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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心声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岛读岛读】】让南京大屠杀让南京大屠杀

成为世界的记忆成为世界的记忆》》

网友“jing”

我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那
里刻着遇难者名字的石墙，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历史不会
忘记，我们等待道歉。亲历者一个个离去，我们要怎么更好
地记住过去？

网友“九月枫”

有些人忘了，我们不能忘！

网友“A玉儿”

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们要努力让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记
忆。牢记历史！

网友“wang”

《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最后一句台词：忘记过去就意味着
背叛。

网友“布头布脑”

我们不是为了报复，只有记住了惨痛的经历才不会再次
受到伤害，这是血的教训，不能忘记。

境外热度境外热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讲好中国共讲好中国共

产党故事产党故事》》

被文汇报等转引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起，其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改
变，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还要为人
类社会的进步事业而奋斗。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世界、人类命运密切相关，中国的和
平发展是世界和平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又将受惠于世界
和平发展的红利。中国共产党实力“圈粉”，但中国不“输入”外
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
法。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和文化自信。

此外，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交出了人
类和平发展的中国答卷。中国共产党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有实力为
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自己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在主旨
讲话中表示，我们倡议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做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包括要努
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努力建设一个远离贫
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努力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
界；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显示了中国共
产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

（以上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中纪委揪出中纪委揪出1010种形种形

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看看你身边有没有看看你身边有没有》》

网友“yang”

这个总结到位。领导干部做事的落脚点，在于群众满意
不满意，有没有真正为人民服务。

网友“深邃港湾”

这些问题是有的，甚至有的地方干脆用形式主义去反对
形式主义。它与官僚主义是相生相伴的，官僚主义越浓厚，
形式主义就越严重！

网友“北郭先生”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苍穹”

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党性的问题、政绩观的问题，值得
全党上下，尤其是领导干部关注！解决问题最后还得从领导
干部抓起！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新华社””《《日本日本““9090后后””在深圳街头在深圳街头

哭了哭了：：大叔们醒醒大叔们醒醒，，日本已经日本已经““完败完败””于中国于中国！》！》

网友“睿子”

这个视频昨天在网站上看过。中国年轻人也要警惕，一
名日本“90后”能有此思维深度和忧患意识，这个民族的性
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LZ仁”

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走向世界前列！

网友“Simon”

北上广深毕竟是中国的一线城市。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目
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需多努力才是。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共青团中央”《”《学习领会习近平新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做好新时代党的青

年群众工作年群众工作》》

网友“龙”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中共十九大精神融入我们的学
习中、工作中、生活中，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明白我们
的使命担当！懂得民族复兴、国家复兴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共同努力、共同奋斗！我们加油！行动起来。

多家网站改成黑白色

12月13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等网站的首
页纷纷改为黑白底色，以此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整整一
天，这些网站的头条区，都是关于公祭仪式的新闻，以及相关
的报道和评论等。

对于13日上午举行的公祭仪式，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央
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移动网等进行了现场直播，还有多个
客户端也跟进实时报道，众多网友强烈关注。央视新闻移动网
的参与者超过47万人次，人民日报客户端上的相关报道的参与
者突破了 155 万人次。微信公号“新华社”对公祭仪式的报
道，阅读量迅速突破了10万+，一条点赞数超过4000次的留言
写到：“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强我中华！”

13日，当网友点开国家公祭网时，可看到封面上是“国行
公祭，祀我国殇”几个大字，进入网站后，可以在线为遇难同
胞点烛祭奠，献花寄托哀思，并在线敲响和平大钟。

为世界爱好和平的友好人士提供一个网上祭奠的窗口，12
月 1日，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委网信办主办的以“铭记
历史 珍爱和平”为主题的“十二网联动在线公祭”活动启动，
这是自2014年南京市首次推出联动公祭以来连续第四次发起此
项活动，也是国家公祭日常设系列活动之一，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强烈反响，来自全国数十个城市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澳
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网友们纷纷留言，祭奠遇难同胞、祈愿
世界和平。

新浪微舆情搜索显示，从热度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公祭
日”一词的热度在12月13日10时达到了99.61的峰值。在相关
的全部信息中， 提及频次最高的词语依次为“南京”、“南京大
屠杀”和“历史”。

13 日，多个微信公号转发了一张图片——《那年乱世如
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这张在许多人的朋友圈里刷了
屏的画面里，左边是一位1937年的小女孩，在战乱寒冬中衣衫
褴褛，赤着双足，满脸恐慌；右边是一位2017年的小女孩，穿
着羽绒服，戴着手套，幸福满满。隔着时空的两个小女孩，都
将手伸向对方，满眼渴望。图片中间的一行字，更是像针一样
刺向每位观者的心：“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
华。”

看了这张图片，无数网友表示被戳中泪点。网友“马萧
萧”说：“1937年 12月的南京，血流成河，人间炼狱！我无法
想象，当年这里的孩子们，经历了怎样的恐慌与绝望！”

来自江苏泰州的朱彦是这幅图片的创作者之一，他表示，
有不少公众号、微博私信询问能否使用这张图，而他的回复只
有一句话，“不用问我，直接用，版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朱彦
说，“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这段历史，而不是这群创作人。”

微信公号“中国之声”发表文章 《这面墙上的每一个名
字，都代表着 30万鲜活的生命》，其中写到：有了这面墙，30
万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从“哭墙”诞生，一个个名字刻上
去，南京大屠杀也不再是遥远而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个鲜活
的生命。每一个名字都是1937年南京遭受日本侵略和加害暴行
的具有代表性的证据。每个遇难者的名字，都在为我们“口
述”历史，丰富着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细节，使历史俨然可谛可
视，宛如眼前。

网友“谢添益”留言说：“这面墙上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
着30万鲜活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为30万死难同胞默哀！中
国，奋起！”

调查采访重现当年惨痛

“祖母被人从病床上拽起摔死、父亲客死他乡、母亲一听到
皮靴声就发抖，原本的小康之家被战火蹂躏得家破人亡……”

即便已过去80年，常年在海外生活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道煃
对童年时的悲惨经历依然刻骨铭心。新华社这篇题为“南京大
屠杀海外幸存者：浮生若梦 记忆永存”的文章，通过对李道煃
的采访，再现了当年的惨痛历史。

像这样的探寻历史的报道还有很多，通过对幸存者以及后
人的调查采访，让更多人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相关
报道在网上得到很高的关注度。

13日下午，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了一条关于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的采访视频，字字泣血，播放量超过43万次。网友“黎明
破晓”留言说，“心疼奶奶的经历，心疼 30万无辜南京同胞。”
而另一则关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群像录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客户
端推出后，浏览量突破了29万次。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新华社江苏分社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制作推出了创意微电影《每个人的“12·
13”》，并陆续在各类新媒体终端和户外大屏发布。这个 10 分
钟的短片，通过89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回忆与“95
后”大学生周昱羽对“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一问题
的追寻，揭示了“12月13日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这一主题，阐
明了“只有人人都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这一思想。在微信公号“新华社”，这部微电影的阅读量突破了
10万+，点赞数超过2.2万次。

网友“Qiqi”说：“逝去的生命在提醒我们和平的珍贵；向
善而生，要把他们没有活的光明都活出来。”

在公祭日这个日子，网友“鹅毛大雨”给自己更换了黑白
头像，并称“祭奠战争中苦难的中华民族，愿世界和平。”

微信公号“中国之声”发布题为“ 《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
事实》，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的文章，其中用音频朗
读了初中 《语文》 第 5册 （人教 2001年版） 的这篇课文。在文

章后，网友“元宝”留言说：“1937年那边是永恒的叹息，2017
年这边是璀璨的希望。逝者已逝，惟愿生者勿忘国耻当自强！
感谢‘中国之声’，久违的如此动人心魄的朗读。”

网友“李晓蕾”说：“愿祖国越来越强大，不再遭受外来侵
略。我们更要珍惜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安宁。”网友“刘亦
心”留言说：“国家公祭日，让全体中华儿女拧成一股绳，勿忘
国耻，奋力前行，让我们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不可撼动！”

不忘历史，矢志复兴

“不忘历史，矢志复兴。今天的中国，任人宰割、饱受欺凌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同心凝聚磅礴力
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正是对死难
同胞和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这是 13 日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

《不忘历史 矢志复兴》 中铿锵有力的语句，这篇文章被多家网
站和微信客户端转载。文章指出，年复一年的国家公祭向世人
宣示，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反对篡改历史的立场坚定不
移，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人
民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意志坚定不移。

13日，新华网发表网评 《祭奠，以国家的名义！》，其中表
示，“今天，我们以历史性发展告慰死难同胞。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我们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以‘铭记’坚
守历史的真相，以‘仪式’延续爱国的情感，绝不允许历史悲
剧重演。我们奋斗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安息在我们的誓言
里！”

微信公号“侠客岛”刊发了文章 《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祭
日？这句话说出了全部的意义》，全篇只有一张图片和一句话：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抵达多远的未来。”就这么一句
话，阅读量超过了10万+，点赞数超5000。

网友“水田村主人老米”在其长长的一大段留言中写到：
“我们不单单要铭记历史，更要铭记民族精神！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铭记历史，振兴中华！”

“曾记否，我数千万华夏儿女惨死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看如
今，我们以国之名祭奠死者，这是对逝者的追忆，对历史的尊
重，对和平的向往！”网友“一马平川”留下了这样的话语。

今年 12 月 13 日是南
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0 周
年，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3
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
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中央军委在南京隆重
举行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
仪式并讲话。

“1937.12.13”，血泪书
写的日期清晰如昨，伤痛
如昨；“300000”，白骨堆起
的数字，标识着一个民族
最深重的苦难。在公祭日
来临之际，各大网站纷纷
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
动，网友纷纷参与并留言，
表达深切的哀思。网友“彭
菇凉”留言说：“我们公祭
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为
的是守护不能忘却的记
忆、捍卫不容否认的真相，
为的是唤起对和平的向往
和坚守。”

“丹青映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80周年祭艺术作品特展”在北京展出，图为观众
在观看展出的绘画作品。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中外各界人士参加“烛光祭”。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放飞和平鸽。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