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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九一八，警报声响彻全城

侵华日军新罪证“满洲农业移民入植图”展出 日本学者来华披露731部队罪证档案

九一八事变爆发 93 周年之际，
为联合开展日本细菌战研究，日本学
者、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松野
诚也向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
陈列馆披露一份731部队新档案，名
为《陆军高等文官名簿 陆军书记官
陆军技师》。

这份档案是松野诚也在日本国立
公文书馆发现的。它是由日本陆军复
员课在1945年编制完成，共267页，详
细记载了从1944年 2月至1945年 8
月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技师”基本资
料，总计100人。其中，包括731部队
57 名，100 部队 16 人，1644 部队 11
名，9420部队9名，1855部队7名，对
其上任时间、晋升履历、出身大学、取
得成绩等有明确记载。

松野诚也说，“技师”是指从事专
门技术职业者，是享受高等官待遇的

技术官员和核心研究力量，被编入陆
军军属序列，多担任各研究部门负责
人，主要从事各种细菌实验和医学研
究。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研究人员金士成说，此前公布的
731部队留守名簿记载了50名技师，
这份档案又发现了 7 名 731 部队技
师。将两份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
更加清晰地呈现 731 部队的总体形
制与人员构成。

“在日本细菌战6大细菌部队中，
南京 1644 部队和广州 8604 部队的
留守名簿尚未被发现。”松野诚也说。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馆长金成民说，此次公布的档案
是深化日本细菌部队体系研究的重
要证据，对于全面揭示日本细菌战罪
行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9月18日上午10点，警报声响彻南京城。
93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

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凄厉的警报声把人们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警钟长鸣，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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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响和平大钟
当天上午9时18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祭广场，国歌奏响，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
承人代表、青少年代表、部队官兵代表、纪念
馆馆员代表等面向国旗肃立致敬，脱帽行注
目礼，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
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公
祭广场上志愿者代表朗诵由现代诗人艾青
创作的抗战诗歌《复活的土地》。他们用铿
锵有力的诗句，表达着对先烈的崇高敬意。

“咣……”6名社会各界代表齐力撞响和
平大钟，钟声在公祭广场上久久回荡，警醒
我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随后，现场人员
一一向前，敬献鲜花。

“1929年 5月，我外婆夏淑琴出生在南
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 9 口人
……”在纪念馆尾厅，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传承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
夏媛站在全家福照片前，向参观的学生们讲
述那段永不能忘的记忆。“作为历史记忆传
承人，我有责任让大家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入
的了解。”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五年级学
生陈若水说：“革命先烈的牺牲换来了我们
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要好好学习，为祖国
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校师生集体默哀
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一面

“慰安妇”照片墙前，前来参观的人们自发停
住了脚步，低头默哀。“我是请年休假过来

的，因为没有预约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就选择了到南京利济巷慰安
所旧址陈列馆来参观。”戴婧特意挑选这一
天从安徽马鞍山赶来陈列馆参观，“我一进
来就看到右边那一面墙上都是她们的照片，
很触动。我之前看过电影《二十二》，导演当
时说他拍的时候那22个慰安妇还在世，但
是现在她们都去世了，所以我们更不能忘记
那段历史。我们也要努力让祖国越来越强
大，让女性不再遭受这样的迫害。”

防空警报响起，南京市第九中学约
2500 名师生集体默哀。南京市长江路小
学、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师生们在
教室等处集体默哀。

南京1万多人参加疏散演练
当天，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还组织了

防空袭疏散演练，全市共有13支人防专业
分队，10500余名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
工、社区民众、在校师生和专业队员参加了
演练。

上午 10 点，防空警报声响起，南京田
家炳高级中学、丁家桥小学约1700名师生

从地下通道疏散到附近的人防工程内，同
时，紫竹林社区、青石村社区的300名居民
也紧急疏散到人防工程内。之后，大家来
到田家炳中学的操场上，蓝天救援队队员
介绍了火灾防护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现
场演示了在遭遇火情被困房间的情况下逃
生的正确方法。

田家炳高级中学高二（14）班的张臻航
表示，此次疏散演习很有意义，让他们铭记
了九一八的历史，勿忘国耻，居安思危。“作
为学生，我们更要奋发图强，为报效祖国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鼓楼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孙勇表
示，通过疏散演练活动，进一步让市民和学
生熟悉了疏散隐蔽路线和急救技能，增强了
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

今年是江苏第10年在9月18日统一组
织防空警报试鸣。当天南京全市1300余台
防空警报器和9000余台应急广播终端同步
鸣响，警报覆盖率达到100%。本次演练加
强了对社区居民、中小学生、商住楼企事业
单位职工等不同类型人员紧急疏散组织方
式和流程的演练。

全省5560台警报器统一鸣放警报
为增强城市居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

灾意识，提升对防空警报的识别能力，昨天
江苏省国动办组织全省第十次防空警报统
一试鸣活动，旨在警示人们铭记历史、勿忘
国耻，居安思危、珍爱和平。

“南京市准备完毕、无锡市准备完毕、徐
州市准备完毕……”全省13个市依次向省
国动办指挥中心报告准备情况，随后省国动
办指挥中心下达“全省防空警报统一试鸣”
命令。此次防空警报统一试鸣，省国动办设
立指挥中心，结合防空警报管理应用场景统
一指挥防空警报鸣放。上午10时至 10时
19分，全省 5560台警报器按照预先警报、
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统一鸣放。试鸣
期间，省国动办指挥中心以轮巡的形式查看
各级国动办警报实际鸣响率、管理人员到位
率情况，有效检验了全省防空警报系统的可
靠性和预警报知能力。本次试鸣活动覆盖
了全省13个设区市95个区县，确保了警报
声能够传遍每一个角落。

结合警报试鸣，全省同步组织人民防
空工程平战转换、专业队伍临战训练、重要
目标防护、人口疏散掩蔽、医疗救护、心理
防护等课目，全省 6500 余名人防专业队
员、47万社会公众和千余台（套）装备参加
演习。

防空警报试鸣是江苏省国动办一项常
态化的演练制度，此次警报试鸣组织严密，
取得了预期效果。面对日益多变的形势，省
国动办将进一步加快推进防空警报体系化
建设，切实提高防空警报数字化能力，持续
抓好人民防空各项工作落实。

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之际，位
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
念馆首次展出 1939 年“满洲农业移
民入植图”。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
是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
抢占耕地、侵害百姓的实物资料，也
是日本妄图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历
史铁证。

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行炸毁
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
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
借口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此
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
民，妄图永久占领东北地区。

据介绍，1939年“满洲农业移民入
植图”是日本昭和14年（1939年）由日
本拓务省出版，日本杉田屋印刷所印
刷，用100克凸版纸，呈红、黑、浅蓝三
色，纵76厘米，横54厘米，保存完好。

由民间人士捐赠，为东北烈士纪念馆
收藏。

“日本政府将向中国东北移民列
为‘七大国策’之一，所谓的‘开拓团’
是对其侵略本质的欲盖弥彰，这些开
拓团成员多为日军退役人员，具有鲜
明的‘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属性。”东
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强敏说，这张图
所标出的位置和数据正是侵华日军

“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中的一部
分。从中可以清楚看到，日本帝国主
义侵占我国东北后，有计划、有组织地
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详尽情况。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移民
史就是中国人民沉痛的血泪史，中华
儿女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奋勇抗
战。随着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其
控制东北、分裂中国的野心最终破
灭。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