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祭广场上，深沉悠远的和平大钟
钟声久久回荡。12月13日，2024年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李庆国，中国游泳队运动员张
雨霏等6位社会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
大钟，这钟声不仅表达了对逝者的无限
哀思，也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

“因为我很少回到家乡，这一次回
来，参与这么重要的国家公祭仪式，撞响
了和平大钟，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张雨
霏说，每当想起那段历史，心情就十分沉
重、哀痛。“撞响和平大钟，我觉得不仅是
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作为一名运动员，张雨霏表示，希
望在未来的赛场上，把悲愤化为动力，
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也希望自己未
来可以带领更多年轻人，为强国建设贡
献青春力量。

“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是为了缅怀先辈、不忘历史。”李
庆国表示，撞响和平大钟提醒着我们应

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面向
未来，我们应珍惜和平，在平凡的岗位
上努力工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自
己的贡献。”

撞响和平大钟，心中长鸣警钟。中
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程表
示，中国人民曾经遭受的黑暗历史需要
子子孙孙牢记。张洪程是我国著名水
稻栽培专家，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
最美教师等荣誉。张洪程希望，教育工
作者多为国家培养优秀拔尖人才，赋能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源头活水。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公司部套车间
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朱海始终坚守在
一线岗位，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
号，他说：“作为工人
代表，我要在自己的
岗位上撸起袖子加油
干，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不懈奋斗。”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 杜雪迎 卢河燕

2024.12.14 星期六
责编：沈路莎 美编：陈恩武A3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南京12月 13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4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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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庄严肃
穆，国旗下半旗。约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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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16
名礼兵抬起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李书磊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
我们隆重集会，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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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各国烈
士，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崇高愿望。

李书磊指出，我们举行国家公祭，就是
要宣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
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继承先烈遗志，书写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新篇章的坚强决心。我们要
凝聚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的力量，发扬自信
自立、改革创新的精神，坚定守护和平、维
护正义的追求。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前
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奋发有
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为人类和平和
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李书磊讲话后，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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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期许。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主持
公祭仪式，国务委员谌贻琴、全国政协副主
席沈跃跃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纪律检查
委员会书记张升民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
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江
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港
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内
外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代表，国内有关
高校和智库专家代表，中日韩宗教界代表，
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
等参加公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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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声悠悠祈和平
张雨霏等6位代表撞响和平大钟

以青春之名传递和平之声
87名高中生诵读《和平宣言》

“巍巍金陵，滔滔大江，钟山花雨，
千秋芬芳。一九三七，祸从天降，一二
一三，古城沦丧。”2024年是南京大屠
杀惨案发生87周年，12月 13日，在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南京
市中华中学 87名高中生诵读《和平宣
言》，铿锵的诵读声回荡在南京上空。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他们用青春的力
量向世界传递中国青少年的和平祈愿。

中华中学此次入选的学生以高一
为主，也有部分高二学生。为了让他们
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学校开设了历史
教育课，为学生们讲述相关史实内容，
还组织他们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进行实地参观学习。这
些学习准备，让同学们在诵读时更有感
染力。

高语杉是第一次参与领诵《和平宣
言》。通过学校的历史教育课，她更加深
入地了解了那段悲痛的历史。“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高语杉认为，年轻人更要

记住这段历史，不遗忘，才能避免悲剧重
来。“我们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三十多万同胞的血与泪，我们不
能忘，也不敢忘。”仇乙翔也是领诵员之
一，“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仇乙翔说，
作为青年一代，应接棒传递历史真相，
以青春之声为和平而歌，一起守护国家
记忆、世界记忆。

中华中学德育处副主任戴俊介绍，
早在今年8月，高一新生就接到了可以
报名参加诵读选拔的消息，比往年提前
近一个月的时间启动准备工作。在700
多名报名者中，经过
几 轮 选 择 ，最 终 有
100名学生来到国家
公祭仪式现场，其中
87 人上场传递中国
青少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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