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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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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就在当天，又有两名抗战老
兵落葬在同泰嘉陵。

宁波关爱抗战老兵志愿队
的队长罗志闻介绍，志愿队是基
于对抗战历史的尊重，对抗日民
族英雄表达敬意，由志愿者通过
网络认识，在一起为抗战老兵服
务的团队，目前经常参加活动的
约有 50多人。“我们致力于寻
找、记录和资助散落在宁波地区
范围的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
并尽最大努力从精神与物质层
面给老兵们以力所能及的抚慰
和资助。”

两名落葬的老兵中，其中一
人曾经在1944年，到云南腾冲
前线冒着日军炮火，修理更换机

器，测试电台信号；另一名则一
直在宁波本地参加抗日战争。

“目前，整个宁波地区健在
的抗战老兵只剩下六七十名
了。”罗志闻说，他们服务老兵，
正是为了铭记那段历史。

同泰嘉陵·浙东抗战老兵纪
念园创始人沙力也表示，浙东抗
战老兵纪念园的意义就是要把
抗战精神和中国人的血性凝固
在墓碑上，永世守护，代代相
传。“建园5年以来，有超过300
多个社会各界团体和3万多名
游客前来参观，并举办各种党建
和团建活动。”

记者 林伟/文 崔引/摄
通讯员 季春燕 郑亚军

一枚证章、一颗子弹、一个饭盒、三本画报

浙东抗战老兵纪念园
接收6件日本侵华的“历史证物”

“一九三七，祸从天降；一二一三，古都沦丧……”12月13日，
五乡镇在宁波同泰嘉陵浙东抗战老兵纪念园举行了第七个国家公
祭日暨宁波开明街鼠疫80年祭活动，来自宁波市五乡中学、宁波市
五乡中心小学和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的师生代表参加公祭，并
献诵了祭文。

特地从北京赶来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抗战题材报告文学
作家方军，还把他收集的6件“历史证物”捐赠给了浙东抗战老兵纪
念园；开明街鼠疫蒙难者陈阿定的孙女陈薇芳，更是控诉了日本
731部队在宁波制造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暴行。

“这次活动，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我们永远
不会忘记发生在80年前的这段惨痛历史。”参加活动的一名学生说。

方军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
延伸到国外，一共采访了300多
人，受访者的年龄跨度从66岁
到105岁，都是当年抗日战争的
亲历者、幸存者。他也不止一次
向浙东抗战老兵纪念馆捐赠藏
品，比如中日双语地图、日军研
发的药丸、伪币等等。

此次，方军再次带来了6件
日军侵华的“历史证物”。其中
包括一枚侵华日军的证章，正面
写着“支那事变”，也就是发生在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三本画
报则是1938年的日本画报，里
面的不少照片都是日本兵在开
枪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一
个饭盒则是日本兵带到中国的

装备，上面还能看出绿色的油
漆。“这名日本兵曾经是煤矿工
人，饭盒上还有他修补过的痕
迹。”方军说。

最后，是一颗子弹。“这颗子
弹直径11.34毫米，来自美军的
汤姆冲锋枪。”方军说，20年前，
他在云南采访的时候，一个老乡
把这颗子弹送给了他。

当年，美国军队和中国远征
军在云南腾冲等地并肩对抗日
军。“这颗子弹就是老乡从一个
被打死的日本兵身上，用木棍
挑出来的。”方军说，接下来他
还想把更多的抗战文物捐赠给
浙东抗战老兵纪念馆，包括日
本兵使用过的军刀、刺刀等。

陈薇芳刚刚从街道退休。
“本来应该是我父亲来的，但因
为父亲年纪大了，天气冷，路又
比较远，所以就让我来向学生们
讲述这段发生在宁波的历史。”
陈薇芳说，小时候，她经常听爷
爷陈阿定讲起这段故事，直到现
在她都能清晰地复述。

当时，陈阿定在开明街开了
三间店面的店铺。1940年 10
月27日上午，宁波上空突然有
飞机轰鸣的声音。正当老百姓
四处躲避的时候，发现这次扔下
的只是宣传单，上面写着日本人
会来援助粮食等内容。下午，果
然有日本飞机再次飞来，扔下了
麦粒和面粉，在店铺里帮忙的伙
计就用手开始捡拾麦粒。

“当时，很多人家里都有水
缸。那时才9岁的姑妈放学回
家，喝了水缸里的水。”陈薇芳
说，到了晚上，伙计和姑妈都开
始额头滚烫、浑身发抖，医生也
查不出是什么病。到了第三天，
两人就先后去世了。

“在爷爷的晚年，虽然出现
了认知障碍，但一说到这段历

史，他马上就会回忆起来，而且
思路很清晰。”2000年12月，陈
阿定去世了。“日本至今都没有
就发动细菌战向中国道歉。但
受害的中国老人却在不断离去，
很快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见证过
日军细菌战的人了。”

在陈阿定去世前，陈薇芳还
曾跟他开过玩笑，如果日本政府
认罪赔偿了，他还能拿到好大一
笔钱呢。“但爷爷说，他不是为了
钱，而是为了明确战争的责任，
为了国家的尊严，更是为了给当
时的死难者讨一个说法。”

6件日本侵华的“历史证物”

要为细菌战死难者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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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方军（（左三左三））在介绍赠送的在介绍赠送的66件件““历史证物历史证物””。。

师生们向抗战纪念碑敬献花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