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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 13日正式推出新版史

料展。与以往比较，新展陈融入

了大量微观史元素。这标志着，

我国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和

展示，正逐渐由对宏观史实的论

证，拓展到对个体命运的关注。

新展序厅内，1213张照片组

成的幸存者照片墙令人震撼。前

墙左右两侧，1113张已经离世的

幸存者黑白照片对称排列；与之

相对，截至今年 9月仍然在世的

100名幸存者彩照悬挂在后墙。

每一名幸存者离世，他的照片灯

箱也随之熄灭。这些从浩劫中走

来、也逐渐回归历史的老人，从此

将影像定格，永远凝视着这段民

族伤痛。

“我们希望提到南京大屠杀，

人们想起的不仅仅是一个 30万
的数字。”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向记

者介绍新展理念时说，搜集和展

示 1213张幸存者的照片，正是为了

让这段历史更加真实可感。幸存者

被铭记，不仅仅因为关联着南京大

屠杀这个标签，我们要做的，是尽可

能客观、详细地向公众展示，作为普

通人，他们的命运怎样被战争改变，

又怎样走出阴影、过上新的生活。

人文视角关注幸存者的背后，

是各界多年来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

持续深挖。2006年，南京市档案

馆从公安部门接收了民国时期“首

都警察厅”遗留的 200多万份户籍

资料。经过四年的整理、编录、数字

化处理，制成 150万张民国户籍卡

片，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名录”。

今年开始，纪念馆与南京市档

案馆合作，将民国户籍卡与馆藏幸

存者、遇难者资料一一比对，整理出

上千张幸存者在上世纪 40年代留

下的户籍照片，并最终遴选 1113
张，在新馆展陈中展示。

纪念馆史料部负责人艾德林

说，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时隔

80年后，只有披露更多有血有肉、

可触可感的细节，才能抵御时间侵

蚀，让一代代中国人感同身受体悟

民族的苦难历史。随着史料不断丰

富、民间口述史采集的深入，越来越

多学者意识到，我们不仅要回应、论

证史实的有无，也要挖掘、展示战争

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引导每一个普

通人思考，一场民族浩劫会怎样影

响我们的生活。

新的展陈中，满是这样从个体

和微观层面展示的历史：18本金属

质地的“铁书”，记录下 12000名大

屠杀死难者名单，参观者一一翻阅，

仿佛在触摸历史。

1万多盒个人档案构成巨大的

档案墙，除了收录档案馆馆藏资料，

还搜集了来自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

的口述资料。

展示战争前后各阶段的史料陈

述中，包括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

庭作证的伍长德、与右翼分子斗争

的李秀英等在内的多名幸存者经

历，被仔细挖掘梳理，介绍给每一个

参观者。

“屠杀时你看到了什么？”“大屠

杀持续了多久？”……对日诉讼获终

审胜利的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其

口述史被录制成3D影像，尘封的历

史再次被鲜活展开，每个来馆参观

的人，都能直接与历史见证者“对

话”。

“历史既需要高屋建瓴的宏观

研究，也需要细微到个体，还原一个

个时代背景下的真实个人。”南京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说，战争带给

每个人的创伤、恐惧，都是一段细微

而有温度的历史。记录和展示这

些，对于后人研究大屠杀，有着不可

取代的价值。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从国家叙事到关注个体
——揭秘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展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

蔚民 13 日在京表示，今年 1 至 11
月，各地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查

处欠薪案件 12.8万件，为 281万名

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224.5亿元。

尹蔚民在当日召开的 2018年
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视

频会上表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今

年以来以治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为

重点，推动治欠保支工作取得新的

成效，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发多

发的态势进一步得到遏制。但拖欠

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

工程建设领域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问

题尚未彻底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

还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特

别是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仍然面

临不少困难，由此引发的欠薪等违

法问题时有发生。

尹蔚民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是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随着元旦、春

节临近，工程建设领域又将迎来工程

款、工资款的结算高峰，欠薪问题可

能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进一步认识做好治欠保支工作的重

要性，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作

为当前特别是明年春节前的重大任

务，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努力实现春

节前欠薪案件、涉及人数和金额明显

下降，确保不发生因欠薪问题引发群

体性事件或极端事件，确保广大农民

工拿到钱回家过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人社部查处欠薪案件
1至11月共12.8万件

12月 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当日，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

赠 120余件文物史料，包括约翰·

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使用过的

印章、南京审判军事法庭庭长石

美瑜的官印等。捐赠者来自日

本、德国、美国、中国等。

其中，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

美瑜在南京审判日本战犯死刑判

决书底稿上使用的印章最为珍

贵，可以说是南京大屠杀的铁

证。2004年其子石南阳曾向纪

念馆捐赠石美瑜自存的南京大屠杀

主犯谷寿夫判决书底稿、部分日本

战犯的审判笔录等文物。“多年后，

让判决书和印章重新合到一起，意

义重大。”石南阳说。此外，约翰·拉

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使用过的印

章等也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相信

曾祖父知道我把这些东西带回到南

京也会非常的开心。”约翰·拉贝的

曾外孙克里斯托弗·拉贝表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

必强介绍，由日本友人大东仁捐赠

的日本攻占南京、南京大屠杀期间

日本出版的一些史料，以及美籍华

人鲁照宁父子共同捐赠的南京大屠

杀期间第三方编著的书籍、报纸等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鲁照宁自2004年起在网络上不

断搜寻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史料、

文物，多次来南京捐赠文物史料，这

是他第14次来纪念馆捐赠。本次捐

赠物品中，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

印的《JAPAN’S WAR IN CHI⁃
NA》（日本在中国的战争）的合订本，

较为少见。以每日大事记的形式，

记录了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到

1939年 12月底的日本侵华战争与

中国人民的抵抗。尤其是日本在中

国轰炸南京、中国守军保卫南京的

战斗、“帕奈”号事件、南京沦陷以及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等内容。

“这次捐赠的价值主要集中在

两点。首先是种类丰富并且质量

高，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能很好地还

原历史现场。第二是来源广泛，国

内外都有，有个人征集，有社会征

集，让文物的完整性得到了提高。”

郭必强说。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南京大屠杀又添新证 增加120余件文物史料

记者在新疆新和县汉西域都

护府遗址考古论证会上获悉，经

过多年考古调查工作及诸多文献

印证，来自众多研究机构的历史、

考古学家初步确认：位于新疆阿

克苏地区新和县境内的玉奇喀特

古城可能就是约两千年前东汉王

朝设立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

——西域都护府它乾城所在地。

公元前 60年，西汉王朝在西

域的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中

央政权自此在西域设官、驻军、推

行政令，行使国家主权。西域都

护府后来从乌垒城迁往它乾城。

至东汉年间（汉和帝永元三年即

公元 91年），班超为西域都护，居

龟兹它乾城，任都护11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新疆文物考古

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北京

大学教授陈凌带领下，自 2013年

起，利用遥感、钻探等多种探测手

段，基本摸清了新和县玉奇喀特古

城的大致轮廓和结构。

综合考古队确定的古城规模、

年代与出土文物和相关文献的综合

考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

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京大学等机构的大多数学者认

为，玉奇喀特古城可能就是它乾城，

进一步的确定工作将在今后的考古

工作中展开。

玉奇喀特古城位于新和县县城

西南方向 22公里处，是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凌介绍，玉奇喀特古城是一

个“三重城”，即由外城、中城、内城

三道城廊组成，均为夯土结构，每一

重城墙都有一道城门。最外层城墙

东南侧还有一瓮城，瓮城门道宽 15
米，城墙厚度达 20米。在中城和内

城中，分布有环城道路、房屋及高台

建筑。

据探测，这座“三重城”是目前新

疆发掘的 370余座古城中规模最大

的城池，其最外围城墙东西直线距离

达到1471米，南北距离约800米。

“城池的体量与行政级别和重

要性密切相关，这也是推断玉奇喀

特古城两千年前是一个区域中心的

重要依据。”陈凌说。

据考察，中心处的内城和中间

城属于同一时期，而最外侧城墙年

代偏晚，但都属于汉代夯土。通过

钻探，考古队发现，地下 60厘米至

3.5米之间，有非常丰富的地层堆

积，出土了大量汉代彩陶，证明此区

间为当时汉代人生活的基本地面；

而在地下 3.5米到 4米之间，则发现

有比汉代更早的地层堆积，可推测

到与内地战国年代同一时期。

陈凌介绍，1928年，著名考古

学家黄文弼先生曾在这里发现两枚

印章，分别是汉政府颁发给西域昆

仑山北麓羌族的官印“汉归义羌长

印”以及东汉王莽时期的西域都护

李崇的“李崇之印”。正是这两枚印

章的发现，为认定玉奇喀特古城为

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所在地提供了

重要的文物证据。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

研究室主任李锦绣认为，玉奇喀特

古城规模大、年代符合，又有文物印

证，基本将西汉、东汉两朝西域都护

府两者关系梳理清楚，是西域都护

府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

陈凌说，按距离核算，乌垒城

（今轮台县）至它乾城（今新和县）约

200公里，以汉代距离测算有近 500
里地。“这进一步说明至东汉年间，

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范围由东往西

扩大了近 500里，代表着中央王朝

在西域的管控力进一步增强。”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3日电

学者初步确认：

玉奇喀特古城可能就是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它乾城所在地

目前我国人均奶酪年消费量不

足 0.1公斤，远低于 2.6公斤的全球

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奶酪年产量

严重依赖进口。业内人士认为奶酪

行业发展空间广阔。

这是记者 13日在由中国奶业

协会、北京市校园足球协会主办的

奶酪校园推广行动启动仪式上了解

到的。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介绍说，

近年来我国现代奶业建设进程明显

加快，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升，在此

推动下，乳制品消费稳步提升。但

与此同时，奶业发展仍面临产品供

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竞争力不强、消

费引导不足等问题，必须积极应对。

“奶业要振兴，消费作引导，奶

酪是突破口。后期应大力发展奶酪

等干乳制品，优化乳品结构，促进奶

业振兴发展。”于康震说。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常毅说，对比国外成熟市场，我

国奶酪消费至少有 10倍以上的增

长空间。他认为未来 5年奶酪行业

完全有能力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

长。

奶酪是使用原料乳最多的乳制

品之一。由于奶酪品种类型多，保

质期较长，可以灵活地组织生产，对

于调节生鲜乳生产、乳制品加工、产

品市场消费起到“蓄水池”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我国奶酪人均消费量远低全球水平
业内人士认为发展空间广阔

13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携程亲子园工作人员郑

某、吴某、周某某、唐某、沈某某以涉

嫌虐待被看护人罪批准逮捕。

11月 8日上午，上海携程商务

有限公司向长宁警方反映称，发现

携程亲子园存在工作人员伤害在园

幼儿的行为。涉事工作人员因涉嫌

虐待被看护人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指

派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提前介入

该案，引导公安调查取证，依法维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新华社上海12月13日电

携程亲子园虐童案五名犯罪嫌疑人

被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12月 13日 13时许，成都航空

一架ARJ21飞机平稳降落在江西省

上饶市三清山机场。成都至上饶航

线的开通，标志着ARJ21国产飞机

正式执飞首条国内支线航线。

记者从成都航空有限公司获

悉，13日首次执飞由成都航空副总

经理、ARJ21飞机全球首位飞行教

员张放带队执飞。该航线每周三、

四、六执飞。ARJ21正式执飞国内

支线航线，对国产飞机的商业应用

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

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短程新型涡扇喷气支线客机，

ARJ21飞机可载客 78－90座，航程

2225－3700公里。能满足开通或

加强中小城市点到点的直达航班需

求，以及中小城市通过枢纽机场中

转的输送航班需求。

作为ARJ21飞机全球首家，也

是目前唯一的运营商，成都航空已

先后为ARJ21飞机开通了成都至上

海虹桥、成都至长沙、成都至长沙至

上海虹桥、成都至济南、成都至合肥

等干线航线。成都至上饶航线是第

一条ARJ21执飞的支线航线，上饶

三清山机场也成了全国首个由中国

民机ARJ21执飞的支线机场。

新华社成都12月13日电

国产ARJ21飞机

执飞首条国内支线航线

西湖中的残荷构成了美
丽画面（12月13日摄）。

进入冬季，随着气温不
断降低，杭州西湖呈现出冬
日特有的“多彩画卷”。金黄
的梧桐、绿色的垂柳、红色的
枫叶、凋零的残荷以及越冬
的候鸟，让冬日西湖美丽多
彩又不乏生机。

新华社发

12月12日，天鹅在山东荣成天鹅湖嬉戏。
入冬以来，大批天鹅飞抵山东省荣成市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这

里嬉戏、觅食、飞舞。天鹅美丽的身影成为荣成冬日里的标志性美景。
新华社发

韵动天鹅湖

冬日西湖呈现“多彩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