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12 月 13 日是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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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集会广场布置得庄严肃穆，聚齐在此参与仪式的社会各界代表静静肃立。

——写在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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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忘 苦 难  勇 毅 前 行

他们来到这里祭奠这些我们不曾相识

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先辈们，我很感动。”

尹显才说。

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世界记忆
“南京大屠杀历史不仅是中国记

忆，更是世界记忆。牢记历史、传承世界

记忆有助于各国的人们携起手来，更好

守护和平。”第三次参加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英国人贺福说。

为了捍卫历史真相，传承世界记忆，

一股股力量跨越国界汇聚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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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展览精选海外 5 组

代表性文物藏品，包括美国牧师约翰·马

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由日本

友人冈崎俊一捐赠、其父保存的记录日

军暴行的相册，日本教师松冈环采访的

原侵华日军士兵口述南京大屠杀暴行

的音像，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欧美报

刊，由旅加华人余承璋和家人历时两年

多收集汇编的、东京审判加拿大检察官

亨利·诺兰质证南京大屠杀惨案元凶松

井石根的档案。

这批文物藏品再现多年来一批国

际友人和爱国华人在海外为收集南京

大屠杀文物史料而辗转奔波的经历，他

们为丰富纪念馆馆藏、维护南京大屠杀

历史真相、筑牢共同的历史记忆、捍卫

正义与和平作出重要贡献。

日前，453 件（套）重要文物史料入

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其中，就有日本和平人士大东仁先

生搜集捐赠的 51 件（套）珍贵文物史料，

包括侵华日军士兵新井淳的《阵中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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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陷落’儿童

教育戏剧卡片”等。

据了解，自 2008 年起，紫金草国际

志愿者汇集来自美国、韩国、巴基斯坦

等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人。

在积极参与馆内的多语种讲解、史料翻

译等志愿活动以外，不少国际志愿者还

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向海外的人们尤其

是年轻人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让南京

记忆成为世界记忆。

携手告慰同胞，汲取前行力量
烛光莹莹，哀思沉沉。13日晚 6点半，

“烛光祭·国际和平集会”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场和遇

难同胞名单墙前同步举行。中外人士穿

着素服，线上线下手秉白烛，向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致哀，祈愿世界永久和平。

为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神户南京心

连心会代表宫内阳子曾连续 20 多年来

纪念馆参加各类活动。今年，宫内阳子

在线表达心愿。她表示，为了让历史不

再重演，她将继续开展传播历史真相的

活动。

约翰·马吉之孙克里斯·马吉也在线

表达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缅怀。他说，

祖父约翰·马吉当时留在南京保护了许多

平民，正是所有留在南京的勇敢人士的

人道主义精神，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25 年前，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用

生命写就《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在西方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张纯如离世

后，她的父母继续女儿未竟的事业。烛

光祭现场，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现身大

屏幕。她说：“1997 年，南京大屠杀惨

案发生 60 周年。我的女儿张纯如发表

她的著作。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5 周年。我们在海外参与民间组织‘世

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悼念活动，希

望用我们的一份力量，教育下一代牢记

南京大屠杀历史。”

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和当地民众也

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在美国旧金山，由

当地华人策划的“南京祭”活动如期举办。

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理事李竞芬介绍，

“1996 年，第一届南京祭在斯坦福大学

举办，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段

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在米兰，意大利江苏总商会以及旅

意各大商协会共同举办悼念活动。与会

者共同观看《人类的浩劫——1937 南

京大屠杀》视频，通过手机“云端”参与

世界和平火炬接力，表达牢记历史、珍

爱和平的心愿。

（刘浏 蒋楚嫣 钱盈盈 付岩岩 沈峥嵘）

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 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歇

本报讯  “这部以南京大屠杀史

实为背景的舞剧，将历史的真相呈现

于舞台之上，长歌以当哭，祭奠罹难

于战火和屠杀的同胞。”第九个南京

民族舞剧打开了“记忆深处”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晚，民族舞

剧《记忆深处》再次在江苏大剧院上演。

《记忆深处》从美籍华裔作家张纯

如探索 1937 年南京大屠杀惨案的角度

本报讯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

布了2022 年全国粮食生产数据，江

苏粮食总产量突破750亿斤，粮食总产、

单产双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量连续

9 年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连续第 6

年创历史新高。不仅端牢了8400 万人

的饭碗，还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今 年 江 苏 粮食总 产 量 达 753.8

亿斤，占全国 5.49%，较上年增加 4.6

江苏粮食总产量突破 750 亿斤
亿斤, 增长 1%；单位面积产量达 461.5

公斤 / 亩，较上年增加 1.4 公斤 / 亩，增

长 0.3%，居主产省第三位。从保面积、

增产量，到调结构、优技术，大力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为夺取全年

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严守耕地 红线，深挖土地资源。

2022 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8166.6万亩，

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 4.6%，较上年

阳光照耀冬日的大地，白鸽在高空

飞向远方。

在庄严中静穆，在告慰中站立，在

奋进中面向和平与希望。

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前进的脚步

永不停歇。

12 月 13 日，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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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忘历史伤痛，撞响和平之钟
上午十时，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气

氛肃穆，国旗下半旗致哀。包括抗战老

兵、医务工作者、生产一线工人、学生在

内的社会各界代表胸佩白花，默然肃立。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93 岁的夏淑琴老人

和 95 岁的葛道荣老人代表目前登记在

册的 54 位在世幸存者来到现场，为历

史作证。

当防空警报响彻南京上空，公祭仪

式主会场内，众人低头缅怀遇难同胞；

南京街头，机动车停驶鸣笛，行人肃立

默哀。南京市中华中学的 85 名青少年

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 名社会各界

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久久回荡的钟

声，表达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世界

和平的向往与坚守。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刘云是撞响

“和平大钟”的代表之一。“这钟声不

仅是对死难者的哀悼之音，更是警示之

声，警示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警示

我们每一个国民要认识到肩上的使命。”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车体分

厂电焊工、中车首席技能专家孙景南说：“今

天我们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永远

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苦难，也不能忘记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主会场外，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燕子

矶丛葬地等 17 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丛

葬地同步举办悼念活动，不少市民自发

前来悼念死难同胞。

72 岁的南京市民尹显才骑车 35 公

里，分别来到 4 个丛葬地哀悼死难同胞。

在江东门丛葬地，他久久不愿离去，和

每一位前来献花的人交谈。“我看到很

多从浙江、海南、湖北赶来的年轻人。

图为社会各界在正觉寺丛葬地祭奠遇难
同胞

切入，以张纯如生前探索过程为线索，

以惨案亲历者的回忆为主题，选取屠杀、

见证、忏悔等关键词，构成相对独立又

相互印证的篇章。该剧 2017 年首演，

2021 年 9月开启全国巡演，所到之处，

场场爆满，反响热烈。今年舞剧《记

忆深处》再度回到南京，那些触及灵

魂的记忆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增加 25.3 万亩，增长 0.3%。

优化种植结构，调整种植布局。江

苏紧盯油料作物生产，今年首次在全省

推广 60 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提高生产效率，向技术要粮。目前全

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3%，

为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 4 月以来，先后发生春夏旱、

夏伏旱，遭遇 1961 年以来最严重晴热

高温天气，给粮食生产安全造成不

小影响。丰收背后，高标准农田功不

可没。目前，全省高标准农田上图入

库面积已超 4600 万亩，年底还将完

成 40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此

外，省农业农村厅通过用好中央财政

2.75 亿元和省级 5250 万元农业生产

救灾资金，落实“一喷多促”等措施，

实现了促壮苗稳长、促单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