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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哈尔滨 12月 12日电（记者 王 建、杨思琪）
在第九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简称“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改陈工程完工，2 万余件
（页）新文物、新档案、新史料首次展出。专家表示，这些新
展出的罪证为 731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和实
施细菌战等罪行增添新铁证，使证据链条更加完备。

据介绍，此次改陈工程于 9 月 19 日开工，馆内陈列以
“反人类暴行”为主题。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馆长金成民介绍，此次改陈新增罪证主要是 2015 年以
来通过考古发掘、“跨国取证”和学术研究取得，其中新增
罪证文物 2862 件、新增罪证史料 23000 页、新增 731 部队
原队员影像资料 810分钟。

“这些新展出的罪证文物和史料都是铁证，使 731 部
队细菌研制、人体实验的证据链更加完备。”金成民说。

在展厅内，新展出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 731 部队）详细记载了 731 部队成

员信息，为深入进行 731 部队总体规模、人员来源、身份构
成等基本史实问题研究提供了一手史料支撑。根据该名
簿记载，731 部队共有成员 3497 名。“此前学术成果多涉
猎生物战、人体实验等战时罪行、战争责任和战后贻害等
问题，731 部队成员名单等重大基本史实研究较少。这些
档案揭开了这支恶魔部队的完整面纱。”金成民说。

1945 年 8 月，731 部队败退之际炸毁了进行细菌实验
和人体实验的核心区域，试图毁灭证据。通过考古挖掘，
2000 余件战争遗物在这次改陈后首次大规模展出。黑龙
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李陈奇说：“这些新罪证文物
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

历经 30 余年艰辛寻证和不懈研究，侵华日军第七三
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已拥有七大类近 10 万件馆藏罪证文物
及史料，构成了相互印证、真实完整的立体罪证链条。“通
过展示罪证、揭露罪行，进一步扩大和增强陈列馆的国际
影响力，警示世人铭记历史、捍卫和平。”金成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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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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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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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总是强调家中子孙必须牢牢铭记，不能遗
忘。但我懂他，他最大的心愿是有生之年还能等到日本
人的忏悔。”葛道荣的儿子葛凤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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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南京 12月 12日电）

公务员出行公务员出行 享机票折上折享机票折上折

公务员订票公务员订票 先乘机后付款先乘机后付款

公务员出行购买公务机票，全价机票可享 8.8折
优惠；其他折扣可享折后 9.5折优惠。同时，龙之舟
开通“先乘机，后付款”服务，欢迎来电预订机票。

请拨

2 万余件（页）731部队暴行新罪证首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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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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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
粮食总产量达 13731 亿斤，比上年增加 74 亿斤，粮
食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粮 稳 天 下 安 。 在 今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极 端 天
气、农资涨价等多重挑战下，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增
产丰收，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统筹部署的一系列粮食
稳产增产举措落地见效，印证我们有信心、有底气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这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用六种语言写的“反人类暴行”墙（12月 10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 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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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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五载八十五载，，历史痛感未敢忘历史痛感未敢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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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互助守望互助，，凝聚和平力量凝聚和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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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梦中华圆梦中华，，砥砺复兴之志砥砺复兴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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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蒋 芳 邱冰清 （新华社南京 12月 12日电）

“人特别努力、天比较帮忙”

严冬将至，确保河南全省 8500

多万亩小麦安全越冬成为新课题。
自秋收秋种以来，河南省商水县张庄
镇南陵村的种粮大户邱守先就忙得
一刻不停。“冬小麦刚种上，就已经签
约了买家。”最近他又忙着走村串户，
与更多有意愿的农户协商流转土地。

民以食为天，粮价是百价之基。
今年粮食生产经历多重挑战，实现高
位再增产，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
亿斤以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潘文博介绍，今年粮食面积继续增
加，在粮食增产中发挥了关键性作
用。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加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清理“非
粮化”，复耕撂荒地，推行间套复种，
千方百计挖掘面积潜力，夏粮、早稻面
积分别增加 138万亩、31万亩，秋粮面
积也增加较多，奠定了丰收基础。

大豆扩种取得实质性进展。我
国启动实施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
升工程，在东北地区推广轮作扩大
豆，在西北、黄淮海、西南和长江中
下游等地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今年大豆面积超过 1.5 亿亩，是
近 60多年来大豆面积最高值。

今年粮食生产经历罕见秋汛、
夏季干旱等挑战，局地灾情重，各地
各部门攻坚克难、多措并举。

潘文博表示，夏粮遭遇上年罕
见秋雨秋汛，三分之一小麦晚播、长
势差，通过落实促弱转壮、“一喷三
防 ”等 措 施 ，加 上 入 春 后 天 气 比 较
好，夏粮最终实现增产，是“人特别
努力、天比较帮忙”的结果。

秋粮生产方面，长江流域遭遇
严重高温干旱，这些省份通过水库
调水、人工降水、地下打水、河湖抽
水等措施增加抗旱水源。同时，占
全国秋粮产量 70%左右的北方主产
区大部旱涝灾害少，秋粮增产较多，
有效弥补了灾区损失。

稳产能关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近日在湖南省汨罗市罗江镇罗
江村，刚忙完手上的农活，村党总支
书记周艳就带领村干部们测量田地
面积。“今年村里有 1200 亩稻田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以后机械化作业更方便，增产更有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内容之一是完善水利设施，旱能
浇、涝能排。

据了解，南方夏季高温少雨，对秋粮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主要原因一是水源灌溉条件较
好。南方 2亿亩中稻大部分有水源条件，7600多万亩双季
稻田大部分也有水源，高温干旱主要影响丘陵岗地、“望天
田”和部分灌区末端等没有灌溉水源条件的地块。

同时，当南方高温干旱发生时，早稻已经收获；部分
中稻抽穗扬花，影响了结实率，但占比较小；双季晚稻大
多处于分蘖拔节期，对高温干旱不敏感，影响较小。

据农业农村部调度，南方 12 省（市）粮食作物因高温
干旱受灾 3119 万亩，分别占南方秋粮、全国秋粮面积的
6.1%、2.4%。通过及时落实“一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
施，一方面促进受灾作物生长恢复、减少了产量损失，另
一方面促进未受灾地区秋粮单产提高，实现非灾区多增
产，部分弥补灾区损失。

科技是稳产增产的关键。农业农村部持续开展下沉
一线包省包片联系指导，组织防灾减灾专家指导组、科技
小分队赴主产区和重灾区蹲点指导，采取喷施叶面肥、以
水调温等技术措施。各地也多渠道调度水源科学抗旱，
能浇尽浇，对确实没有灌溉条件因灾绝收的中稻田，蓄留
一季再生稻以弥补损失。

真金白银支持粮食生产

日前，在位于新疆巩留县的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伊犁分公司库房，工人们正把玉米种子搬运上大型货
车，这批种子将被运到山东。“现在企业年加工玉米种子 4

万吨，产品面向全国销售。”伊犁分公司经理许福生说。
今年农业农村部提出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菜。
潘文博表示，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是

底线任务，扩种大豆油料、提高食用油自给率是硬任务。
今年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基本稳定，玉米面积稳中略减，
但单产提高，总产稳中有增；大豆面积增加较多，实现扩
面增产，总产创历史新高。

各地通过复耕复垦、减垄增地、水改旱、推行杂粮杂
豆马铃薯与大豆轮作等方式，挖掘大豆扩面潜力，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超过 1500 万亩。在东北、西北
等主产区集成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等高产技术模式，
在黄淮海地区推广玉米适当晚收技术模式。

面对农资价格上涨等情况，今年中央财政先后向实
际种粮农民发放 400 亿元一次性补贴。稳定实施玉米大
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扩大耕地轮作休耕项目实施
规模，用于支持稳定南方双季稻、扩种东北大豆、开发冬
闲田扩油菜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同时，我国继续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水平，
稳定农民收入预期。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
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启动大豆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 16 亿元实现小麦‘一喷三防’在
主产区全覆盖，在南方抗高温热害关键农时，安排 100 亿
元支持南方中稻抗旱保丰收，力度之大是多年少有的。”
潘文博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极端气象灾害事件增
多，粮食生产的过程，就是不断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
我们始终立足抗灾夺丰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技术措
施，努力做到“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是增粮”。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2月 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