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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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馆集会广
场庄严肃穆，现场国旗下半旗。广场西
侧的“灾难墙”上，灰黑的底色映衬着“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14 个白
色大字。8000余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
花，静静肃立。解放军仪仗大队 18名礼
兵齐步行进至公祭台两侧伫立。

10 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军乐团
演奏《义勇军进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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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公祭现

场和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
鸣笛，行人就地默哀。

默哀毕，在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
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礼
兵将 8 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王晨发表讲话。他表示，今
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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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同中国
人民携手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献出生命的
国际战士和友人，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
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
立场，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崇高愿望。

王晨指出，在这庄严的时刻，可以

告慰遇难同胞和抗战先烈的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谱写
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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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王晨讲话后，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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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对死难者的追思和对和平的
无限期许。

国务委员王勇主持公祭仪式，全国
政协副主席王正伟和中央军委委员张

升民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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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
其遗属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
同胞亲属代表，国内外相关主题纪念

（博物）馆代表，国内有关高校和智库专
家代表，中日韩宗教界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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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上 接 第 3 版 说 起 今 年 甜 椒 的 收
成，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永胜
村村主任唐学忠对农业综合新技术连
连称赞。

占地面积 1 万多亩的白脑包镇万
亩甜椒高产高效科技示范园区是巴彦
淖尔市科技支撑农业优质高效发展的
一个典型。今年园区推广运用膜下滴
灌、水肥一体化、开沟起垄、育苗移栽、
平地缩块、绿色统防统治等农业综合
新技术，亩均增收 700 元左右，受益农
户达到 200 户以上。

农牧业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科
技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全区各级农牧业
科技部门和广大科技人员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决策部署，在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
与人员建设、健全完善科研与技术推
广体制机制、提高科技创新与转化能
力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
的迅速转变，保持了农牧业科技快速
发展的良好势头。

40 年来，全区各地加快探索创新
机制，健全了自治区、盟市、旗县、苏木
乡镇 4 级农牧业技术推广体系和动物
防疫与监督体系、三级农作物病虫害
预警监测体系和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探索形成了“农技推广责任
人 ”“ 科技特派员 ”“ 专家-技术指导
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等切实
有效的农技推广新机制、新模式。全
区各地通过集成推广高效实用新技
术、建设农业综合科技示范园区、培育
新型职业农牧民和科技示范户等措
施，将农业新科技全方位植入农业生
产各个环节，推动农业全产业链转型
升级。

我区农牧业科技稳步推进，为加
快自治区农牧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
力支撑。全区粮食单产从 1978 年的
59.2 公斤/亩，提高到 2017 年的 320.5
公斤/亩，增长了 4.4 倍；肉牛单产（胴
体重）从 1978 年的 178 公斤，提高到
2017 年的 248 公斤，增长了 39.3%；肉
羊单产（胴体重）从 1978 年的 13 公斤，
提 高 到 2017 年 的 19 公 斤 ，增 长 了
46.2%。主要农作物良种率和家畜良
种化率从改革初期的 60%和 29%，分
别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98% 和 90% 以 上 。
2017 年，全区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到 54%。

农畜品搭上“品牌列车”
这段时间，位于巴彦淖尔市杭锦

后旗的内蒙古旭一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的景象，工人
师傅们正在加班加点分割、包装发往
广东、湖南的有机牛肉。

内蒙古旭一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健坤有机牛肉是首批入选“天赋
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产品。

“河套地区自然禀赋优良，绿色农牧业
资源得天独厚，但长期以来，当地的农
牧业企业小而散，优质的产品没有形
成强大的品牌效应。今年 9 月，‘天赋
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
这一由巴彦淖尔市政府搭建的公用品
牌逐渐走向全国，我们民营企业借助
政府推力坚定了做大做强的信心。”公
司总经理张继新介绍说，通过“天赋河
套”品牌宣传，公司牛肉品牌知名度有
了很大提升，全国各地的订单纷至沓
来，销售版图不断扩大，公司在不到半
个月的时间就接到了 1000 多吨有机
牛肉加工订单。

改革开放来，我区大力支持农畜
产 品 品 牌 建 设 ，打 造 肉 羊、肉 牛、马
铃薯、玉米、向日葵、大米、杂粮杂豆
等“ 蒙 字 号 ”品 牌 ，形 成 了 通 辽 黄 玉
米、科尔沁牛、乌兰察布马铃薯等区
域公共品牌。其中，通辽黄玉米和科
尔沁牛两个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价
值，分别达到 287.5 亿元和 203.11 亿
元。

当前，我区特色农牧业产业发展
正处于由注重规模数 量 向 提 高 品 质
效 益 转 变 、由 以 初 级 加 工 为 主 向 以
名优特及精深加工为主转型的关键
时 期 ，全 区 农 牧 业 部 门 和 农 牧 业 经
营主体多措并举推动品牌化建设进
程。

今年我区发布了农牧业高质量发
展 10 大三年行动计划，并编制《农牧
业品牌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品牌宣传
推介、“三品一标”建设、优势畜产品
产地追溯、特优区建设、农畜产品加
工业提升、绿色农畜产品输出等 6 大
举措，着力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在今
后一段时期内，我区将品牌打造与粮
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 、特 色 农 产 品 优 势 区 建 设 以 及 绿
色、有机等产品认证紧密结合，重点
打造提升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
肉羊、科尔沁肉牛、乌兰察布马铃薯、
河套小麦、内蒙古杂粮、河套葵花籽
等区域公用品牌，逐步构建全区上下
合力推进农牧业品牌提升的工作体
系 ，让“ 蒙 字 号 ”农 畜 产 品 品 牌 树 起
来、亮起来，让农畜产品搭上“品牌列
车”自信地走出内蒙古，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

蹚出一条内蒙古特色现代农牧业新路子

□新华社记者

12 月 13 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在曾遭遇浩劫的古
城南京、在浸润着同胞血泪的白山黑水
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等抗战纪念场所，各地
群众通过各种追思纪念活动重温民族
痛史，缅怀同胞先烈，祈愿和平永驻。

冬季的北京寒风凛冽，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广场上，身着黑色衣装的
人们神情严肃，手中的白菊在风中微微
颤动。上午 10 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正式举行。当雄
壮的国歌声响起，人们高唱国歌，国歌
声毕，低首肃立，共同悼念在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杀戮的死难同
胞、抗战将士、民族英雄及国际友人。

佟麟阁中学历史教师闫志奇已经
是第四次带学生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他说：“当我自己还是学生的
时候，这段历史让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个
国家的多灾多难。现在我当了老师，我

教导学生们不但要铭记悲痛和教训，还
要看到和平与安宁的可贵。”

同一时刻，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的序厅内，象征抗日英灵浩气长存
的一座金字塔形卧碑前，人们秉烛祈
祷，向卧碑敬献红烛，寄托哀思。“国行
公 祭 ，法 立 典 章 。 铸 兹 宝 鼎 ，祀 我 国
殇”，孩子们质朴的朗诵声在纪念馆中
回响。

特意赶来参加公祭仪式的沈阳市民
郭大昌说：“我快七十岁了，是共和国的同
龄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今天祖国更
加强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先烈们浴
血奋战才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

当日，来自沈阳各界的 200 余名代
表在参加了祭奠仪式后，参观了由“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精心制作的“纪念南
京大屠杀被害同胞遇难 81 周年图片
展”。展览通过大量史实照片展示了日
军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犯下的滔天
罪行。

某部战士王宇在参观图片展后感
慨地说：“参加公祭，让我更感到所肩负
的使命之庄重。作为新时期革命军人，

我们一定要不忘历史，以强军兴军目标
为指引刻苦训练，守卫祖国安宁，保护
人民幸福生活。”

上午 10 时 01 分，凄厉的警报声响
彻古城南京，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车
跟随鸣笛，轰鸣声震荡着城市的大街小
巷。

第五个公祭日，在南京，“默哀一分
钟”不再是一种情感和道义上的约束，
而是写入《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
成为一种硬性要求。该条例进一步明
确，国家公祭活动期间，国家公祭设施
周边禁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本市广
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在国家公祭日当
天应当停止刊播一切娱乐性报道或者
节目。

在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来往的车
辆都停在了十字路口外，行人们驻足街
头。滴滴司机杨师傅也摁下车喇叭加
入了鸣笛的队伍。路边的电子大屏上

“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映照在车窗上。
当日，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办

的“《英雄壮歌》上海抗战英烈事迹文物
图片展”上，血战上海宝山城的姚子青

营、搏击长空的阎海文、孤守四行仓库
的“八百壮士”、抵制日伪的茅丽瑛等一
大批可歌可泣的英烈人物与事迹吸引
了大量参观者，人们纷纷在首次展出的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淞沪抗日画史》、姚
子青委任状等文物前驻足。

一寸山河一寸血，日本法西斯的暴
行，通过淞沪会战期间的“预演”最后在
南京达到了顶峰，掀开了人类近代史上
最黑暗的一页。“课本中的知识是平面
的，而参与公祭活动是‘立体的’。”上海
市宝山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赵旭毅说：

“我们一定要铭记民族英烈们浴血奋战
抵御侵略的这段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
易的和平。如果国家有危急，我也会像
他们一样，去保卫祖国。”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正确认识
历史，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更好
地维护和平、开创未来。”

（执笔记者 江苏分社蒋芳 参与
记者 北京分社孙琪 辽宁分社赵洪
南 李 上海分社吴振东）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3 日电）

重温民族痛史 祈愿和平永驻
——各地群众纪念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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