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科 电话:5325920 5325924

要 闻

9月3日，市民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展览。
当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许多市民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9月3日，甘肃省兰州市在市烈士陵园举
行了烈士骨灰安葬启动仪式。

新华社记者 张睿 摄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展览”在澳门塔石艺
文馆揭幕。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
申铖）记者3日从财政部获悉，中央
财政日前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
资金8亿元，支持各地及时开展洪涝
灾害救灾相关工作。

财政部日前会同农业农村部、水

利部等迅速调度各地受灾及灾损情
况，及时研究资金分配方案。具体来
看，此次下达的资金将用于支持安
徽、四川、重庆等11省（市）受灾地
区水毁水利设施修复，农作物改种补
种，畜牧、渔业灾后恢复生产等。

中央财政下达

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8亿元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
谢希瑶） 记者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国钢铁产量
持续增长，有效满足了下游需求，
行业运行情况持续向好。

据中钢协负责人介绍，国民经
济运行保持稳定恢复态势，钢材
需求超出预期，钢铁生产高位运
行。 1 至 7 月累计全国生铁、粗
钢、钢材产量分别为 51086 万吨、
59317 万吨和 72395 万吨，同比分
别增长 3.2%、2.8%和 3.7%。特别
是用于工业生产的钢材品种增速
较高，显示了制造业较快恢复对
钢材需求的拉动效应。

钢材价格继续恢复。截至 7 月
底，中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回升至
104.52点，较6月底上涨1.5%，与上
年同期相比下降4.98点，降幅4.55%。

钢铁投资保持增长。1 至 7 月，
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1.6%的背
景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
资累计增长12.7%，与1至6月持平。
其中民间投资累计增长5.4%，相比1
至6月的3.9%提升1.5个百分点。

企业效益稳步回升。1至7月中
钢协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
入2.47万亿元，同比增长3.3%；实
现 利 润 868.7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28.6%，降幅持续收窄，其中6月、7
月当月利润同比正增长。

他说，近期国际钢铁市场有明
显复苏迹象，建筑业在度过南方洪
涝灾害、夏季高温期后，将迎来

“金九银十”，带动建筑钢材需求增
长。综合判断，我国钢铁行业有望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实现全年生产
经营计划目标。

前7月中国钢铁行业生产
保持高位平稳运行态势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三批80处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退役军人事务部发出公告，公
布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
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洗刷了近代
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为挽救民族
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
人民揭开局部抗战的序幕，到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
利，中国人民在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同仇敌忾、
浴血奋战，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涌现出一大
批抗日英烈。他们身上展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

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
信念，永远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
伟大功绩，与日同辉、永载史册。

这次公布的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是
在各地推荐上报、社会公开征集、专家和相关部门集
中研究讨论、实地查看的基础上遴选出来的，综合考
虑了纪念设施、遗址的纪念意义、纪念内容、建设规
模、保护现状以及作用发挥情况等。主要包括纪念抗
日战争时期发生的重要战役战斗、为抗日战争作出突
出贡献的著名英烈、为支援中国抗战而牺牲的知名国
际友人的纪念设施、遗址。其中大多已被公布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国
防教育示范基地。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的
遴选，综合考虑了英烈的抗战事迹、牺牲情节和社会

影响力等。这些英烈涵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
个方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
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国
民党抗日将士，民主爱国人士和援华国际友人等不同
群体的代表。

国务院通知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的保护管理，做好抗战史料文物
和英烈事迹的发掘整理、宣传陈展工作，广泛组织开展
群众性拜谒、参观活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充分认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牢记中华
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重要历史贡
献，学习宣传抗日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力弘扬伟大的民
族精神和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国家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记者来到位于湖南省怀化市芷江
侗族自治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受降纪念馆，感受和平的来之不易。
这里收藏着数千件抗战和受降文物，
它们不仅记录了先烈为国为民浴血奋
战的光荣历史，更见证了中华民族近
代史上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
胜利的光辉一页。

在纪念馆展厅内，首先吸引观众
目光的是一张军事地图。纪念馆馆长
吴建宏介绍，这是1943年至 1945年，
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五大队，也就是
为人熟知的“飞虎队”驻芷江期间所
使用的作战地图，是整个中国籍“飞
虎队”队员所使用并唯一留存于世的
作战地图。地图上标绘着“飞虎队”
与日本空军作战的飞行航迹，作战范

围覆盖整个中国战区，记录了“三袭
白螺矶”“芷江保卫战”等辉煌战绩。
这张作战地图于2010年由“飞虎队”
二十六中队少尉飞行员李继贤捐赠给
纪念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抗日战争期间，芷江作为军事
重镇，拥有盟军远东第二大军用机
场，吸引多个空军部队相继进驻芷
江，其中驻防时间最长的就是“飞虎
队”。该大队于1943年6月9日进驻芷
江机场，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
9月19日才离开。

1945年 8月 17日，芷江被确定为
中国战区总受降地。为布置芷江受降
典礼会场，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陈应
庄少将跑遍了芷江县城，却找不出一
套像样的桌椅。最后，从黔阳县（今
怀化洪江市）安江纱厂借来一批欧式

家具。8月21日下午3时40分，中方
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芷江七里桥陆
军总部会场举行受降会谈。今井武夫
等四人被带入受降堂行鞠躬礼，并交
出了“中国战区侵华日军部署图”。

吴建宏介绍，受降会场内的这批
家具在典礼结束后即刻上了火印铭
文“参加受降典礼纪念”等字样交
还 原 厂 。 1985 年 芷 江 受 降 坊 复 修
时，经原怀化地区行署及文物主管
部门批准，于同年4月征集并陈列于
受降堂。其中的一张九屉桌是当时
受降典礼会场使用原件中有铭文的
唯一保存下来的办公桌，是桌类中
的孤品。2006 年由文物鉴定专家组
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4年 11月，美国“飞虎队”援
华老兵约瑟夫·德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223张反映当年
中国抗战的历史照片。其中 108张记
录了他在芷江驻军期间的所见，32张
记录了日本降使的投降过程。

“虽然我把这些照片带到大洋彼岸
已70年，但它们始终应该回到历史的
发生地，回到芷江，让更多的人来铭
记这段历史。”约瑟夫·德曾这样表达
他捐赠照片的初衷。

纪念馆文物陈列保管科科长李明
兰介绍，2015年4月 17日，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首次对外公
布了这批彩色照片，立刻在全国引起
广泛关注。这批系统反映日本在芷江
投降的彩色照片，是对整个抗日战争
史料的重要补充。

新华社记者 周勉 刘芳洲
（新华社长沙9月3日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文物见证：

我们的胜利 历史的见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5周
年。那些战争中的受害者或许还健在，
那些曾经使用过毒气弹的地点或许还
能找寻到残留痕迹。时不我待，希望能
与中国历史学者共同开展实证性历史
调研与合作，共同去挖掘、记录真实的
历史，一起打下‘中日友好、中日不再
战’的基础。”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
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日前说。

松野常年致力于侵华日军毒气战
领域的相关研究。2019年8月，松野在
日本《世界》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侵华日
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使用致死性糜烂
毒剂的“黄弹”进行了详细介绍与分
析。2020年8月8日，松野撰写的中文

版论文——《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
〈战斗详报〉所示毒气战之实态》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日
战争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用近3万
字对侵华日军迫击第五大队的编制、装
备、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红弹”使用
情况做出了全面的考证，并附带了各种详
细的图片、图表。

“这次自己的论文全文能用中文形式
在中国抗日研究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中
发表，深感荣幸。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日
中史学界的实证调研合作。”松野说。

“由于侵华日军在化武作战方面推
行有特殊的隐蔽政策，加之战败投降时
销毁大批相关资料，导致中国对侵华日

军化武研究领域史料发掘困难。松野
论文中所使用的史料是近年来发现的
体量较大、内容完整、真实性也已经得
到证实的学术价值极高的新史料。其
中提到的日军在华中等地区实施毒气
战是既往研究甚少涉及的。因此，该史
料不仅可以极大改善日本生化武器问
题研究，也将对日本侵华史、日中战争
史等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助益，学术意义
深远。”《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副总编
高莹莹高度肯定了该论文的研究意义。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告
诉记者：“历史教训是惨痛的。日本侵
华战争给中国受害者及受害家庭造成
的伤害及其影响，日本社会对这段历史

的理解把握程度，不仅直接影响到日本
社会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及教育内容，也
会影响日本对华感情舆论。加强实地
调研，可收集到亲历者的证言及实物，
也可以以口述及实物史料弥补档案文
字记录的不足。同时通过对个人、对村
落社会的具体实态的挖掘梳理，可以形
成更全面、立体、生动的史实证据，对今
后的历史教育、和平教育也将发挥有益
作用。希望中日学者共有这份紧迫感，
今后加强合作实地调研，为形成更加完
整的历史记录，也为中日互相理解的历
史认识及教育贡献智慧。”

新华社记者 郭丹
（新华社东京9月3日电）

希望共同挖掘、记录真实的历史
——日本历史学者希望与中国学者共同对日本侵华战争开展实证性调研

新华社上海 9 月 3 日电 （记者
孙丽萍）在抗战胜利75周年到来之
际，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
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编纂
的百卷本《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
集成》于9月3日在沪首发出版。

据介绍，当时，中、美、英等在
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
日本主要战犯 （A 级战犯） 进行审
判。与此同时，中国在南京、上海等
地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
事审判，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
专职处理审判相关事宜，审判涉及日

本战犯多达2000余人。
与这些审判相关的历史档案共

有 563 卷、约 5 万页，内容翔实丰
富，包括战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
录、各类法律文书文件档案材料、
审判记录、战犯名册、公审日本战
犯照片等，是迄今所见最为完整、
全面的中国战后审判文献。

历时4年之久，上海交通大学东
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合作，将这些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
档案加以整理研究，以彩色影印的形
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出版

新华社上海 9 月 3 日电 （吴宇
王迪） 在 2 日至 3 日上海举行的

2020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
大会上，“长三角公交一体化推进联
盟”成立，一个绿色、智能、一体
化发展的长三角公交蓝图呈现在人
们面前。

据介绍，“长三角公交一体化
推进联盟”由长三角区域的上海
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
的城市公交企业共同发起成立，
以长三角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为主
体。联盟宗旨是通过信息互通、
业 务 互 助 、 规 标 互 学 、 装 备 互
鉴 ， 推 进 长 三 角 公 交 规 划 、 建
设、运营、管理一体化，深度探
讨长三角公交一体化制度创新，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
着力提升公交整体发展水平，构
建 与 长 三 角 区 域 市 民 需 求 相 适
应、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公交线
网，有效推动区域融合发展。

去年 11月，位于上海江苏浙江
毗邻地区、面积达660平方千米的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
牌成立，5条示范公交线路随即开通
运行。从此，沪苏浙毗邻地区的居
民往来，不需乘省际长途再换车，
出行变得更通达、更便利。

如今，行驶在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5条公交线路
正结出示范成果：一是全部采用
新能源汽车，并计划在三年内更
换 为 更 加 绿 色 环 保 的 氢 能 源 汽
车；二是示范区开始打破地域分
割和部门壁垒，统一规划公交线
网和运营方式，建立一门式审批
服 务 ， 进 而 优 化 公 交 衔 接 和 换
乘，建设公交专用道，加快实施
统一的公交优惠，激发出公交对
社 会 交 通 体 系 的 “ 稳 定 器 ” 作
用 ； 三 是 统 一 整 合 开 发 公 交 信
息，统一服务规范，推动示范区
智慧公交高质量发展。

在生态智能领域

长三角公交一体化加快破题

新华社仰光 9 月 3 日电（记者
张东强 车宏亮）中国驻缅甸大使

馆3日在勃固省东吁市举行向中国远
征军烈士敬献花篮活动，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5周年。

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率使馆人
员、在缅中资机构代表，与中国远征
军后裔侨胞共同向中国远征军纪念
碑敬献花篮，并瞻仰远征军纪念碑
和浮雕，参观远征军东吁阻击战等
在缅作战陈列展，同远征军后裔侨
胞进行交流。

陈海在致辞中表示，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怀念为国捐
躯的中国远征军将士。站在这片宁

静的土地上，回首70多年前的硝烟
战火，相信大家都感慨万千。今天，
伟大的祖国已经繁荣富强，巍然屹
立在世界的东方。和平与繁荣是先
烈们用热血换来的，也是他们为之
奋斗的目标。

当天，受中国驻缅使馆委托，在
缅中资机构代表和当地侨胞还分别
在远征军战斗过的仁安羌、密支那
中国远征军纪念设施举行了敬献花
篮活动。

中国远征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中国派遣在中缅印三地对日作战的
部队，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
近20万人，远征军用生命和鲜血书写
了抗日战争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

中国驻缅使馆举行
向中国远征军烈士敬献花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