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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南京在寒冬中迎来第九个国家
公祭日。10时 01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响
起，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车跟随鸣笛，警
报声、鸣笛声响彻大街小巷、长江两岸。

这一分钟，南京的时间仿佛凝固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内，肃立着约 3000 名胸前佩戴白花的
各界代表。85 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
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同胞惨
遭杀戮，古都南京满目疮痍，无数民众流离
失所……那是南京城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国家公祭仪式现场，95岁的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葛道荣陷入回忆。1937 年 12
月，葛道荣的叔父和两位舅舅惨遭日军杀
害，年仅10岁的他侥幸逃生。

自2018年起，南京将“默哀一分钟”明
确写入条例，确保国家公祭仪式的庄重感
和仪式感，传递了一座城、一城人对历史的
敬畏，对和平的坚守。

喧嚣繁华的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车辆
停驶，行人驻足；早高峰刚过的地铁站里，人
们停下脚步观看电视直播国家公祭仪式；
在全城十几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丛葬地，人们低首默哀、缅怀逝者。

中山码头丛葬地濒临长江岸边，站在
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就能听到长江航道上的
汽笛声。85年前，日军在中山码头一带屠
杀了我同胞万余人。13日一早，南京海事
局的海巡艇上悬挂着“悼念同胞，珍视和
平”的横幅，市民、学生、各行各业的工作人
员自发来到这里，身着黑衣，手捧菊花，寄
托哀思。

悼念的人群中，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
常小梅流下了眼泪：“85年前的今天，我父
亲目睹了 6 位亲人丧生在日军的刀枪之
下，战争让 9岁的他变成了一个孤儿。我
希望更多人能够记住这一天，记住南京，记
住 30万数字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
如何消失的。”

“我们很快就会渡过这个难关，群魔乱
舞之后，安宁和秩序将会重新来临……”南
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内，学生

们朗诵着《拉贝日记》选段，将亲手折叠的
和平鸽放置在约翰·拉贝塑像前，表达谢
意，祈愿和平。

1937年 11月，南京沦陷前夕，包括约
翰·拉贝在内的20多位外籍人士冒着生命
危险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和中方管理人员
一道，设立了 25个难民收容所，收容保护
了25万多名中国难民。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来都是相
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和
平与发展的共同理念会将全人类紧密联系
在一起。”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
馆负责人杨善友说。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
不忘……”国家公祭仪式进行到尾声，85
名青少年代表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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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对死难者的深沉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坚
定向往。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刘云是撞响“和
平大钟”的代表之一。“这钟声不仅是对死
难者的哀悼之音，更是警示之声，警示我们
不能忘记那段历史，警示我们每一个国民
要认识到肩上的使命。”

八十五载，痛感未敢忘。南京之痛，不
仅仅是一座城市的悲剧和灾难，还是国家
之殇、民族之痛，也是人类之劫、文明之耻。

12 月 13 日，全国抗战主题纪念（博
物）馆同步举行悼念活动；全国 40多所小
学通过网络云课堂同步举行“童心记历史
云上共朗读”主题班会；晚上6点半，“烛光
祭·国际和平集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来
自日本、美国等地的国际友人手秉白烛，通
过网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致哀。

“外敌的蹂躏和战争的磨难，使中国
人民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南京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否
认和美化侵略、伤害民族情感的言行，在
每一次悼念中敬畏生命，在哀思中凝聚奋
进之力。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老年人如何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预防第一

“老年人一旦患病，较年轻人来说，
重症发生率相对较高，是特别需要保护
的人群，预防是第一位的。”北京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燕明建议，老
年人还是要接种全程疫苗和加强疫苗，
可明显降低重症感染发生率。

“从目前监测情况看，60岁及以上
老年人接种疫苗后，不良反应总体报告
发生率略低于60岁以下人群，严重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和其他人群基本类似，在
百万分之一以下。”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
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

李燕明呼吁，老年人近期减少外出，
特别是避免去人群比较聚集的密闭场
所，尽可能减少接触外界环境。同时规
律生活，不要太过紧张，保证营养，但也
不要暴饮暴食，尽可能减少烟酒的接触。

老年人一旦感染，李燕明建议，少食
多餐，避免出现呕吐，少量多次补充适量
水分，保证睡眠。老年人要更加慎重使
用退热药物，烧得越高用药越慎重，以防
一次大量出汗造成虚脱甚至低血压，还
要避免多种药物共同使用。

此外，对于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要加强基础疾病的管理。李燕明提示，
不能因为害怕去医院取药而停药。一些
基础疾病本身不太稳定的，比如有严重
呼吸系统疾病的，或有严重心脏基础疾
病的，或80岁以上高龄老人没有接种过
新冠疫苗的，这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中的
高危，需格外重视观察监测。

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
会否传染给胎儿？几乎不会

“对于孕产妇来说，预防最重要。有
可能的话，还是尽可能少到公共场所去，
不聚会、不聚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说，与此同时，
还要确保均衡的营养、充足的睡眠、积极
乐观的心态。

孕产妇万一感染新冠病毒会出现怎
样的症状？如何居家治疗？

乔杰说，从全国产科质控专家组汇
总的国内情况和国际报道看，孕产妇感
染新冠病毒之后，发病率、症状、病程都
和普通人群接近，症状主要还是上呼吸
道感染，病程也基本是5至 7天。

当孕产妇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
症状时，可以多喝水，采用物理降温或者
选择孕产妇可以用的中药。超过 38.5
摄氏度，可以选用对乙酰氨基酚治疗，这
是对孕产妇相对安全的。要特别注意，
退烧药要选用单一的药物，不要进行叠
加，这样可以减少可能的肝肾损害。

“孕产妇要注意三个监测：体温、心
率、血压，孕晚期的孕产妇还要做好胎动
的监测。如果持续发热 3天以上，用了
退烧药没有好转，或者出现了胎动消失、
胸痛、胸闷、腹痛等，要及时和助产机构
联系，及时就诊。”乔杰说。

“因为母体有胎盘这个非常好的保
护屏障，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几乎
是不传染给胎儿的。”乔杰说，但如果是
产后，妈妈、宝宝在一起的话，还是要注
意隔离，宝妈在空间上最好和新生儿有
一定的隔离或者戴N95口罩，可以母乳
喂养。

儿童发烧需要立马去
医院吗？视情况而定

“冬季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病高发季节。引起儿童呼吸道感
染的病原体很多，以病毒为主，比如鼻病毒、副流感病毒、流感病
毒等，新冠病毒也是引起发热、咳嗽等症状的病毒之一。”北京儿
童医院主任医师钱素云说。

孩子发烧，是否应立马去医院？钱素云说，一定要看孩子的
精神状态，如果孩子虽有发烧等症状，但精神挺好，特别是退烧
以后能吃能喝能玩，这时候就没必要特别紧张，也不需要马上去
医院就诊，可以在家继续观察、对症处理。

钱素云表示，但如果发烧持续3天以上没有好转迹象，孩子
精神不好，咳嗽进行性加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睡眠，出现喘息、
呼吸增快、甚至呼吸困难等情况时，要去医院就诊。另外，3个
月以下的小孩一旦出现发热，还是建议及时就诊。

钱素云说，有孩子的家庭应该适当储备一些儿童常用的应
急药物，但不推荐储备很多药物，如果储备很多保管不当的话，
可能导致孩子误服。

“孩子发烧是经常会遇到的，对于 6个月以上的小孩，可以
选择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其中有一种就可以了；2至 6个月的
小孩，不适合用布洛芬，可选用对乙酰氨基酚；2个月以内的小
孩，不推荐常规使用退烧药物，可采用物理降温等措施并及时就
诊。另外，也可以储备一些清热祛痰的药物。”钱素云说，不主张
两种退烧药同时服用，也没必要交替服用。

心血管疾病患者感染会否导致原有病情
加重？克服恐惧心理

“原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也不必太担
心。”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说，在家里一定要坚持治
疗原有的疾病，一般都是冠心病、高血压或者心衰这样的疾病。

周玉杰介绍，除了高烧以后多喝水可能对心衰症状产生影
响，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比如缓解肌肉酸痛的用药等，目前尚
未发现和心血管治疗药物之间的不良作用。

“很多心脏病患者都是由于恐惧导致疾病加重，要克服这种
心理。”周玉杰说，心血管疾病患者要合理膳食、戒烟限酒、适量
运动，并保持心态平衡。

“长期服用心血管疾病防控药物的不要停药，停药可能诱发
或者加重疾病。如果有持续性胸痛，还是到医院进一步诊断和
治疗。”周玉杰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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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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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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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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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祭
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 16名礼
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蔡奇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
死难者，缅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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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献出生命的国
际战士和国际友人，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
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的坚定立场。

蔡奇指出，可以告慰遇难同胞和先烈
的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奋斗拼搏，我们的
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迈上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民过
上了全面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蔡奇强调，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前
进的脚步永不停息。前进道路上，我们要
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
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发扬
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蔡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
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
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新时
代新征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
美好的未来。

蔡奇讲话后，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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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
记陈文清主持公祭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陈竺、国务委员王勇、全国政协副

主席卢展工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
作部主任苗华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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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
表，国内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有关高
校和智库专家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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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2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息

12部门联合防范治理
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教育部获悉，为进一步
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
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教育部办公厅等12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加强对重点场所和重点网站的防控。充分发挥
社区（村）的综合管理功能，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纳入
社区街道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减少违规培训发生。加强对招聘
网站、家教网等的监管，禁止发布“一对一”“众筹私教”“家庭教师”
等校外培训招聘需求信息。严格执行校外培训广告管控有关要
求，禁止发布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的校外培训广告。

意见明确，强化对重点机构和人员的防范。各地要综合研判
分析本地区可能开展违规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和个人类型，建立
防范违规的重点机构和个人清单。对转型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加强
跟进指导，鼓励给予政策支持，帮助机构实现转型发展。紧盯托管
服务、违规组织竞赛、中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相关机构，加大招生
入学等重要节点的提醒提示和检查巡查。禁止家政服务企业将校
外培训纳入家庭服务，严禁任何形式的“住家家教”推介行为。

意见强调，强化违规行为通报曝光。各地要加强学科类隐形
变异培训的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定期通报发布典型案例。要紧盯
隐形变异重点问题，抓住关键节点，对违规培训至少每季度公开曝
光一次，不断加强警示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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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重点人群的健
康牵动着每个家庭的心。老年
人感染后居家治疗该注意什
么？孕产妇如何做好防护避免
感染？儿童发热后什么情况下
需要就医？心血管疾病患者如
何平安度过冬天？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13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就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南京，城祭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12月13日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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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12月13日，船只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
同胞纪念碑附近江面参加悼念活动。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探日卫星“夸父一号”新图像发布
实现多项国内外首次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记
者 张泉 王珏玢）我国综合性太阳
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最新一
批科学图像 13日在京发布，其中
多幅图像质量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验证了“夸父一号”三台有效
载荷的观测能力和先进性。

“夸父一号”是中国科学院空
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研制的一颗
空间科学卫星，于 2022年 10月 9
日成功发射。卫星以“一磁两暴”
为科学目标，即同时观测太阳磁
场和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
象——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研
究它们的形成、演化、相互作用和
彼此关联，同时为空间天气预报
提供支持。

截至目前，“夸父一号”三台

有效载荷——全日面矢量磁像仪
（FMG）、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
（HXI）和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
（LST）状态正常，卫星平台和各
载荷功能性能满足设计要求。在
轨2个月期间，“夸父一号”开展了
大量对太阳的在轨测试和观测。

其 中 ，全 日 面 矢 量 磁 像 仪
（FMG）实现了我国首次在空间
开展太阳磁场观测，已获得的太
阳局部纵向磁图的质量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太阳硬 X射线成像仪（HXI）
实现了我国首次太阳硬X射线成
像，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以近地视
角拍摄的太阳硬X射线图像，图像
总体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莱 曼 阿 尔 法 太 阳 望 远 镜

（LST）的 3个子载荷之一太阳日
面成像仪（SDI），实现了国际首次
在卫星平台上获得莱曼阿尔法波
段全日面像，其中，日珥的演化图
像清晰完整。另一个子载荷太阳
白光望远镜（WST），观测到太阳
边缘上2个罕见的“白光耀斑”，莱
曼阿尔法波段的观测能力得到了
验证。

“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中
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甘为群
介绍，下一阶段，“夸父一号”将继
续开展并完成在轨测试，早日转
入在轨科学运行阶段，充分发挥
三台有效载荷组合观测的特色，
加强国内外合作和数据开放共享
工作，为太阳活动第 25周峰年观
测和研究做出中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