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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
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尽管战争已经结束70多
年，但人们从未停止过思考如何才能不再走向
战争。访日口述历史学者李素桢、田刚等以口
述历史的方法，挖掘事实，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 9月 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1周年
纪念日前夕，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一
年来，他们着力于调查挖掘侵华士兵的军事邮
便，发现里面记录了大量日本侵华战争的事
实。

军事邮便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期，日军
官兵的往来信件。

军事邮便 记述屠杀

在军事邮便中，一名为桑原实的日本军
人，曾在 1938 年 1 月先后 3 次写信给日本国
内，详细描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的凄惨
景象。

信件封皮上的落款显示，这名军人是日本
陆军第三师团的士兵，第一封信的邮寄日期是
1938 年 1 月 1 日，收信人是日本静冈县磐田郡
的。信中写道：“到去年 31 日 （整理者注，
1937 年 12 月 31 日） 为止，每天在扬子江边杀
200 人。有的被反绑上双手，扔到河里去，向
他们开枪射击；有的脑袋被砍下来。”

第二封信描述的则是日军占领南京以后的
情形。他在信里写道：“南京和平了，南京市
民渐渐返回城里，但是没有房屋可住，冻饿而
死去的一天数百人，支那人悲惨可怜啊。”

第三封信写道：“我们居住在南京，天气
已经暖和起来了。虽然一星期前下了雪，但现
在已经暖和，每天穿一件汗衫就可以了。已经

死去的支那兵因天暖而腐烂，臭气熏天，到处
是战场啊。扬子江边的一个湾里堆积的死尸简
直像山一样，看了感到惊恐。”

李素桢介绍，涉及南京大屠杀内容的书信
还有很多，还有待进一步整理。但值得我们关
注的是，侵华时期的日本当局对战场上的官兵
书信往来，实施严格的邮政检阅制度，凡认为
不利于日军的言论或军事驻地描述等，均会被
涂抹掉甚至扣押。但在这批军事邮便中，大量
关于屠杀中国民众的内容，却被顺利地传回了
日本国内。

侵略事实 不能遗忘

这些军事邮便中还有大量的书信并非寄给
日本国内的家人朋友，而是被邮寄到一些学
校。1937年驻扎在河北保定的日军中支派遣队
山村部队的三浦氏，在写给日本静冈县东丰田
小学的信件中写道：“每天出去杀 5 至 10 个
人，杀人杀得多了，气氛越来越高涨。”“他认
为在被杀的人中也有平民，但是也都被杀
了。”李素桢说。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对当时日本青少年的影
响究竟有多大？今年 88 岁的猪熊得郎，于
1943年来到吉林敦化，成为日本关东军第2航
空军第22对空无线队的士兵。

猪熊得郎说：“我是 15 岁申请去当兵的。
那时候父母是反对的，我和父母谈了 3天，教
科书和学校的老师都鼓励我们上战场，这正是
证明自己是男子汉的时候，到第 4天我就开始
绝食了，一看我是这个态度，父母说你想去就
去吧。入伍以后一打听，我们中间大概每 3个
人里就有一个是偷盖父母印章跑出来参军的。”

李素桢在日本某大学做了问卷调查，让学
生回答“9月18日”在历史上是什么日子。能
回答对的只有 2%，也就是两名学生。而这两
名学生中一名曾到中国留学过，另一名是在华
日本遗孤的孙子。

留下历史 促进和平

访日口述历史学者李素桢、田刚，以“侵
华日军老兵”及“在伪满洲的日本人”为对
象，在日本已经访谈十几年，挖掘采集了近千
人的口述史，并注意收集侵华老兵的照片、笔
记、日记等相关文献。这些口述历史的证言，
堪称跨世纪的记忆遗产，对于铭记我们民族那
段曾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牢记日本法西
斯的战争罪行，具有特殊价值。

田刚说：做日本侵华老兵的口述调查与访
谈，要有信仰，即“留下真实的历史、促进中
日友好和平”。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赵
楠）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迎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访华，希望他尽早成行。

有记者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日前表示希年内访华。有媒体报道
称，杜特尔特总统还表示将在赴老挝
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与
李克强总理会晤。你能否核实？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菲友好符合两国根

本利益，契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是
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中方重视
发展对菲关系。两国高层面对面交流
对双方增进了解、加强互信、改善关
系具有重要意义。

华春莹说，中方欢迎杜特尔特总
统访华，希望他尽早成行。关于你提
到的两国领导人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
列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事，我们正
在了解有关情况。中方对此持开放态
度。

本报北京9月2日电（记者陈劲
松） 第六期中国养老服务业专家沙龙
日前在京举行，行业政策制定者、地
方政策执行者、专家学者、从业者、
媒体代表等汇聚一堂，围绕“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进行了深入
探讨。

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党委书记甄
炳亮希望，通过此研讨把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梳理出
来，找出原因，寻找对策。

普亲集团董事长、普亲老龄产业
发展研究院院长唐文湘，就建设面向
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的长期照护型机
构，统筹规划、建设社区长期照护养
老服务设施，扶持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的专业化养老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
等，进行了交流探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
议于 8 月 30 日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
期，是落实改革任务的攻坚期，抓谋划、抓统
筹、抓落实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何为“施工高峰期”？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主任谢春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所谓‘施
工’，是指全面深化改革完成顶层设计之后的实
践与落实。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再是

‘排排坐吃果果’，要真抓实干。”
而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高峰

期”3个字，生动概括了改革发展到今天的时代
要求。竹立家表示：“目前改革步入深水区，所
涉及的改革点多、面广，仅仅依靠单项改革已
经不能啃下‘硬骨头’，必须综合改革、配套改
革、协调改革，促使全面深改收获成效。”

三年“立柱架梁”

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2015 年是改
革的关键之年，而到了今年，改革的步伐加

快、力度加大，全面深改“施工高峰期”名副
其实。2014 年召开深改小组会议 8 次，2015 年
召开深改小组会议 11次，2016年截至目前，已
召开深改小组会议8次，与2014年全年等量。

除了召开频率逐渐增加到平均一月一次，
每次深改小组会议讨论议题的平均数也有明显
增长。根据统计，这3年，每年的单次会议平均
审议通过的文件数由不足5项到接近6项，今年
变为接近 7项，而刚刚落幕的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文件 14项，涵盖资源配置方式、绿色
金融体系、脱贫攻坚责任制等多个方面，体量
之大，前所未有。

自 2014 年 1 月 22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至今，深改小组会议已
召开 27 次，审议通过文件 149 个，涉及依法治
国、生态文明、文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等各
方面，为全面深改“立柱架梁”。

“全面深化改革头3年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
的 3 年，今年要力争把改革的主体框架搭建起
来”。今年1月11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二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生动总结道。

“施工”扎实高效

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 会 重 要 改 革 举 措 实 施 规 划 （2014—2020
年）》，逐项明确了 336项重要举措的目标、路
径、时间节点和可检验的成果形式，为未来7年
全面深化改革绘制了完整系统的“施工图”，安

排了清晰的“时间表”。
以依法治国领域为例，这个深改的“重头

戏”，在27次会议中，讨论多达15次。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全会闭幕 4天后，2014年 10月 27日，
深改小组第六次会议即指出，全会提出的190项
改革举措，要统一部署、落实、督办。

今年1月11日，《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制度的意见》 在深改小组第二十次会议
上通过。4月初，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
社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这一意见，对完善国家
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作出全面部署。

“‘时间表’、‘路线图’，这些热词，都是
深化改革部署日益精细化和具体化的体现。”国
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向本报表示。

坚持啃“硬骨头”

“改革经过30多年，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
骨头’。改革涉入深水区，如何做到‘蹄疾步
稳’？关键是要狠抓落实。”谢春涛告诉笔者。

“目标任务要抓实，精准落地要抓实，探索
创新要抓实，跟踪问效要抓实，机制保障要抓
实。”今年6月27日召开的深改小组第二十五次
会议如是强调。

“检验改革是否推进落实和富有成效的终极
标准，是群众的‘获得感’，是人民的‘满意
度’。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深化
改革将继续砥砺前行。”汪玉凯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9月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俞正声在京主持召开调研协商座
谈会，邀请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
致公党中央、九三学社中央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就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言献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出席。

座谈会上，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
马培华建议，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突破
口，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农工党中央
主席陈竺提出，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缩小优

质医疗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差距，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发挥好新型社区
医院等基层机构的职能。致公党中央
主席万钢建议，加强顶层设计，超前
谋划和部署应对老龄化战略，发掘孝
文化及其支撑下的居家养老、社区相
助模式。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建
议，转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充分
认识完善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与服务
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社区治理
与服务上升为国家战略。无党派人士
代表黄艳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须
坚持分区分类、因地制宜培育和建设
小城市。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
24 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
丽2日上午在北京调研京张铁路等冬
奥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张高丽
首先来到京张铁路青龙桥站，察看站

台和候车室，了解京张铁路总体规划
和环境、文物保护利用情况，接着到京
张铁路八达岭长城站施工现场，察看
隧道工程进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了京张铁路、延崇公路的规划
建设进展情况汇报。

全国政协调研协商座谈会召开

俞正声主持

张高丽调研京张铁路建设
听 取 规 划 建 设 进 展 情 况 汇 报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欢迎菲律宾总统访华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欢迎菲律宾总统访华

从军事邮便中看日军侵华罪行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
崔静）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座谈会2日在
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

座谈会上，来自中央党史研究
室、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和抗战老战士、青
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回
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
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充分表达
了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
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和信心。

纪念抗战胜利71周年座谈会举行
刘奇葆出席

本报北京9月2日电（惠荣） 中
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
印顺大和尚，应邀与前来中国出席第
三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中美
院士论坛的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197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
科学院院士谢尔登·格拉肖，北京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向明，今天在
成都展开了一场“教育的本质——科

学与人文的高端对话”。
对话聚焦现代教育与佛教文化的

融合互鉴、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借
鉴和启迪意义，现代教育的本质等议
题。同时，印顺大和尚还“普及”了一下
有关佛教的“善知识”，引起了美国科
学家浓厚的兴趣，也增进了佛教家与
科学家之间交流互鉴、“各美其美”而
又“美美与共”的和谐气氛。

专家在京研讨养老服务

中国高僧与诺奖得主对话

新华社联合国9月1日电 联合
国安理会1日晚发表媒体声明，强烈
谴责8月30日发生在中国驻吉尔吉斯
斯坦使馆的恐怖袭击事件，强调必须
将袭击的实施者、组织者、资助者和

支持者绳之以法。
声明重申驻在国政府有义务采取

一切适当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
或损害，防止一切针对外交及领事人
员的攻击。

安理会谴责中国驻吉使馆遭恐袭事件

9月2日，以“追梦空天”为主题
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空军航空
大学开学典礼在长春大房身机场
开幕。开放活动包括阅兵式、航空
表演、空军武器装备静态展示等环
节。绵绵细雨中，万余名民众欣赏
了一场独特的蓝色盛典，感受了空
军的强军自信。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举办

G20 杭州峰会
新 闻 中 心 的 图 书
赠阅展台前，一本
本 收 录 杭 州 全 景
风 貌 的 宣 传 图 书
摆 成 了 杭 州 著 名
景观“城隍阁”的
样子，十分亮眼。
这 是 志 愿 者 精 心
设计的。

本报记者
杜一菲摄

G20新闻中心的小小“城隍阁”

9月2日，大批民众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观。

方东旭摄 （人民视觉）

全面深改进入“施工高峰期”
严严 冰冰 雷龚鸣雷龚鸣 何何 成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