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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又是一年“12月13日”。第十次国

家公祭仪式上，凌厉的警报声将再次响

彻这个城市上空，是哀悼更是警醒。

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

立以来，国之祭定格悲痛，“12月13日”成

为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国之殇敲响警

钟，凝聚成奋进前行的力量；国之愿呼唤

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更加坚定。

那面刻有死难者名单的墙是30万

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个名字是

他们共同的碑文。94岁的夏淑琴、95岁

的艾义英、89岁的刘民生3位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墙前。夏

淑琴不识字，但很快就找到了7位亲人

的名字，外孙女夏媛在她的指挥下为姓

名“描新”。“希望姓名更加清晰，这段历

史也会更加清晰。”夏媛说。一笔一画，

如同刀刻，思念深入骨髓。

12月8日，美籍华人鲁照宁将南京

大屠杀期间刊发的125份美国报纸捐赠

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近20年来，他征集并捐赠给纪念馆

的史料已达2400余件（套）。“只要生命

不停止，搜证就不会停止。”他说。

“随着国家公祭日设立，越来越多人

帮助南京还原史实拼图。”南京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说，截至目前，纪念馆

各类藏品总量已达19.3万件（套）。

公祭，国之礼也。2014年2月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国行公祭，凝聚起圆梦中华的奋发

之志。近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和平许愿墙”出现在南京地铁云锦

路站、鸡鸣寺站等，人们驻足，写下“铭记

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振兴中华”

的心声。“铛、铛、铛……”江东门的钟声

每一天都会准时响起，也将长久地警醒

国人，最好的纪念，不是踟蹰于逝者的血

泊，而是踏着血迹前行。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据新华社南京  月  日电）

第十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行

“  月  日”：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3日至16日我

国中东部地区将再次出现大范围

雨雪和寒潮天气。经综合研判和

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12日18时

升级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寒潮、暴

雪）二级应急响应。

华北、黄淮强降雪落区与前次

雨雪过程高度重叠，日降雪量具有

一定极端性，累计雪量预计将达近

10年来同期最高，最低气温将接近

或跌破历史同期极值。中央气象

台同时发布寒潮和冰冻黄色预警。

专家提醒，受雨雪、冻雨和寒

潮影响，华北、黄淮等地面临暴雪、

雨雪冰冻、极端低温等多种灾害风

险，相关地区需关注其对交通、农

业、城市运行等方面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北京市气象台12日夜间将暴雪预

警信号升级为“橙色”等级，中小

学、幼儿园居家学习等七条响应

措施发布。目前，北京已启动暴

雪、寒潮、道路结冰预警。受强冷

空气影响，13日早晨至15日上午，

北京市将会出现大雪到暴雪。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

琳娜介绍，此次降雪过程具有持续

时间长、累积降雪量大的特点。延

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的个别地区

可达大暴雪。

据新华社济南12月12日电
山东省气象局12日11时发布的重

要天气预报显示，13日至21日，强

冷空气频繁影响山东，将带来大范

围雨雪、大风和持续低温天气。

其中，13日至15日，部分地区

雨雪量将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具有

一定极端性；16日至21日，鲁西北

和鲁中地区最低气温持续低于零下

13℃；16日至21日，烟台和威海将

持续出现强降雪。

气象专家认为，此次寒潮、低温

过程的温度低、持续时间长，最低温

度可能突破12月中旬历史极值。

据新华社郑州12月12日电
受强冷空气影响，12日夜里至14

日河南省将再次遭遇雨雪寒潮大

风天气，中西部和北部将出现暴

雪、局部大暴雪及冻雨天气，累计

降雪量10到20毫米，局地25毫米

左右，降雪过后新增积雪深度可达

10到20厘米，道路结冰程度严重。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尚未就《巴

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达成共识，原

计划当地时间12日中午达成协议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

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进入

“加时”阶段。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大会闭幕前夕仍有巨大差距需要弥

合，各方需兼顾气候雄心和公平，发

达国家应履行所有承诺。这一呼吁

的背后，是一个在气候议题上分裂

且碎片化的世界。

聚焦化石燃料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王毅透露，20多个主要议题

中，只有四分之一已经达成或接近

达成，有一些议题被推迟到明年，有

50%以上都还没有结论。

其中，“是否在最终的协议文本

中提及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成为

COP28收尾阶段的关键分歧。

11日晚，COP28发布新版协

议草案，最大的变动之一是删去

了“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内容，

取而代之的是建议各国以“公正、

有序和公平的方式减少化石燃料

的消费和生产”。

据悉，来自非洲、欧洲、太平

洋和加勒比的100多个国家支持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而沙特、伊

拉克和其他欧佩克和“欧佩克+”

成员国表示反对。

分歧颇难弥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黄以天
认为，虽然多数缔约方都以积极

立场推动达成新的气候协议，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

在减排目标分配、国际援助提供等

议题上的分歧并未得到有效弥合，

在行动力度上距离目标也有差距。

“具体来看，主要发达国家联

合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些议题上

向发展中大国施压的态势比较明

显。”黄以天说，“而发展中国家内

部分歧也进一步凸显。在化石燃

料议题上，小岛国与发展中大国以

及石油出口型的发展中国家立场

出现了偏差。”

黄以天指出，“是否逐步淘汰

化石燃料”是贯穿几届气候大会的

争议点所在，体现了各方基于现实

需求所表现出的不同立场。

正如王毅所说，每年的气候谈

判都十分艰难。一方面是气候问

题的社会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另一

方面，不同国家诉求日趋分化，这

样就给最后达成共识、形成文本带

来很大的困难。

中国积极磋商
尽管过程曲折，但COP28在

很多重要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

黄以天认为，虽然不是各方最满意

的结果，但这是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所必需的一步。

“本届大会也有多方面进展。

如在甲烷减排、提供国际援助以弥

补缺口等方面，多方已达成部分共

识。”黄以天表示，“虽然一些共识

只是非约束性的，但背后体现了国

际社会强烈的共同意愿。”

黄以天表示，中国在气候治理

议程中发挥多方面的引领作用，体

现在自身减排力度和示范作用、支

持第三世界国家减排、可再生能源

等技术的研发推广、谈判中维护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等方面。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

华说，本届大会是近年来“最困难”

的一届，中方正与各方积极磋商，

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推

动本届大会取得成功。

本报记者 王若弦

《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尚未达成共识

迪拜气候大会进“加时”阶段

华北黄淮寒潮触发二级应急响应
累计雪量预计将达近10年来同期最高

■ 环卫工人在雪后的北京前门西大街清理人行道上的积雪 新华社发

“传播虚假信息”“展

示不当行为”“传播错误观

念”，这三种短视频问题，

衍生出无数乱象。中央网

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清朗 · 整治

短视频信息内容导向不良

问题”专项行动，集中整治

这三类突出问题。

对互联网内容，只有

精准治理，才能还广大网

民一个良好的网络生态环

境。中央网信办继上月专

项整治“网络戾气”之后，

本月对短视频以“三个突

出问题”为抓手进行治理，

也是系列化行动聚焦精准

治理的题中之义。摆拍制

作、技术生成虚假短视频，

对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篡

改或断章取义；打造低俗

人设、网红恶意营销、展示

高危行为；散布错误婚恋

观，故意制造性别对立等

等，都将成为中央网信办

此次治理的重点对象。

平台以流量分发、以

算法驱动，短视频的“生

计”事实上被平台的“流量

棒”操控。流量与利益的结盟，让卖

惨恶俗、情色擦边、挑动地域冲突等

黑暗内容变成了“流量密码”。据统

计，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  .7个

小时，相当于每天上网近  个小

时。短视频怎可把博眼球、秀下限

当“成功密钥”？绝不能让短视频裹

挟着阴暗的价值观，将各类平台变

成乌烟瘴气之地。

各家平台尤其是主流平台，不

能一味地追求点赞率、转发率，必须

承担起“流量向善”的社会责任。说

到底，平台短视频“流量意识”的变

化，要从价值观的改变开始，真正打

破片面的流量崇拜。优化推荐机

制，解决优质短视频呈现不足的问

题；优化流量分配机制，解决算法价

值导向存在的偏差，同时要强化平

台的审核把关。由此，各平台的短

视频问题才可能真正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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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从     年

开始整体性关注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这一特殊群体，多年

来持续寻访记录，累计采访

百余名年逾八旬的老人。

从    年   月  日至

今，又有  位幸存者相继离

世。记者将离世老人的影像

重新组合，表达悼念。历史

不容忘却，记忆不能逝去。

从左至右，第一排依次

为：王津，张仕翔，袁桂龙，常

志强；第二排依次为：马庭

禄，郭林大，李美兰，葛道荣；

第三排依次为：周湘萍，张惠

霞，王长发，郑锦阳；第四排

依次为：阮秀英，杨静秋，高

恒发，苏承祺。 新华社 发

记忆不能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