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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

南京隆重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并讲话。

国行公祭，祀我殇胞。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

旗。约 3000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代表静静肃立。10时
整，仪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

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

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

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16名礼兵

抬起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孙春兰发表讲话。她表示，今天我们隆重举行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宣示

中国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庄严立场，表达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孙春兰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如期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展现了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这是对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和所有抗战期间牺牲烈士以及死难同胞的最大告

慰。历史大势浩荡前行，民族复兴前景光明。我们将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倍加珍惜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开启新征程、展现新作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孙春兰讲话后，84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

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 3声深沉

的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深沉哀

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坚定向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公祭仪式，全国

政协副主席何维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

华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中央党政军群

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内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

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宗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

苏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年 2月 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孙春兰出席并讲话

南京进入“历史时刻”。凄厉
的警报声长鸣于耳畔，提醒人们不
忘84年前日本侵略者在这座城市
制造的人间惨剧。

历史，从未走远。30万死难者，
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
个有名字、有家庭、有梦想的鲜活生
命。61位仍在世的幸存者也不只是

“活着”，每每回忆沾满鲜血的童年
噩梦，有人仍会泣不成声。

历史，殷鉴不远。随着中日关
系重回正轨，总有人想要遮住陈旧
伤疤，然而“不知道”“不承认”“不
要提”正是部分日本政客对待南京
大屠杀事件的态度。

总有人问：南京大屠杀和我有
什么关系？事实上，这段历史不只
是一城一地的受难日，它与你我的
过去、未来勾连。它告诉我们，何
以从昨天走到了今天，又如何在把
握现在中走向未来。

国盛民强、国弱民孱，正是近
代以来中国的贫弱，才导致河山被

践踏，生灵遭涂炭。今日之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
怆，还有孱弱必将遭欺的训诫。和平是需要争取的，
和平是需要维护的，道路决定命运，发展才能自强，
更是苦难历史留下的深刻启示。

水有波而明其流，车有辙而后可循。失去记忆
的个人必然迷茫，忘掉历史的国家民族不会有未
来。1937 年的劫难留给南京、留给中国的这道伤
疤，不能遮盖，唯有正视！国行公祭，既是哀悼，更
是警醒！

如今，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新征程上，吾辈当自觉背负历史的重托，坚定汲取
奋进的力量，自省、自立、自强，中国人的命运就能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
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
脚步必将不可阻挡。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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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当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国家公祭日前，“哭墙”前的家祭又成为一座城市的“泪

点”。

“您离开我们已经 84年了，真的特别想念您。”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石秀英说。

家祭仪式上，幸存者石秀英、王义隆、谢桂英、马庭宝等

在家人的搀扶下一一献花，布满皱纹的手颤颤巍巍地摩挲

着“哭墙”上亲人的名字，倾诉生死相隔84年的痛楚。

“哭墙”，位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

角。1995年刚设立时，长 43米，高 3.5米，刻有 3000个南京

大屠杀遇难者姓名。26年来，“哭墙”经历数次增刻，姓名增

至10665个，长度也增加了约一倍。

这面墙是 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个名字是

他们共同的碑文。

幸存者夏淑琴不识字，但也多次用毛笔蘸着黑色墨汁

为7位家人的姓名“描红”。1937年12月13日，她全家祖孙

9口人中 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 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 3刀
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老人一边描一边说：“家里人的

名字，一笔一划我都记得。”

“我父亲那时只有9岁，根本无力给亲人收殓。”幸存者

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告诉记者，因为想念的名字都刻在墙

上，父亲把纪念馆当作另一个家，难受了就来看看。

兵荒马乱之时，人命如蝼蚁，总有亲人寄希望于你生

还，总有同胞不希望你就此被遗忘。近年来，“哭墙”一再延

长，但速度却越来越慢，2020年、2021年已经连续两年“停

更”。

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一开始每次增刻的姓名数以

千计，比如 2010年延长了 26.5米，新增姓名 1655个。但到

了 2016年，增刻 110个；2017年，20个；2018年，26个；2019
年，1个。2019年11月29日上午，新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周万荣的名字被刻上“哭墙”，成为墙上第10665个名字，也

成了墙上目前“最新”的名字。

死于那场惨案的人数多达30万，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最终宣判。30万个同胞

的姓名，为何无法都在“哭墙”上出现？

《遇难同胞名录》的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

芹深知过程艰辛。14931 张卡片，这是姜良芹及其团队

用 8年时间，到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

赴中国台湾的相关机构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资料制

作而成。每张卡片标明姓名、年龄、住所、职业、籍贯，

对遇难情形如被害时间、地点、方式及资料来源等也有

简要记录。

“当时，不论是战后针对日军暴行的敌人罪行调查

表，还是抗战损失调查表，都有一定局限性。”姜良芹说，

尤其是日军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有很多家庭

满门被杀害，这样的家庭几乎不可能留下事后的档案、口

述内容。

为了让每一个同胞“找到”姓名，很多人仍在努力。

1983年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学者孙宅巍，将毕

生精力放在了“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上。“目前整理名单的来

源主要是战后的市民调查记录，但放下武器的士兵在南京

没有任何亲属，无人替他们申报。我已经在一些遇难将士

名录中找到一些姓名，期待能进一步研究确认。”

姜良芹也仍未放弃，“因为抗战后进入内战，遇难者相

关资料很多下落不明。如果两岸史学家能共同研究，更多

受害同胞的姓名就有可能‘重见天日’。”

张建军说，收集遇难者的名字，为遇难者降下半旗，为

每一位幸存者录下影像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微观历史

的研究工作中。这不仅有助于唤醒和构筑民族的共同记

忆，也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生命的珍视。

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

期待“哭墙”再延伸，直到每位遇难同胞都有名字。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蔡胜明到底还是贱卖了家里的发电机，虽然损失好几

万元，但他还是很高兴，总算完成一桩心愿。

隔着几座大山，刘文兵从浙江新买的制茶机已经在路

上，预计 12月 14日就能运到厂里。尽管投资将近百万元，

刘文兵心里有底。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蔡胜明所在的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磨子潭镇堆谷山村

和刘文兵所在的安庆市岳西县古坊乡下坊村，两地都在大

别山里，以前都是水电供区，两个山村的能人饱受缺电之

苦。

由于历史原因，安徽省包括霍山县、岳西县在内的6县
（市）建有水电供区，供电人口 50多万人。两年前，记者在

水电供区采访时了解到，水电供区部分线路、变电站设备线

路老化、超期运行，安全隐患多且经常停电，制约着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

“打雷下雨停，刮风下雪停，晴天检修还要停。”蔡胜明

说，因为山里风景好，经常有游客光临，家里投入不少钱开

了农家乐，没有客人来焦心，客人来了又担心，“随时可能停

电，客人甩头就走还是小事，主要是咱心里过意不去，生意

是得过且过。”

为应付停电，2016年，蔡胜明狠狠心，花 6万元买了一

台柴油发电机。

“解决了一点问题，但带来的问题更多：噪音太大，住宿

的客人受不了；耗油量太大，烧钱。”蔡胜明说，发电机买回

来好几年，也就用过20来次，实在没办法了才会用。

“就盼着政府能把线路整个改掉。”记者两年前走访时，

这是蔡胜明和刘文兵共同的心愿。

刘文兵和他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茶叶专家，家里开了

茶厂，生产当地的特色绿茶岳西翠兰，带动周边几十户茶农

增收，其中还有十几户困难帮扶户。

刘文兵说，岳西茶品质好，有茶不愁卖，但在制茶过程

中，停电、电压低成为他的心头之痛。

“电压太低，我以前只能选择在半夜制茶，因为我一

开机器，其他村民家的电灯都亮不起来了。”刘文兵说，

有一次停电，1000 多斤鲜叶无法及时杀青，损失超过 6
万元。

2019年 11月，安徽省水电供区改革启动，水电供区电

网资产和供电业务移交国家电网。根据计划，水电供区到

2022年完成电网改造，实现供电服务均等化。

蔡胜明和刘文兵所在的村子，电网改造于去年和今年

相继完成，他们再不用为用电的事发愁。

蔡胜明的发电机用不上了，尽管最后只卖了1万元，蔡

胜明说，相比以前用电不便，这点亏可以吃。

刘文兵决定给厂里的机器更新换代，他花费近百万元，

要打造一条岳西翠兰标准化生产线。“明年我有新目标，除

了扩大规模，不管是从茶叶品质还是产量上，都要更上一层

楼。”刘文兵说。 （新华社合肥12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 顾梓峄
德国总理朔尔茨 10 日起先后对法

国、欧盟总部、北约总部和波兰进行访

问。分析人士指出，朔尔茨任内首轮出访

释放出重视德法关系、加强同欧盟协调合

作的信号，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务实外交风

格，为德国未来四年外交政策规划出了路

线图和基本框架。

重视德法盟友关系
和默克尔、施罗德等多位德国前总理

一样，朔尔茨上任后第一个出访地选择了

法国，显示出德法关系对于德国的重要。

朔尔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晤中

讨论了欧盟经济复苏、移民、新能源、欧盟

外部边界管控、非盟和欧盟峰会筹备、俄

乌关系等议题。马克龙在会晤后的联合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朔尔茨此访不仅为加

强两国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也将有助于两国在欧洲和国际重大

问题上加强协调。

马克龙说，欧盟应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和数字经济，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加强欧盟

在经济领域的主权。为此，欧盟各成员国

需要在财政预算等方面加强协调。

朔尔茨表示，欧盟一方面需要借助经

济复苏计划保持增长，另一方面应努力维

持稳健的财政状况，二者并不矛盾。相信

德国和法国将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此外，在德法存在分歧的议题上，朔

尔茨没有就相关问题做出直接回应。此

前，两国在环保尤其是核能利用问题上存

在较大分歧。法国认为核能是帮助其实

现绿色能源转型的基础，但德国计划明年

放弃使用核能。朔尔茨表示，各国环境保

护方式存在差异，但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方

法，让各方能够朝着一致的方向发展，同

时实现互相沟通和理解。

分析人士指出，巩固德法关系已成为

德国外交和对欧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

朔尔茨就任总理后首访第一站定为法国，

体现出德国新政府对默克尔时代重视发

展德法关系政策的延续。两国未来或将

继续寻求巩固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欧盟在

重大议题上取得共识。

加强同欧盟协作
结束对法国的访问后，朔尔茨 10日

下午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对欧盟总

部和北约总部进行访问。其间，他会见了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

主席米歇尔，并与两位领导人就欧盟经济

复苏、欧盟对外关系以及乌克兰局势等议

题进行了讨论。

朔尔茨在访问期间强调，德国是个“很欧洲的国家”，

他呼吁欧洲团结一致，各国密切合作。他在与米歇尔举行

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世界将不再是两极，将出现许多强

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仅有美国和俄罗斯，还有

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印度及一些强大

的新兴国家，而且还将有一些强大的非洲和南美洲国家。

促使这个多极世界在多边框架内合作，正是这一点把我们

团结在一起。冯德莱恩表示，德国对于欧盟的发展十分重

要，朔尔茨的到访释放出积极信号。

此外，朔尔茨10日晚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

行会晤后表示，德国正在尽全力确保联邦国防军装备精

良。但他并未明确承诺达到北约 2014年制定的 2%的目

标。根据该目标，北约所有成员国应在2024年之前不断接

近北约确定的这一基准值，即防务开支至少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2%。德国新政府执政联盟组阁协议中也未提及这一

目标。

在结束布鲁塞尔的行程后，朔尔茨于 10日返回德国，

并于11日在柏林出席了社民党党代会。

12日，朔尔茨到访波兰。他在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

会晤时表示，德国支持波兰化解东部边境难民问题。舆论

分析认为，朔尔茨的波兰之行意在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

号，即德国新政府同样重视欧盟东部事务，愿意就此加强

与盟友的协调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朔尔茨任后首轮出访在处理外交事务

上的务实态度引发外界关注。朔尔茨的表态与德国新政

府执政联盟组阁协议里关于欧盟事务的精神相符。根

据协议，德国新政府重视通过欧盟平台发挥影响力，推

进欧洲战略自主，包括加大对欧洲议会的支持，加强欧

盟在包括能源供应、卫生、原材料进口和数字科技等国际

事务关键领域中的战略自主性等。舆论分析认为，德国新

政府或将进一步促进欧盟成员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上

行动一致，从而在国际舞台发

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柏林1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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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巴拉圭选手纳迪娅·费雷拉参加在以色
列南部海滨城市埃拉特举行的 2021“环球小姐”选美大
赛总决赛。

2021“环球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13日在以色列南部海
滨城市埃拉特举行。21岁的印度演员兼模特哈尔娜兹·桑杜
从79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2021“环球小姐”冠军。22岁的

“巴拉圭小姐”纳迪娅·费雷拉获得亚军，24岁的“南非小姐”拉
莱拉·姆斯瓦内获得季军。 新华社记者 尚昊/摄

印度佳丽当选2021“环球小姐”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

“哭墙”前的祈祷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贱卖的发电机 新买的制茶机
——安徽水电供区改革两周年回访见闻安徽水电供区改革两周年回访见闻

□新华社记者 陈尚营 刘军喜 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