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华 社 南 京 12 月 13
日 电 中 共 中 央 、中 国 国
务 院 13 日 上 午 在 南 京 隆
重 举 行 2020 年 南 京 大 屠
杀 死 难 者 国 家 公 祭 仪
式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出席
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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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旗 下 半 旗 。
3000 余 名 各 界 代 表 胸 前
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
时 整 ，公 祭 仪 式 开 始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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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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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8 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
上。

之 后 ，陈 希 发 表
讲 话 。 他 表 示 ，今 天 ，我
们在这里隆重集会，深切
缅 怀 南 京 大 屠 杀 无 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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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同
中 国 人 民 携 手 抗 击 日 本
侵 略 者 献 出 生 命 的 国 际
战士和国际友人，宣示中
国人民铭记历史、不忘过
去 ，珍 爱 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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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希 指 出 ，历 史
的苦难不能忘记，前进的
脚 步 永 不 停 息 。 在 中 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今
日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
时 期 都 更 接 近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宏 伟 目
标，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 绝 对 贫 困 问 题 历 史 性
得到解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新
征程即将开启，这是我们
对 所 有 牺 牲 先 烈 和 死 难
同 胞 的 最 好 告 慰 。 站 在

“ 两 个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历史交汇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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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
态 ，积 极 践 行 新 发 展 理
念 ，着 力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奋 力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 代 化 国 家 新 征 程 上 创
造新的历史伟业！

陈 希 讲 话 后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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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尽 哀 思 和 对 世 界 和 平
的向往坚守。

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 委 员 长 沈 跃 跃 主 持 公
祭 仪 式 ，国 务 委 员 王 勇 、
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 郑 建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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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是 1212 月月 1313 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仪式现场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季春鹏 摄摄

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在南京
举行2020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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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南京 12月 13 日

电 12月 13日，晴。清晨，
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
场聚合、静默、肃立。

当天，是中国第七个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在这里举行。

集会广场气氛庄严肃
穆。黑色“灾难之墙”前，年
事已高的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坐在
公祭队列的前排。青少年
学生、部队官兵、医护工作
者站定。寒风吹动了他们
胸前佩戴的白花，“花蕊”和
平鸽徽章在晨曦中闪烁着
光芒。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今天很多外国友人没能来
到现场。他们发来了视频，
表达珍爱和平的愿望。日
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
的华侨华人在线上开展音
乐会、烛光会、追思会等悼
念活动。”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张建军对记者说：“无论距
离多远，我们都在此刻共同
铭记历史。”

“由于疫情，我们不能
线下集会悼念，但侨胞们在
北京时间 13 日上午与南京
保持同步，为逝去的同胞伫
立默哀。”加拿大南京同乡
会会长王海澄说道。他是
在场为数不多的华侨之一。

瑞克·马吉 13 日通
过微信告诉记者，去年，他

和亲属克里斯·马吉参加了
公祭仪式。“很遗憾今年没
能来南京，美国得克萨斯州
的疫情严重。但 12 月 13 日
这天，我和家人为和平祈福
的心意是相通的。”

瑞克·马吉的祖父——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
大屠杀浩劫中救助了众多中
国难民，其拍摄的南京大屠
杀历史影像和诸多档案一起
被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
守望式。当防空警报打破
宁静，人们在追忆苦难的同
时，也在为和平祈愿。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3 年来，古城南京发生了沧
桑巨变。“万人坑”遗址上，
矗立着 1985 年建成、3 次扩
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如今，这
里已接待了百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参观者近亿人次，成
了每年举办和平集会的固
定场所。

当 日 ，辗 转 多 地 抗 疫
200 余天的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
邱海波在广场上撞响了和
平大钟。他感慨说：“中国
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钟
声悠悠，是对遇难同胞的缅
怀，也是对后人的警醒。”

17 处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丛葬地，当天同步举办
了悼念仪式。

位于城中的北极阁丛
葬地，在日军屠城浩劫中曾

伏尸塞道。如今，这里松柏
成林，是闹市区内一处风景
秀丽的空中花园。

现场，全体人员高唱国
歌，并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默哀。他们绕场一周，将手
中的菊花放在丛葬地纪念
碑前。孩子们书写的留言
信、制作的缅怀卡夹在花束
中。“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
强则中国强，我们少年要好
好努力。”南京成贤街小学
学生陈心悦对记者说。

长江江畔的中山码头
丛葬地、燕子矶丛葬地、草
鞋峡丛葬地相距不远。南
京大屠杀浩劫中，日军曾于
此和附近展开屠杀，尸横荒
滩、血染江流。如今，这里
串联起绵延 10 余公里的滨
江风光带，是人们骑行散步
的休闲地。

当防空警报响起，长江
中的大小轮船齐鸣汽笛，汽
笛声汇成了洪流。

曾因战火凋敝的新街
口，现在是商贾汇集、客流
涌动的核心地段。

当警报声响起，信号灯
全数转红。孙中山铜像前
车辆停驶；行人停下脚步，
脱帽致哀1分钟。电子显示
屏上，滚动播放着“坚持和
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字样。

南 京 大 屠 杀 惨 案 ，是
南 京 之 殇 、中 国 之 殇 、世
界之殇。要如何坚守可贵
的和平？

记住苦难，放下仇恨。
蒙受悲怆，铸剑为犁。83 年
来，古城南京给出了答案。

受疫情影响，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今年采取“防疫+预约”模
式，开放时间大幅缩减。其
间，举行了169场撞钟仪式，
有 2028 名参观者撞响和平
大钟；留言功能仅开放 62
天，但留言簿摞起来总高
148厘米。“铭记历史”“珍爱
和平”“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是留言高频词。“钟声”
和“留言”中，透露出人们对
和平永驻的祈盼。

继南京成为中国首个
“国际和平城市”后，更多的
中国城市正积极申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
席主持人、南京大学和平学
研究所所长刘成告诉记者，
经国际和平城市协会获准
的全球“国际和平城市”已
增至近300个。

“维护世界和平，难靠
一城一池之力。”刘成说，全
球爱好和平的城市结盟起
来，做和平的维护者、促进
者，能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注入正能量。

“铛、铛、铛……”和平
大 钟 之 声 在 集 会 广 场 回
荡。和平鸽振翅高飞，在城
市上空久久盘旋。

公 祭 仪 式 是 短 暂 的 。
但人类对和平的期盼和守
望，不会因病毒阻隔而缺
席，不会因时光推移而停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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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习近平“中国承诺”彰显大国担当
12 月 12 日，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
会 上 通 过 视 频 发 表 题 为
《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
讲话。针对全球气候变化
议题，习近平主席曾在多
个场合阐述中方观点和承
诺，并积极推动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

目 前 ，气 候 变 化 仍 是
当前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
战之一，尽管 2020 年全球
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严峻
考验，但“全球变暖不会因
疫情停下脚步，应对气候
变化一刻也不能松懈”。

在 这 次 峰 会 上 ，着 眼
于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新征程，习近平主席提出

三大倡议，并进一步宣布
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
列新举措。

《巴黎协定》进入实施
阶段

5 年前，各国领导人以
最大的政治决心和智慧推
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
黎 协 定》。 5 年 来 ，《巴 黎
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得到
国 际 社 会 广 泛 支 持 和 参
与。

当 前 ，国 际 格 局 加 速
演变，新冠肺炎疫情触发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
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
更受关注。

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三
大倡议

第一，团结一心，开创

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
面 。 在 气 候 变 化 挑 战 面
前，人类命运与共，单边主
义没有出路。我们只有坚
持多边主义，讲团结、促合
作，才能互利共赢，福泽各
国人民。中方欢迎各国支
持《巴黎协定》、为应对气

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提振雄心，形成

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
系。各国应该遵循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
国情和能力，最大程度强
化行动。同时，发达国家
要切实加大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
支持。

第三，增强信心，坚持
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
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
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
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
动力。

应对气候变化进一步
宣布“中国承诺”

中国为达成应对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作出重要
贡 献 ，也 是 落 实《巴 黎 协
定》的积极践行者。

今年 9 月，我宣布中国
将 提 高 国 家 自 主 贡 献 力
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力争 2030 年前二
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

在 此 ，我 愿 进 一 步 宣
布 ：到 2030 年 ，中 国 单 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
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
右 ，森 林 蓄 积 量 将 比 2005
年 增 加 60 亿 立 方 米 ，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
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中 国 历 来 重 信 守 诺 ，
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脚踏实地落实上述目
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央视网

嫦娥五号实施第二次月地转移入射
成功进入月地转移轨道

中新网北京 12 月 13
日电记者从中国国家航
天局获悉，北京时间 12
月 13 日 9 时 51 分，嫦娥
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
合体实施第二次月地转
移入射，在距月面约 230
公 里 处 成 功 实 施 四 台
150 牛发动机点火，约 22
分 钟 后 ，发 动 机 正 常 关

机。根据实时遥测数据
监 视 判 断 ，轨 道 器 和 返
回器组合体成功进入月
地转移轨道。

后续，携带月球样品
的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
回器组合体将在月地转
移过程中进行中途轨道
修 正 ，并 择 机 实 施 轨 道
器和返回器的分离。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公祭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中新网沈阳 12 月 13
日电 今年12月 13日为第
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当日，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以“致敬
英烈 守望和平”为主题，与
全国多家抗战主题纪念(博
物)馆同步举行悼念活动。

83 年前，南京大屠杀
惨案震惊中外，30 万无辜
同胞惨遭日军杀戮。2014
年，国家决定设立“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以国家的名义举行公祭活
动和相关纪念活动。本次
活动由沈阳市文化旅游和
广播电视局、沈阳市人民政
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沈
阳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
院)、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承办。按照疫情常态
化防疫工作要求，本次活动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国家公祭日悼念活
动现场，以“白山黑水”为主
题设计的序厅内，人们整齐
列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
主持人宣布2020年“致敬
英烈 守望和平—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
活动开始后，全场齐声高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
歌唱毕，全体人员秉烛祈
祷，低首肃立，为死难同胞
默哀。

默哀毕，学生代表齐声
朗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鼎铭文”，铿锵有力
的朗诵，声声入耳，直击人
心，这是孩子们对铭记历
史，珍视和平意愿最真切的
表达。

随后，参加公祭日悼念
活动的各界人士代表，缓步
列队将手中的蜡烛敬献在
寓意着民族英烈浩气长存
的卧碑前，以表哀思。活动
中全体人员共同参观了《纪
念南京大屠杀被害同胞遇

难83周年图片展》，透过一
张张充斥着血腥暴力屠杀
场面的照片，讲述着发生在
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实
施的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
向世人控诉了日本军国主
义在侵华战争中对手无寸
铁的中国百姓犯下的滔天
罪行。

此外，小志愿者还表演
了抗战历史互动剧《黑土英
魂》，剧中，坎坷起伏的人物
命运，沉浸式的互动演出，
瞬间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
观众。现场观众被东北军
民顽强御敌、誓死报国的爱
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所鼓舞
和震撼。

在活动仪式当天，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还组
织了“向英雄致敬为遇难同
胞献花”“战争与和平的记
忆主题观影”“儿童体验馆
研学之旅”等相关纪念活
动。博物馆官方微信平台
也同步举行祭奠活动。

2020年作为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分馆—沈
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
列馆，首次在遗址广场同步
举行“祭奠同胞共祈和平—
2020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主题活动，在沉
痛悼念革命英烈、死难同胞
的同时，深切缅怀与中国人
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而
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与国
际友人。

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馆长范丽红谈到，
每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都会与其他
抗战主题纪念(博物)馆联
动举行悼念活动，目的就
是为缅怀抗日英烈和死难
同胞，利用抗战类博物馆
自身资源，深入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国防安全教育，
引导观众铭记历史，守望
和平，开创未来。

学生将手中的蜡烛敬献在寓意着民族英烈浩学生将手中的蜡烛敬献在寓意着民族英烈浩
气长存的卧碑前气长存的卧碑前，，以表哀思以表哀思。。 王添翎王添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