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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当地时间10月26日，
《世界记忆 和平愿景——南京大
屠杀史实展》在马德里开幕，展出
大量历史图片、实物展品等。“在
这样的遭遇之后，中国倡导的是
以平和、公正的方式铭记历史。”
西班牙“知华讲堂”名誉主席马塞
洛·穆尼奥斯在致辞中表示。

曾经遭遇战争苦难，更懂和
平可贵。首个国家公祭日至今，史
实研究视野逐渐拓展，外译和海
外发行工作不断加强。南京大屠
杀史实展已陆续走进美国洛杉
矶、俄罗斯莫斯科、意大利佛罗伦
萨、菲律宾马尼拉、法国冈城等
地。

美国当地时间12月10日，旧
金山举行了“南京祭”。自 2014年
以来，海外同步悼念活动渐成惯

例，参与队伍不断壮大，从几个国
家几个侨社团，到如今 70多个国
家和地区、160多个侨社团。

曾因战争而蒙尘，如今因和
平而闪光。

2017 年，南京成为中国首
个、世界第 169座国际和平城市；
今年的国际和平日，来自全球 34
个国家的近 300名外国留学生汇
聚南京，在纪念馆尾厅和平墙前，
大家用寓意和平、友谊的黄玫瑰，
共绘“和平”字样……

“铛、铛、铛……”江东门的钟
声每一天都会准时响起，也将长
久地警醒国人，最好的纪念，不是
踟蹰于逝者的血泊，而是踏着血
迹前行，向着我们共同坚信的真
理前进！（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 蒋
芳 邱冰清）

在缅怀哀思中凝聚奋进之力
又是一年“12月13日”。第十次国家公祭仪式上，凌厉的

警报声将再次响彻这个城市上空，是哀悼更是警醒。
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以来，国之祭定格

悲痛，“12月13日”成为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国之殇敲响警
钟，凝聚成奋进前行的力量；国之愿呼唤和平，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信念更加坚定。

今年 12月 13日是第十个国家公祭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各类藏品总量已达19.3万件（套）。

自 2014年设立首个国家公祭日以
来，纪念馆新增860件（套）文物，其
中一级文物 63件 （套）、二级文物 204
件（套）、三级文物593件（套）。文物
无言，历史有声。记者从新增文物中选
取四件，还原历史真相，警醒国人勿忘
国耻。

南京保卫战
最后一道坚守作战命令

这是一份成文于1937年12月11日
24时，有关“死守南京”的作战命令
——“卫参作第 44号”命令。该命令
由当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向教导
总队队长桂永清下达，右上方加盖有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关防”章。
作战命令上，唐生智要求第八十三

军和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七十
四军“固守”光华门等区域阵地，并严
令“非有命令不得放弃违者按连坐法治
罪”。然而仅一天之后即12月12日，唐
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
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
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

该文物由日本友人岩松要辅于
2007年在日本佐贺县唐津市一家书店

里发现，并于2017年3月底捐赠给纪念
馆。与该文物一同捐赠的，还有教导总
队的作战计划、口令、防御工事说明等
原始文件。

“完整的作战命令文本十分稀缺，
这份史料使我们对卫戍长官司令部所发
作战命令的数量、指挥模式及撤退前的
部署，有了清晰了解。”江苏省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孙宅巍说。

盖有“极密”印章的
侵华日军战斗详报

已经泛黄的封面上，“极密”印章
尤为显眼，这是一份 《自昭和十二年
（1937 年） 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月十三
日 步兵第三十三联队 南京附近战斗详
报》。

负责征集这份战斗详报的日本爱知
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说：“战斗详报是
日军的官方记录，是当时、当天记录下
来的日志，非常可信。日本有一部分人
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这就是
铁证！”

史料显示，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
三十三联队于1937年12月10日抵达南
京东郊，在紫金山附近与中国守军展开
激战；13 日，占领天文台、太平门，
在太平门附近屠杀了约 1300名放下武
器的中国军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卫星认
为，这份战斗详报来自直接参与进攻南
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主要部队，记录
了作战命令、战斗经过、战地日志等。
从日方视角印证了南京保卫战之惨烈，
反映了中国军队付出的重大牺牲。

南京审判日本战犯
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印章

1946年2月，中国设立南京审判日
本战犯军事法庭，史称“南京审判”。
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
接受审讯，最终被判处死刑。

该法庭判决书显示：“计于中华门
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
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
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 19万余
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
收埋者 15万余具。被害总人数达 30万
人以上。”

当时，担任该法庭庭长的就是石美
瑜，在谷寿夫判决书上，也盖有他的印
鉴。

2004年，石美瑜的儿子石南阳将
石美瑜自存的谷寿夫判决书底稿、部分
日本战犯的审判笔录等文物，捐赠给了
纪念馆。2017年，石南阳又将石美瑜
在判决书上使用的印章捐赠给了纪念
馆。“父亲最后一次使用这枚印章，就

是南京审判。”石南阳在捐赠仪式上说。

报道日军“百人斩”暴行的美国报纸

“根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两
名日本军官比赛看谁能先杀死100名中
国士兵，结果都杀了超过100人，双方
打平杀了106人，他们又同意重新比赛
杀到 150人为止，12月 6日是 89比 78，
12月 1日是 56比 26。”这是 1937年 12
月 14 日发行的 《芝加哥每日论坛》
中，一篇有关两名日本军官进行“百人
斩”杀人竞赛的报道节选。

在 1937年 12月 6日发行的 《纽约
时报》 中，也登载了有关日军“百人
斩”杀人竞赛的报道。报道称，来自上
海前线的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两名日本
军官之间的一场比赛，看谁先杀死100
名中国人。年纪分别为 25岁和 26岁的
日本军官把赌注压在了这项“成就”
上。

这两份报纸由美籍华人鲁照宁捐
赠。“百人斩”杀人竞赛是日军残酷暴
行的典型案例。这种罪恶行径不仅是杀
死中国人，更是以虐杀为乐，充分暴露
侵略者的本质。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
夏鸣认为，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具有
重要的史料、文物和展陈价值。

（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 蒋芳 邱冰清）

不容否认！新增文物860件（套）实证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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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文物讲故事

第一排从左至右依次为：王津，
2022年12月24日去世（1931年9月
12日出生）；张仕翔，2022年12月27
日去世（1930年10月28日出生）；袁
桂龙，2022年12月28日去世（1934年
4月22日出生）；常志强，2022年12月
29日去世（1928年2月4日出生）。

第二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马庭
禄，2023 年 1 月 2 日去世（1934 年 3
月14日出生）；郭林大，2023年1月
6 日去世（1930 年 7 月 31 日出生）；
李美兰，2023年1月13日去世（1927
年1月30日出生）；葛道荣，2023年
1 月 21 日去世（1927 年 7 月 4 日出
生）。

第三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湘
萍，2023 年 1 月 30 日去世（1929 年
12月22日出生）；张惠霞，2023年2
月 9 日去世（1929 年 11 月 6 日出
生）；王长发，2023 年 3 月 3 日去世
（1923 年 11 月 3 日出生）；郑锦阳，
2023 年 4 月 11 日去世（1928 年 3 月
13日出生）。

第四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阮秀
英，2023 年 5 月 31 日去世（1933 年
12 月 5 日出生）；杨静秋，2023 年 6
月 1 日去世（1929 年 5 月 16 日出
生）；高恒发，2023年6月21日去世
（1926年12月24日出生）；苏承祺，
2023年10月30日去世（1937年7月
14日出生）。

新华社记者从 2014 年开始整
体性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一特
殊群体，多年来持续寻访记录，累计
采访百余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记
者与时间赛跑、抢救性拍摄记录的
同时，幸存者也在不断离世，从
2022 年 12 月 13 日至今，又有 16 位
幸存者相继离世。记者经过梳理，将
离世老人的影像重新组合，表达悼
念。历史不容忘却，记忆不能逝去。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季春鹏 李响 摄

12 月的“哭墙”前从不缺少
泪水与哀思。这面刻有死难者名
单的墙是 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
墓碑，10665 个名字是他们共同
的碑文。

94岁的夏淑琴、95岁的艾义
英、89岁的刘民生 3位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

“哭墙”前。夏淑琴不识字，但很快
就找到了 7位亲人的名字，外孙
女夏媛在她的指挥下为姓名“描
新”。

“希望姓名更加清晰，这段历
史也会更加清晰。”夏媛说。一笔
一划，如同刀刻，思念深入骨髓。

12月 8日，美籍华人鲁照宁
将南京大屠杀期间刊发的125份
美国报纸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近 20 年
来，他征集并捐赠给纪念馆的史
料已达 2400余件（套）。“只要生
命不停止，搜证就不会停止。”他
说。

“真相的探寻从来不会唾手
可得。随着国家公祭日设立，越

来越多人帮助南京还原史实拼
图。”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馆长周峰说，截至目前，纪
念馆各类藏品总量已达19.3万件
（套）。

公祭，国之礼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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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下半旗志哀，《义勇军进行曲》响
起，全场高唱国歌；防空警报拉
响，南京全城车船止行；即使在最
繁华的新街口商圈，人们也会放
下手中一切，低首默哀……

“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公祭
日是重要的固化历史之举。”倡
议、推动和见证了“12月13日”从
地方性悼念活动到国家公祭仪式
的全过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感
慨地说：“很欣慰，所有人都牢牢
记住了这一天。”

每天早上八点半，江东门的
钟声总是准时响起。首批进入纪
念馆的 12名观众分两组撞响和
平大钟13声，寓意勿忘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
最好的清醒剂。

每年12月上旬，南京全市小
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
级都会开展《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读本》教学。今年，当“记
历史、诵和平、共朗读”网络云班
会发出“小小和平朗读者”招募倡
议后，来自南京以及江西、云南、
重庆、辽宁等地学生积极报名参
加。

残破的城墙、残缺的军刀、遇
难者的头颅和手臂，站在组合雕
塑“古城的灾难”前，某部飞行员
袁斯煜深有感触。今年以来，已有

来自 24家军校和部队的 4800多
名学员来到纪念馆，接受“入伍一
课”思政教育。

截至目前，今年已有约 350
万人次到纪念馆参观，其中港澳
台同胞有 6000多名。今年 3月 29
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参
观了纪念馆。他在受访时表示，身
为中国人，不管在海峡哪一边都
应自立自强，面对外来欺凌要勇
敢抵抗。

国行公祭，凝聚起圆梦中华
的奋发之志。

近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和平许愿墙”出现在南
京地铁云锦路站、鸡鸣寺站等，人
们驻足，写下“铭记历史勿忘国
耻”“珍爱和平”“振兴中华”的心
声。

“12月13日”成为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

唤醒奋进前行的力量

和平理念撒播全球

“聚拢火焰，节省燃气”“锯齿防滑，炒菜不
滑锅”“搪瓷工艺，耐锈耐腐蚀”……看到这些广
告，许多人下单购买了这款“厨房神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
台上，一些店家低价兜售燃气聚能环，销量火
爆。尽管相关部门长期宣传聚能环并无节能效
果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但由于大量虚假宣传
营销推广，消费者自行加装聚能环而引发的安
全事故屡屡发生。

中毒事件频发 各地多部门发布安全提示

今年 7月初，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航天
城社区居委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安全提示称，
该镇域内发生一起因使用燃气灶聚能环（防风
罩）引起一氧化碳中毒造成2人死亡的事故，要
求居民立即停止使用聚能环。

近年来，全国多地因使用聚能环而导致一
氧化碳中毒或死亡事件屡屡发生。2022年，北京
市石景山区永乐东区、燕保京原家园等小区发
生多起居民自行加装聚能环致一氧化碳中毒事
件；2021年，大连市西岗区日新街道唐山街一户
居民因使用聚能环发生一氧化碳中毒；2021年，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发生4起使用聚能环导
致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大连华润等多家燃气公司发布公告称，使
用聚能环并不能起到节能效果——燃气会因为
聚能环的遮挡导致不能充分燃烧，不完全燃烧
产生的热量只有完全燃烧时的 60%，因此在使
用过程中反而会造成大量的燃气浪费。若使用

不当，还会因为燃气燃烧不充分引发一氧化碳
中毒。

在一个实验视频中，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兰涛直观演示了聚能环存在
的安全隐患：当灶台加装上聚能环工作一段时
间后，检测仪发出尖锐报警声，此时一氧化碳浓
度达到对人体有害的程度。

“此类聚能环在使用过程中会堵塞氧气进
气通道，造成天然气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一氧
化碳。”兰涛说。

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多
次发布安全提示，或明令禁止使用聚能环。

2022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燃气
灶用聚火防风装置产品安全提示》，明确提示消
费者“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
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北京市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石景山区应急
管理局、海淀区物业管理协会等机构也提醒市
民，“私自加装燃气灶聚火防风装置会产生很大
安全隐患”。陕西榆林、新疆乌鲁木齐、黑龙江佳
木斯等地已明令禁止使用聚能环。

网售生意火爆 产品质量堪忧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相关部门长期宣传该

产品的危险性，但大多数受访社区居民表示，平
时较少关注此类安全事故报道，日常在社区宣
传栏等场所也没有看到安全提示，不太了解其
危险性。相反，由于一些商家长期宣传聚能环具
有提高烹饪效率、节约燃气功效，产品受到不少
消费者青睐。

记者在国内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当前
通过网络销售聚能环的店家不在少数。例如，
在国内某知名电商平台上搜索“燃气灶防风罩
节能环”关键词，平台显示共有 5000多件商
品，价格最贵的 200元左右，最便宜的只需 3
至4元。

一些电商平台商家以“买一送一”等低价优
惠吸引买家，销售数据显示，多家店铺销量已破
10万件。其中，销量最好的一款聚能环月销量达
2万，用户评价超过2万条，售价为13.9元。

记者发现，部分商家宣称聚能环“聚火节
能，不压火不熄火”“适用各种款式锅具，稳固防
滑”“经过防锈防腐蚀处理，经久耐用无异味”，
且保证不存在安全隐患，出现质量问题随时退
换。

然而，用户评价显示，部分消费者购买聚能
环后发现产品质量差，有的用铁皮冒充不锈钢；
有的产品使用后涂层散发异味，油烟机提示有

煤气泄漏；有的客服态度敷衍，对有质量问题的
产品根本不予退换。当记者就产品质量合格证
明问询商家时，均被回应“无法提供产品质检报
告”。

记者下单购买了一款售价 13.9 元的聚能
环。产品说明书上的“注意事项”只提及“严禁直
接在玻璃灶面上使用”，不但未提燃气燃烧不充
分可能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反而声称“本
品能使燃气充分燃烧，达到减少有毒气体一氧
化碳排放量50%-80%”。

据天眼查显示，该生产厂商位于浙江省永
康市，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官网上查询该产品合格证信息发现，该产
品不仅没有登记在案，反而涉嫌盗用别家企业
信息。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做好居民安全教育

国务院公布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
八条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
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
规范》（GB 55009-2021）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
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
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有关负责人说，

聚能环不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根据专家
反馈，聚能环可能影响燃气灶具燃烧器火焰周
围的空气流动，对正常燃烧工况产生不利影响，
从而引发一氧化碳超标等问题。建议用户不要
擅自在原装燃气灶具上加装聚能环。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科科长
王浩介绍，目前，国家及行业尚未制定聚能环等
聚火防风装置类产品的标准或规范。在市场单
独销售的聚能环等聚火防风装置属于产品质量
法规定的“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
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按照
法律规定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明安全使用注
意事项等中文警示说明。

北京消防有关负责人介绍，要积极引导广
大群众选购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燃气产品，在
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燃气使用习惯。例如，在
通风良好的场所使用燃气，不要在燃气设施附
近放置易燃物品；定期检查燃气设施是否漏气，
燃气灶具的使用年限不得超过 8年；不要私自
修理燃气设施，应该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和
更换。

此外，还应进一步做好居民安全教育。专家
建议，通过线下发放安全使用手册、入户宣讲等
形式强化居民的安全用气意识；充分利用好“互
联网+”宣传新模式，将安全用气知识制作成简
单易懂的短视频，依托社区住户群、朋友圈、短
视频平台等多种线上渠道进行发布，以此扩大
宣传面。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吴文诩 赵文君）

聚能环中毒事件频发 警惕所谓“厨房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