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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雪后初霁，阳光透过松柏枝

桠，照耀着国旗为盖的棺椁。25名

志愿军烈士英灵在抗美援朝战争胜

利70周年之际，回到中华大地安息。

24日10时，伴着小号吹奏的

《思念曲》，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棺

椁，缓步进入纪念广场。广场由烈

士英名墙环抱而成，中心矗立着以

高山峻岭和白鸽浮雕为主题的雕

塑，象征着英雄如山、祈愿和平。

“桓桓将士，请命遄征。冲锋

陷阵，奋不顾身。”退役军人事务部

部长裴金佳致悼念词时说，“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最高礼遇 迎接英雄
11月23日，当搭载志愿军烈士

遗骸的专机进入中国领空，机长路

中华开始舱内广播：今天，回到家

了，让英雄们好好看看美丽而和平

的祖国！机舱尾部悬挂横幅“我们

接您回家”。专机降落后，两架护

航的歼-20战斗机以超低空通场

飞行的方式，向英烈们致以最崇高

的敬意。停机坪上庄严肃穆，50

多名礼兵和持枪卫兵挺拔肃立，专

机缓缓穿过代表着最高礼遇的“水

门”，稳稳地停在停机坪上。

12时10分许，礼兵手捧烈士

棺椁缓缓走下专机。这一刻，英雄

们的灵柩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抬棺椁！”伴着军号手吹响婉

转低回的《思念曲》，礼兵护送着

25位志愿军烈士的灵柩，轻轻地

摆放到军车上。仪式结束后，在

45辆警用摩托车的护送下，车队

送归国的英雄前往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当天，沈阳气温骤降，

天空飘起了雪花。众多市民冒着

严寒，站立在道路两旁，静静地等

候着车队的到来。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战士蒋健

元今年首次承担引导车队行进的

任务。“看着道路两旁手持国旗等

待的人群，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以国之名 铭记英雄
70多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

战争中，19万多名中华好儿女为

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

了宝贵生命。

从2014年至2023年，938位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

这些烈士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牺

牲，并葬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以

南。根据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双

方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每年进

行一次常态化交接。

为了迎接长眠他乡的英雄回

家，国家每次都举行隆重的仪式。

当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的飞机进

入中国领空后，两架战机腾空而

起，伴飞护航，向志愿军烈士致以

崇高敬意。每年英雄归来前夕，沈

阳主要街道的室外大屏、楼体亮化

设施及出租车顶电子屏上，都会滚

动播放“英雄回家”“缅怀英烈”等

字样……点点红色照亮了整座城，

也照亮着英雄的回家路。

志愿军烈士张荣祥的弟弟张

荣恩曾多次到陵园，迎接英雄们回

家。“每次来陵园，我都要在英名墙

上擦擦哥哥的名字，告诉他，你的

战友回来了，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

你们。”

自2014年起，北部战区陆军

某旅战士张国瀛已经连续10次执

行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任务。

“当我把志愿军烈士的棺椁抱在怀

里时，感到像山一样重。我一下子

想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

战役，想到了志愿军‘冰雕连’的故

事。”说到这里，他眼圈发红，“我不

知道烈士的名字，但他牺牲时也许

和我一样年轻。”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与亲

属“相认”，既是烈士家人的心愿，也

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随前9批烈士回国的9200余

件遗物中，除了锈迹斑斑的钢笔、

印有“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字样的

搪瓷杯，还有多枚清晰可辨的印

章，上面分别刻有烈士的名字。

2019年起，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

启动帮助烈士寻找亲人活动。目

前已为10名烈士找到了亲人。

英雄不朽 精神永续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

馆的展厅内，有几个特殊的展箱，存

放的是跟随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一起回国的遗物。一枚名章、一粒

纽扣、一面失去光泽的小圆镜，这

是志愿军烈士许玉忠留在战场上

的全部遗物。透过遗物，今天的人

们能穿越时空，感知英雄的力量。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管理

中心主任吴涛说，一件遗物的背后

是一缕忠魂，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思

念。志愿军将士无惧生死，血战到

底，因为他们身后，是自己深爱的

祖国、家乡和亲人。

对于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

中国人民从未忘记。在丹东，抗美

援朝纪念馆近期日均参观人数过

万；“致敬最可爱的人”“铭记历史、珍

惜和平”“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更多的人们在网上留言，表达对先

烈的敬意和对和平的珍重。

（综合新华社消息）

迎接英雄回家 忠魂安息故土
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24日上午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
25名志愿军烈士英灵在抗美援
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到
中华大地安息。
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

2014年以来，我国连续10年从
韩国迎回10批938位在韩志愿
军烈士遗骸，并为其中10名烈
士找到了亲人。
忠魂归故土，浩气存天地。

祖国从未忘记，人民永远铭记！

新华社联合国11月24日电 联
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4日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临时停火协

议生效后，联合国得以扩大对加沙

地带人道主义救援的规模。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

天发表声明说，临时停火协议生效

后，200辆运载救援物资的卡车被

派往拉法口岸。联合国近东巴勒斯

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已接收137辆

卡车物资，这是巴以新一轮冲突爆

发以来加沙地带接收的最大一批救

援物资。此外，12.9万升燃料和4

卡车天然气当天也进入加沙地带，

21名危重病人得以从加沙地带北

部撤离。数十万民众获得食品、饮

用水、医疗用品和其他基本的人道

救援物资。

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24日电
以色列安全官员24日说，当天被巴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释

放的13名以色列妇女和儿童已由以

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接收。

巴勒斯坦消息人士24日晚说，

以色列当晚释放了39名被关押的巴

勒斯坦人，目前这些人已乘车离开位

于约旦河西岸的奥弗监狱。这39人

包括24名妇女和15名未成年人。

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4日电
欧盟24日呼吁延长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

的停火协议。

以色列在加沙发动军事行动

后，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欧盟

对大量平民伤亡、特别是数千名儿

童和妇女伤亡表示遗憾。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

停火协议24日上午7时生效。根据

协议，加沙地带将停火4天。

 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举行 新华社发

▲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大雪中抵达沈阳机场

加沙停火生效 联合国扩大人道救援
超过百万人流离失所 欧盟呼吁延长停火协议

（上接第4版）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出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这是出

于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深入思考。只有尊重不同民族的人文历史

和价值观念，才能共同携手破解全球挑战。”研究中国学已有50余

年的德国专家施寒微表示，这一理念历来被中华文化所倡导，将为

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矫雅

楠说：“学习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我更加认识到这项事业的重要

意义。我们将以贺信精神为指引，以汉语教学为依托，让更多来自

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领略中华文化魅力，感知当代中国风貌，更

好助力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馆长吴雪勇对

做好文化传承和交流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说，作为新时代国

家文化殿堂，杭州国家版本馆要把中华优秀典籍版本收集好、守护

好、传承好，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作出

更大贡献。

（新华社上海11月24日电）

推动不同文明携手交流互鉴
（上接第1版）

真诚交流消除误解
对于担任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

美国人鲍家恕深有感触。他在少年时

期就曾来过中国，如今担任上海艺术

品博物馆高级翻译顾问。他认为，秉

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融通中外文

明，不仅是外交官的职责，也是教师、

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等的职责。如

果愿意了解文化历史的人们能够经常

会面、讨论问题，将促进不同文明间的

相互交流，有望达成真正的互相理解

和欣赏。

鲍家恕认为，中国投入了很多的

努力，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根据

他的观察，中国人民也非常乐于学习

和了解外国的文化。他认为，美国应

该投入更多资源，学习并了解中国文

化。

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国际信息

部部长穆斯塔法 ·艾哈迈德，第一次来

到中国参加中国学大会。他说，文化

交流有助于推动各国人民面对面交

流，以更深入地了解各自关心的问题，

并消除误解。

研究中国点亮世界
从事中国学相关教学20年的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彭锋说，

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世界中国学研究热度不断攀升。中

国政府对于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支

持，是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

要因素。

彭锋提出，中国文化、价值观与生

活方式强调“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如今，在局部战争与经济摩擦等问题

接踵而至的世界局势下，倡导世界中

国学研究不仅有益于中国的发展，更

富有时代意义。

“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胸怀远

大，不仅看到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

重要性，还注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强

调各国文化互相取长补短，实现共同

繁荣。”彭锋说，在世界舞台上，中华文

明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现代化

进程与经济发展，未来的影响力将会

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 李一能 吴宇桢 杨一帆
见习记者 陈佳琳

融通中外文明促进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