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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10时，上海城隍庙。
由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广播电

视台东方广播中心、上海音像资料馆
和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发起建立的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
今天在这里正式落成并隆重揭幕。

上海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
区，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在
上海南市方浜路以北、民国路 （今
人民路） 以南、毗邻法租界的地区
所建立的专供中国难民居住的军事
中立区 （上海城隍庙就在其中）。

从 1937 年 11 月至 1940 年 6 月，
在日军侵略者铁蹄下，这片土地保
护了 30 万中国平民的生命安全，成
为当时远东最早的国际难民庇护地。

● 难民救助“上海模式”

饶 家 驹（原 名 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
出生于法国。16 岁时，他加入了耶稣
会。1913 年，饶家驹被派往上海传
教，在上海生活了 27 年，担任过徐
汇公学、震旦大学的教师。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饶家驹
振臂高呼，建立南市难民区。从 1937
年11月9日到1940年6月30日，难民
区运作 32个月，这个二战中最早、最

大的难民区，保护了 30 万难民，创
造了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

这一模式后来被推广到南京、
汉口和欧洲等地。二战结束后，这
位法国人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
作，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
劳累过度，1946 年 9 月 10 日，饶家
驹在柏林去世，终年68岁。

饶家驹去世了，但他留给后人
的财富十分宝贵。上海南市难民区
1938年被第 16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
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
例。1949 年 《日内瓦第四公约》 签
约，饶家驹在中国建立及维持难民
区的举措载入了公约。这个公约是
饶家驹“上海模式”的延续，目前
签字国达196个。

● 后人赞颂人道精神

饶家驹堪称是 20 世纪世界人道
主义的光辉典范。他在上海艰难抗
战时期成功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勇气
和精神，让后人称颂。

现居美国的莉莉安女士曾在波
士顿大学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作
为一名俄裔犹太人，她那颠沛流离的
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曾就读于南昌
路上的一家法国学校。她是迄今为止

被找到的亲眼见到过饶家驹的人。
祖居浦东龙王庙镇，也就是今

天的花木镇的杨福保老人，生于
1922 年，现已过世。其子杨克良今
年 64 岁，他清楚记得父亲生前每逢
儿孙满堂的聚会，便会讲述自己 15
岁那年带着两个弟弟逃难到南市难
民区的经历。

揭牌仪式上，几位难民代表和
难民家属对当年设立难民区深表感
恩之情。

两年前，上海电台制作的5期有
关南市难民区的报道播出后，立刻
引起轰动。当年参与救助、在豫园
施粥的傅剑秋老人，给电台写过一
信：我 1938 年从南阳桥逃难逃进城
隍庙时才 9 岁。现在已过去 80 年
了，我自己也早已当了爷爷。我真
想当面向饶先生说一声感谢！

● 首次发现珍贵影像

2014 年 ， 上 海 师 范 大 学 举 行
“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
研讨会，并纳入“中法友好年”项
目。2015 年，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
广播中心与上海音像资料馆首次发
现了饶家驹与上海南市难民区的珍
贵影像。东方广播中心、 上海音像

资料馆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随
即成立了南市难民区项目组。两年
来项目组已采访和拍摄海内外见证
人及相关学者 40 余人，累积素材总
量达 70 小时，并在全球范围内收集
到与“上海南市难民区”有关的珍
贵历史影像。

上海师范大学乡土儿童绘本团
队创作了一部取材于南市难民区历
史的儿童绘本《口袋里的爷爷》。同
时还有多家单位打造了可以在手机
终端播放和转发的融媒体产品 《寻
找饶家驹的朋友圈》，并译配成中法
英日4种文字，于今天同步首发。

（本报上海12月14日电）

饶家驹人道主义精神永世传颂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揭幕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党的十九大后不久，习近平就视
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表明了新
一届中央军委推动全军各项工作向能
打仗、打胜仗聚焦的鲜明态度。

练兵备战在基层落实得怎么样？
习近平十分关注。13日下午 4时 30分
许，习近平风尘仆仆来到驻江苏徐州
的第71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

王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
用生命践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
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连队门前广场上，矗立着王杰半身
铜像，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8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

习近平对学习弘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精神高度重视。担任军委
主席后不久就明确指出，军人要有血
性，血性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军队重要
会议上，在演习演训现场，在视察基
层部队时，习近平先后多次强调，无
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都不能丢。在党、国家、人民
需要的时刻，军队就是要有这股劲、
这种精神。

连队荣誉室，陈列着王杰生平事
迹展览。习近平边走边看，不时驻足
凝视。在王杰牺牲时遗留的血衣和钢
笔残片前，习近平详细了解王杰舍己
救人的壮举。

1965 年 7 月 14 日，装甲兵某部
工兵一连班长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
时突遇炸药意外爆炸。危急关头，王
杰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掩护了在场
12 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安全，生命
定格在了永远的23岁。

习近平感慨地说：“我小时候就
知道王杰的故事，王杰是我心目中的
英雄！”

当兵4年，10多万字日记，真实
记录下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
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
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
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心
情愿。”

……
习近平俯下身子细致察看一页页

泛黄的日记原件，仔细了解王杰生前
学习理论情况。

“战士最锐利的武器，是像王杰
一样的坚定信念。”连队指导员高伟
介绍，“我们今天传承‘两不怕’精
神，就是要学好习主席强军思想，做
习主席的好战士！”

精神永铸，血脉相传。这个连官
兵用党的创新理论固本培元，以战斗
作风攻坚克难，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1次、集体二等功12次，被授予“弘
扬‘两不怕’精神模范连”荣誉称
号。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中，连队由工兵连整建制改编为装甲
步兵连，他们瞄准转型抢抓机遇，努
力把昔日的开路尖刀重塑成主战先
锋。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一面
面锦旗……记录下连队官兵踏着英雄
的足迹，大力传承“两不怕”精神的
生动实践。

《假如明天上战场，留给亲人一
封信》《假如明天上战场，亲人这样
对我说》《假如明天上战场，人民会

有啥重托》《一封永不过时的请战
书》 ……连队开展“三信一书”活
动、培育战斗精神的情况，吸引了习
近平的目光。习近平对这一充满浓厚
战斗气息的做法给予肯定，叮嘱部队
有关领导，要抓好英雄精神传承，让
我党我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
传统在青年官兵身上发扬光大。

走出荣誉室，习近平来到“王杰
班”。

宿舍迎面墙上，王杰的誓言“我
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
无畏的人”格外醒目，王杰生前的床
铺和书桌依然保持着原样。

“现在天凉了，要把放脚的被子
这头掖一下……”班长王大毛边演示
边向习主席介绍，52 年来，历任

“王杰班”班长每天晚上都要将老班
长的被子打开，清晨再将被子工工整
整叠好，老班长从未离开战友们。对
大家来说，这既是一种纪念和景仰，
也是一种传承和激励。

接过王杰的枪，这个班形成了
“思想领先、人人过硬、事事过硬、
长期过硬”的建班经验，不仅长期保
持全面过硬，还通过开展“联学联
育”活动为全旅培养了200多名优秀
班长。

得知英雄精神 52 年传承不断，
尊崇英雄、学习英雄蔚然成风，习近
平十分欣慰，点头赞许。

“来，咱们坐下聊一聊！”习近平随
和地招呼大家。战士们围拢在习主席
周围，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学习抓得紧不紧？训练开展得怎
么样？生活保障好不好……贴心暖心

的问候，军队统帅情系基层、关爱官
兵的深情沛然流露。

“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战
士们争先恐后地坦露心声，作为王杰
传人，就要精武强能、争当先锋，平
时训练不怕苦、上了战场不怕死，为
英雄集体增添新的光荣。

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朝气蓬勃，一
句句坚定的话语铿锵有力，“王杰
班”里充盈着战士的血性豪情。

习近平说，军队是要打仗的，打
仗就要有打仗的样子，就要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两不怕”精神过去
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
精神财富。他勉励大家，要学习践行

“两不怕”精神，加强战斗精神培育
和战斗作风训练，传承好红色血脉，
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战士。

习主席的关怀和嘱托，滋润着战
士的心田，激发出无穷的力量。

走出连队宿舍，已是薄暮时分。
习近平走进整齐列队的全连官兵中
间，高兴地同大家合影留念。

寒意渐浓，挡不住官兵们心中涌
动的热流。大家齐声高唱连歌，向习
主席表达心声——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
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

嘹亮的歌声在营区久久回荡。
这歌声，饱含着战士对统帅的无

限忠诚；
这歌声，彰显着战士对使命的铁

血担当！
（新华社徐州12月 14日电 记

者李宣良、解放军报记者王士彬）

争做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
——习近平主席视察王杰生前所在连侧记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4 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五
次委员长会议1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12月
22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张德江委
员长主持会议。

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继续审议监察法草案、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草案、烟叶
税法草案、船舶吨税法草案、土壤
污染防治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英雄

烈士保护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
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大外事
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国际刑事司法
协助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
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计量法修
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提请审议人民陪审员法草案
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法官法修订
草案的议案，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提请审议检察官法修订草案的
议案等。

张德江主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张德江主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

新华社北京
12月 14日电 （记
者闫子敏）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 14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 ， 中 方 对 美 国

“2018 财年国防授
权法案”涉台条款
表示坚决反对，并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

据报道，美国
总统特朗普签署了

“2018 财年国防授
权法案”，其中包
含“评估美台军舰
互访的可能性”等
没有约束力的涉台
条款。

陆慷表示，美
国有关法案涉台条
款虽不具法律约束
力，但严重违背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 个 联 合 公 报 规
定，是对中国内政
的干涉。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并已向
美国政府提出严正
交涉。

“ 我 们 重 申 ，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
美 关 系 的 政 治 基

础。中方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
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美
售台武器。”陆慷说，中方要求美
方充分认清有关涉台条款的严重
危害性，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妥善处理
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合作大
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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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12月 14日电 （记者
高炳） 第四届中俄交通大学校长论
坛今天在西安开幕。近70所中国公
路、铁路、水运、航空类高校校
长，30余所俄罗斯交通类大学校长
以及10余所来自“一带一路”参与
国家、金砖国家的交通类高校校长
参会。

本届论坛以“互联互通、合作

共赢”为主题，致力于加强中俄及
其他“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金砖
国家间交通类高校的合作交流，形
成交通行业国际合作的稳定平台和
长效机制。论坛期间，还将签署一
系列中外大学校际合作协议，成立
中俄交通高校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主办，长安大学承办。

中俄交通大学校长论坛举行

本报银川12月 14日电 （记者
陈劲松） 中国武警部队与俄罗斯国
民卫队“合作—2017”联合反恐演
训日前在宁夏银川近郊某训练基地
如期完成各项训练内容，圆满落下

帷幕。
此次联合反恐演训于 12 月 2 日

开始，通过演训，中俄两国同类部
队联合反恐作战指挥和协同作战水
平得到有效提高。

中俄联合反恐演训落幕

新华社北京12月 14日电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
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黄惠康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白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
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谢锋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任命肖千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

三、免去孙卫东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职务；任命姚敬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腊翊凡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谈践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
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赵本堂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特
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李宝荣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当地时间 12 月 14 日，正
在执行“和谐使命—2017”任
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
抵达帝力港，开始对东帝汶进
行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
人道主义医疗服务。这是和平
方舟医院船首次访问东帝汶，
也是中国海军舰艇第2次访问
东帝汶。

图为在帝力港码头，东帝
汶民众和学生挥动中国与东帝
汶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和平
方舟医院船首次到访。

江 山摄 （人民视觉）

海军医院船
首访东帝汶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4 日电
为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经党
中央批准，近日，10家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院），在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
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市、

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这10家研究中心 （院） 都有雄
厚的研究实力和很强的研究队伍，
必将在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发挥重要
作用。

10 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成立
10 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成立

▲图为上海南市难民区
纪念碑。

▼饶家驹 （留胡者） 与
上海南市难民区的难民在一
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