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凄厉的警报声
再次响彻城市上空，我们集体回到了
历史发生地。

国之祭，无尽亦无涯。
我们肩并肩，带着肃穆的表情，

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叠地带，回望87
年前的那一天，回望我们共同的家
人。这一刻，我们都是历史事件的

“在场者”，我们都是保护历史真相的
“志愿者”。

日军侵华再添新证、日本士兵日
记揭露南京大屠杀惨状、20处城墙暗
堡见证南京保卫战激烈战斗、“哭墙”
记录10665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姓
名、202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观众留言 125278 份……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发现越来越
多，新的认知越来越深。凡此种种，
都令祭奠和铭记变得更加立体、更加

凝重、更有力量。
家之祭，无尽亦无涯。
12月13日，现代快报推出“一封

来自 100 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家
书”的报道。1937 年，13 岁的薛玉娟
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伤胸口，这个伤疤
保留了87年。在国之祭前夕，她写了
一封家书给逝去的亲人，她说，“父
亲、母亲，今年我100岁了。是不是因
为小时候已经吃过了所有的苦，所以
换来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这一刻，她是以孩子的名义呼唤
亲人，告慰亲人；她是以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的名义，控诉滔天罪恶，期盼
永恒和平。

颜真卿在《祭侄文稿》所言“抚念
摧切，震悼心颜”，这份极致的痛感，
老人一定有过。在南京，笔者的祖
辈，无数次向我们叙述过这份永世难
忘的血色往事。

但此时此刻，百岁老人的家书，
表述非常沉静。这是一份令人动容
的沉静。沉静的背后，是无数的字，
无数的泪水，无数的思念，无数的呼
唤。

几天前，95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琴也在“家祭”现场再次发声，

“等日本承认这段历史”。
无论薛玉娟和夏淑琴是否能等

到这一天，她们的心声都已经在历史

深处凝结，她们的话语都已经和这个
世界的正义之声汇聚。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从家祭、城祭到国祭，都是对惨

遭侵华日军杀戮的同胞的沉痛悼念，
都是对战争与和平这一永恒主题的
深思，都是对民族记忆和民族情感的
全力呵护。

我们彼此用心灵依偎，我们彼此
对未来期许。

这是一个冰冷的数字：登记在册
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2人。

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数字：南京
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总数新增至
32位。

这两个数字，让我们看到了历史
记忆的徐徐延展，让我们看到了传承
与接力的生生不息，也让我们看到了
和平理念的与时、与世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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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暖心！个人养老金制度再推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

12 日发布通知，自 12 月 15 日起，在
全国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同
时根据前期试行情况，提出丰富产
品供给、增加领取情形等新要求。

一系列调整优化，有利于制度
完善，鼓励更多人为老年生活增添
保障。

作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及职
业年金外的“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个人养老金是百姓在税收优惠支持
下，给自己存的一笔养老钱。试行

仅两年，36 个先行城市和地区个人
养老金开户人数就已超过 7000 万。
这不仅源自银行的积极引导，更显
示出人们增加未来养老储备的较强
意愿，以及对更好“老有所养”的普
遍期待。

要夯实“第三支柱”的制度基
石。在充分肯定先行实施成效的同
时，也要看到，人们愿意投、收益稳
的个人养老金产品还不多，实际缴
费人数和金额尚待进一步提高。为
此，这次通知着力强调优化产品供

给、改善服务，通过丰富产品种类、
鼓励开发中低波动型或绝对收益策
略基金等产品、探索开展默认投资
服务等，多管齐下强化个人养老金
保值增值、提高投资参与度。

制度要更加人性化。针对部分
群众担心资金封闭时间长、遇到困
难无法支取的问题，通知增加了提
前领取情形，推行了更灵活的领取
方式。除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
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
居外，参加人患重大疾病、领取失业

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或者正在领取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也可以申请提
前领取个人养老金。更人性化的安
排，有利于增强制度吸引力，让更多
人安心将钱放进来。

每一笔养老钱都来之不易，都
需计之长远。相关部门务必持续加
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确保个人养
老金安全稳健运行，让这笔资金通
过长期积累，真正发挥补充养老的
大作用。

新华社记者 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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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12日，两则劳动维权失利消
息登上热搜，发人深思。一则是，
女子称怕走光上班打伞遮摄像头
被辞退，上诉3次索赔33万元均被
驳回。另一则是，某公司员工马某
推算同事工资求涨薪被辞，起诉公
司索赔18.5万元未获支持。

两起官司，讼由不同输因一
样：法律知识欠缺成为“软肋”。
王女士每天带两把伞上班遮挡
摄像头，公司多次与其沟通并发
警告信无果，以其严重违纪为由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高院亦裁
定其行为属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驳回再审申请。马某被公司辞
退的理由是违反公司工资保密
制度，马某起诉至法院，一审二
审均认为：马某发送邮件行为确
实存在违反薪酬保密制度，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可见，法律知识欠缺拖了维
权意识的后腿。试想，假如两位
维权当事人都能在日常遵守单
位依法制定的内部纪律和劳动
制度，会引发后续劳动纠纷和对
簿公堂，乃至招致岗位报酬双失
局面吗？

时下，劳动者维权意识与时
俱进，但有些劳动者法律知识却
未能齐头并进。假如因法律知识
掌握情况不及格，而在日常工作
中违规违法为所欲为而致劳动纠
纷，劳动维权自然难有胜算的把
握，因为劳动法律从来不保护法
律允许范围外的劳动权益。

扬州 陈庆贵

劳动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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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电（记
者 冯歆然）12月 12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
德韦杰夫。

习近平表示，中俄建交75年来，
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相
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
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
大国关系的典范。中方愿同俄方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挖掘两国合作内
生动力，不断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中俄要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合
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
内的沟通和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全
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同统
一俄罗斯党建立关系20多年来，双
方开展高水平、建设性互动，加强治
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不断丰富两
党机制化交往内涵，持续巩固中俄
政治和战略互信。两党作为推动人
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密切
协调和配合，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
向，汇聚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
方”国家友好政党共识，推动世界朝
正确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
题上，中方多次强调要坚持“战场不
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
原则，推动局势尽快缓和。中方将
继续坚持一贯立场，同国际社会一
道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
件。

梅德韦杰夫转交了普京总统致
习近平主席的亲署信，表示很高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俄
中建交75周年之际再次访华，当前
俄中两国高水平合作是普京总统和
习近平主席共同引领和推动的结
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一说法
形象地反映了两国之间形成的良好

关系。俄方将坚定不移地落实两国
元首共识，推进战略协作。统俄党
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合作在俄中两
国关系中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后天
统俄党将召开二十二大，对未来战
略任务和目标进行新的部署。统俄
党愿通过俄中执政党对话机制，推
动双方务实合作及青年等交流，加
强爱国主义等传统价值观教育，促
进两国关系长远发展。俄方积极评
价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采取的
立场，关注中国和巴西等国提出的

“和平之友”小组倡议，愿积极推动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梅德韦杰夫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12日
迎来全面通水10周年。10年来，工
程累计调水超过 767 亿立方米，惠
及 45 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超过
1.85亿。

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当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作为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
脉，南水北调工程从战略上、全局上
优化了我国水资源配置格局，有力
改善了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淮海地区
水资源条件和水资源承载能力。

“通水以来，工程年调水量从
20 多亿立方米持续攀升至 100 亿

立方米。南水北调已成为北京、天
津等北方许多城市的供水生命线，
北京城区供水近八成是南水，天津
主城区和雄安新建城区供水全部是
南水；东线工程在齐鲁大地上形成
了T字形的供水‘大动脉’。”王道席
说。

随着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供水区域不断延伸，受水区配套工
程不断完善，受益范围由大中城市
向农村拓展。在河北，黑龙港流域
500多万人因南水到来，告别了祖祖
辈辈喝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

10年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

程水质持续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
中线一期工程保持在Ⅱ类及以上。
通过水源置换和河湖生态补水等措
施，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
永定河等众多河湖重现生机。

根据《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
划》，南水北调工程分东、中、西三
条线路，分别从长江下、中、上游向
北方地区调水，连通长江、淮河、黄
河、海河，构成我国“四横三纵、南
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
局。

王道席说，目前，《南水北调工
程总体规划》修编取得积极进展，中

线引江补汉工程已进入全面实施阶
段，正积极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前期工作，做好东中线一期工程竣
工验收准备工作。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黄爱国表示，南水北调工程
是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南水北调
集团和沿线工程运行管护单位加强
工程运行管理和维护，不断健全完
善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工程运行管
护能力和水平，确保工程安全、供水
安全、水质安全，确保“一泓清水永
续北上”。

据新华社

“南水北调”10年调水超767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