道

联系人：于主任

联系电话：13190897370
邮箱：1301044991@qq.com

2.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反馈方式

群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取得联系，发

表对拟建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方面的意见及建议，以及

其他相关诉求。

3.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反馈期限

可自公示告之日起十五日内。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公示

通辽市大林镇型砂厂

2022年12月14日

■广告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残联、发改委、财政厅等六部门联合
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内残
联发〔2021〕10号）文件要求，对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
人单位进行奖励。现将通辽市本级符合奖励条件的用人单
位进行公示如下：

1.中粮贸易内蒙古商源农业有限公司。（应安排残疾人
职工2人，超比例1人）

2.通辽市鑫龙服务有限公司。（应安排残疾人职工1人，
超比例6人）

3.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应安排残疾人职
工4人，超比例1人）

公示时间：2022年12月14日-2022年12月18日
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请在公示期间向通辽市残疾

人联合会反映。
受理电话：0475-2730878

关于对超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的用人单位给予奖励的公示

通辽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2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