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海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

2015年5月22日 星期五 乙未年四月初五

今日16版 第9413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2015年5月22日 星期五 乙未年四月初五

今日16版 第9413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海外网：http://www.haiwainet.cn

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海外网：http://www.haiwainet.cn

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本报北京 5月 21日电
（记者刘少华、石畅、柴逸
扉） 擦亮中国“窗口”，架
设沟通“桥梁”。首届海外
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暨人
民日报海外版创刊 30 周年
座谈会今天在人民日报社
举行。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400 位海外华文
新媒体负责人、知名侨领
和华文读者欢聚一堂，表
达对人民日报海外版 30 岁
生日的衷心祝福，畅谈海
外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美
好愿景。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
在主旨演讲中说，习近平
总书记就人民日报海外版
创 刊 30 周 年 作 出 重 要 批
示，这是党中央对海外版
30 年来所取得成就的最高
肯定和褒奖，是对海外版
发展的亲切关怀和鼓励，
对人民日报社和人民日报
海外版工作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意义。

他说，对一个人来说，
三十而立，确定人生目标和
方向；对一张报纸来说，30
年正奋进在前进的路上。在
新媒体时代，海外版要与全
球华文媒体一道，共创事
业、共享价值、共同发展。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
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国
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中
国侨联主席林军，国家网
信办副主任彭波，中共中
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
任李亚飞等，在讲话中也
充分肯定人民日报海外版
30 年取得的成就。蒋建国
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统筹
海内海外、网上网下，展
示中国巨大变化，抒发中
华文化情怀，为讲述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做出新贡献。叶小文称赞
人民日报海外版影响半径
越伸越长，画出中国外宣越
来越大的“同心圆”。裘援平
祝愿人民日报海外版把海
外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
界的重要窗口擦得更亮。
林军寄语人民日报海外版
继续成为国家对外宣传的
重要平台和全球华文媒体
的中流砥柱。

会上，人民日报社总编
辑李宝善宣读了习近平和
刘云山、刘奇葆的重要批
示，人民日报社编委、海外
版总编辑张德修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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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
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 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
充分肯定人民日报海外版 30 年来取得的成
就，对进一步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
宣传方式提出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批示中指出，30年来，人民日
报海外版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中国
发展变化，在外宣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创刊 30年为起点，
总结经验、发挥优势、锐意创新，用海外读

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
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也分别作出批示，
要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把握正确导向，创新内容形式，发挥特色优
势，进一步增强国际传播话语权、影响力。

华人华侨的“家书”，海外学子的“家
园”，人民日报海外版自 1985 年创刊以来，

坚持以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改革开
放发展大局、服务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为己
任，搭建传播平台，展示中国变化，传播中
国立场，弘扬中华文化，为海外6000万华人
华侨、500万中国留学生和 7000万学习中文
的外国人提供“精致、定制、雅致”的信息服
务，目前已形成“一报一网一端”的立体化、国
际化、分众化传播格局，报纸发行 60万份，遍
布86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聚合50多家海外
华文网站，日均页面浏览量达到 1300万；“海
客”移动客户端用户超过2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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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也作出批示

5 月 20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日本国会的党首辩论中，拒绝确
认 《波茨坦公告》 对日本侵略战争
的定性。他在辩论中声称没有看全

《波茨坦公告》，因此“无法做出评
论”。安倍刻意回避承认《波茨坦公
告》，称日本当时接受 《波茨坦公
告》只是为了结束战争。

即使回避承认侵略，安倍还是
承认了日本当初曾经接受过 《波茨
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
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
立即无条件投降，并要求日本履行
中美英三国于 1943 年 12 月发表的

《开罗宣言》。正是在 《波茨坦公
告》 和 《开罗宣言》 的基础上，世
界形成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即使安
倍可能没有认真学习过这两个重要
文件，但当年日本政府确实按照

《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宣布投降，没
有也不敢对公告中的任何一字讨价
还价，这早已载入史册。

《波茨坦公告》 的前 5 条敦促日
本投降。公告第一条“同意对日本

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
第二条表示“对日作战，不至其停
止抵抗不止”。第三条表示若日本拒
不投降，“将使日军完全毁灭，无可
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
破坏”。第四条要求日本“即早决
定”是“继续一意孤行”，“抑或走
向理智之路”。第五条坚定表示，日
本投降之条件“决不更改，亦无其
他另一方式”。

《波茨坦公告》的重要性，更在
于它再次确认日本发动侵略的性
质。公告第六条表示“将穷兵黩武
之 （日本） 军国主义驱出世界”，并

“将欺骗及误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
服世界之政权及势力，永远以扫
除”。在第七条确定战后对日占领
后，第八条要求按照 《开罗宣言》
之条件，剥夺日本通过扩张掠夺所
获得的地盘，而 《开罗宣言》 早就
认定日本先前侵略的性质。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持续对
外扩张，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走

上了对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大规模
侵略的道路。正是国际社会反法西
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才终止了日本
等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严重罪
行，并在战后给包括日本等战败国
在内的人类世界带来了迄今长达 70
年的和平。

1945 年，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的严正威慑下，山穷水尽的日本做
出理性选择，决定接受 《波茨坦公
告》，从而避免了日本的彻底毁灭。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向全国
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
条件投降的诏书。无论安倍是否看
全《波茨坦公告》，日本当初就是因
为接受了 《波茨坦公告》 的每字每
句，才重获新生。

安倍声称没有看全 《波茨坦公
告》，反映了他没有也不愿承认日本
曾经发动侵略，并因此给予道歉。
这非但不能扭转日本实施侵略并最
终投降的既往，反而表明他十分不
适合在日本首相公职上继续行使权
力。安倍回避承认侵略并拒绝道

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和平发
展的国家利益。

当年，国际社会给了日本投降
一个机会。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集
团尽管纠结，终究还是悬崖勒马，
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包括其中明
确定性的日本侵略，从而没有浪费
机会。在日本侵略失败 70 周年的今
年，日本右翼正蠢蠢欲动，试图挑
战历史，颠倒黑白，这纯属蚍蜉撼
树，不自量力。但是，当今日本能
否正视历史，有否勇气承认侵略，
则是日本今年面临的一道门槛。安
倍政府何去何从，世界拭目以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
院副院长、教授）

承认侵略，是日本必须迈的一道槛
■ 沈丁立

图为首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座谈会现场。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