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倖存長者：願國家強大人民不再受欺負
重陽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為倖存者集體祝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10月4日是中國傳統

節日重陽節，也是中國法定的老年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當天舉行「銘記歷史記憶、守護歷史證人——2022年重

陽節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慰問活動」，為大屠殺倖存者集體慶生祝壽。王

義隆、薛玉娟、謝桂英、葛道榮、艾義英、夏淑琴等9位倖存者及後代

出席活動。參加活動的倖存者寄語年輕一代在珍惜當今幸福生活的同

時，也不要忘記過去的苦難歷史，並以史為鑒奮發圖強。其中年齡最長

者薛玉娟更表示，「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祖國更加強大，再也不要被

別人欺負！」「我一定要好好地活，看着我們國家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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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和

廣州日本商工會聯合主辦的「中

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慶典暨粵港澳大灣

區中日企業家峰會」，9月29日在廣州成

功舉辦。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

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博士在致辭中指出，

中日兩國企業家在廣州再度聚首，共同探

討工商界合作共贏新機遇，將成為中日企

業家深化合作的新出發點。

◆ 新華集團與日本松山學園就大健康項目
簽約。

本次峰會得到三地政府及日本駐廣州總領館大
力支持，逾200位企業界代表出席，共同探

討如何更好地助力世界經濟復甦及國內國外雙循
環，拓展合作商機。

三地政府支持 二百企業家精英出席
日本國駐廣州總領事龜井啟次在致辭時表示，正
值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圍繞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主題，眾多日中各界人士匯聚在此，具有重
要意義，推動互利共贏的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
作為本次峰會主辦方，蔡冠深博士回顧了2019
年，在聯盟倡議下，粵港澳三地政府首腦率500多
位大灣區企業家赴東京，舉辦了有1,200多位中日
政商界精英參與的粵港澳大灣區推介會，成功掀起
了熱潮。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日益成為雙循環和高水平
對外開放的戰略樞紐，已成為中日經濟合作強度最
高，日本工商界來華投資最為看重，在華日本企業
家人數最集中的熱土。
廣東省投資促進局局長朱小軍在致辭中表示，今
年1-8月，廣東與日本進出口總額達2,998.8億元，
其中進口額1,709.4億元，出口額1,289.3億元；廣
東對日本投資新增企業18家。截至今年8月，廣東
吸收日本投資項目2,925個，日本與廣東的經貿合
作重要性進一步凸顯。他期待日本企業可憑藉創新
研發等優勢，與廣東在汽車、生物醫藥、新能源、
新材料等領域促成更多合作。

香港日資公司擁近水樓台優勢
香港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丘應樺在致辭時表
示，港企及上千家在港日資企業，可憑藉近水樓台

優勢，以大灣區為切入點，積極拓展內銷市場。特
區政府會繼續引入更多開放措施，在大灣區給予香
港企業及專業人士更優惠的待遇進入內地市場。他
說，香港的營商環境一直受到日企歡迎，歡迎日本
企業立足香港開拓大灣區龐大機遇。
澳門特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主席余雨生強調，澳

門可以協助包括日本企業在內的工商界拓展葡語國
家市場以及到橫琴新區發展。他預計在10月底或
者11月初恢復內地訪問澳門的個人遊電子簽注申
請，將增加企業來澳便利。

在峰會企業家主題演講及對
談交流環節，廣州極飛科技政
企事務華南區負責人代明清、
文遠知行首席運營官張力、深
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日本中心主
任王羽、華商教育集團副總裁
廖智軒、高鋒集團項目執行官
吳婉寧、三菱商事（廣州）有
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張月華、
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廣
州分所合伙人吉田將文等中日
企業家發表主題演講、展開精
彩對話。
此外，新華集團遼寧大健康

公司、盤錦職業技術學院、日
本松山學園還共同簽署「中日
合作辦學協議書」。日本國駐
廣州總領事龜井啟次，粵港澳
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副主席蔡展
思，共同見證簽約，期待構建
以需求為導向、中外合作辦學
開展養老人才學歷教育的新模
式，引入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與廣州日本商工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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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期待中日經貿合作日益深化。

◆中日企業家對談，共商大灣區商機。

中日企業家峰會在穗成功舉行

◆日本國駐廣州總領事龜井啟次致辭

◆廣東省投資促進局局長
朱小軍致辭

◆香港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丘應樺致辭

◆澳門特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主席
余雨生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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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活動的倖存者平均年齡在92歲以
上，其中最年長的王義隆和薛玉娟

老人已經99歲，即將迎來百歲大壽。兩
位老人代表倖存者切生日蛋糕，大家同
唱生日祝福歌，祝老人們「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
重陽節是農曆九月九日，「九九」諧音
是「久久」，紀念館選擇這一天為老人們
集體祝壽，意在祝願老人們幸福健康快樂
的生活長長久久，也是多年來紀念館一直
持續的傳統。王義隆、薛玉娟、謝桂英、
葛道榮、艾義英、夏淑琴等9位倖存者老
人，以及他們的後代、紀念館工作人員圍
坐在一起，笑語不斷。老人們全都穿着喜
慶的唐裝，掛上寓意長壽的葫蘆，並在壽
桃上描畫「壽」字。

收藏手印 歷史記憶接力傳承
活動中，9位倖存者老人在手印盒中按
下手印並簽名，這些手印將被紀念館永
久收藏。半生苦難，半生家國，被拓進
一枚枚鮮紅印記裏。這些或大或小、或
深或淺的手印背後，都有一個歷經苦難
後獲得重生的倖存者的故事。老人逐漸
老去，和時間賽跑是紀念館的重要任

務，製作和收藏倖存者手印正是紀念館
留存歷史記憶、傳遞歷史真相的重要方
式之一。

憶往昔苦難 嘆今日盛世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攻佔南京時，

年僅14歲的薛玉娟被日本兵用刺刀刺傷
胸部，在母親苦苦哀求下薛玉娟才逃過
一劫，她父親的右腿也被日本兵刺傷。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祖國更加強
大，我們再也不要被別人欺負！」如今
已是百歲老人的薛玉娟感慨地說，「我
一定要好好地活，看着我們國家越來越
好。」
96歲的倖存者葛道榮老人也非常激動

地說道：「今年是建黨101周年，又逢
新中國73歲華誕，我們度過了一個難忘
的生日，衷心感謝紀念館對我們的關心
和照顧。」
葛道榮回憶起10歲那年，日軍攻佔南

京後，他和家人到金陵女子學院難民區
避難時，遭強行闖入的日軍在腿上戳了
一刀。沒有一起逃到難民區的葛道榮的
叔叔，幾天後被發現慘死在自己家中。
撫今追昔，葛道榮告誡年輕一代珍惜當

今的幸福生活，同時也不要忘記過去的
苦難歷史。
94歲的倖存者艾義英老人在感懷往事

時眼眶也不覺濕潤了，她的父親、叔叔、
堂哥等7位親人都在日軍屠城時被殘忍殺
害。「爸爸去世了，媽媽帶着我們吃了上
頓沒下頓。如今祖國強大了，生活幸福，
死去的同胞如果能活到今天，過上今天這
樣的安穩日子該多好！」

讓倖存者晚年幸福美滿
艾義英老人的兒子黃興華經常陪同老

人參加紀念館活動，他說，「紀念館總
是說，『有什麼困難儘管提』，作為家
屬非常感動。感謝紀念館，讓每位倖存
者在這個大家庭裏開心、安心、舒
心。」倖存者夏淑琴的外孫女夏媛也表
示，感謝紀念館長期以來對倖存者們無
微不至的關心呵護，讓他們感受到了大
家庭的溫暖。
「倖存者既是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

也是歷史的見證人。你們的遭遇，不僅

是個人的，也是國家的；你們的傷痕，
不僅是現實的，也是歷史的；你們的形
象，不僅是個體的，也是民族的。」中
共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紀念館館長
周峰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兩次來館出席
國家公祭儀式時，都親切接見了倖存者
代表。「讓老年人能有一個幸福美滿的
晚年」一直是習近平總書記心中深情的
牽掛。
周峰說，為了「銘記歷史記憶、守護

歷史證人」，多年來，紀念館在社會各
界的支持幫助下，發起成立了南京大屠
殺受難者援助協會，組織和發動社會方
方面面，為這些曾經遭受苦難的老人們
提供疾病救治、關愛慰問、健康呵護等
力所能及的服務，讓倖存者們感受到黨
和國家、社會對他們的關愛，讓飽受滄
桑的老人們晚年生活更加幸福、溫暖！
此外，今年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5

周年。截至目前，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
援助協會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僅剩55位，平均年齡超過92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經中央軍委批准，由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中央網信辦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
部聯合出品的思想解讀類融媒體特別
節目《追光》，10月4日起在央視新
聞頻道20點檔首播，央視國防軍事
頻道重播。中央主要新聞網站、重點
門戶網站和「學習強國」「學習強
軍」平台等同步推出。
該片共15集，分別為《強國必須
強軍》《鑄牢強軍之魂》《傳承紅色
基因》《深謀戰之方略》《鍛造勝戰
之師》《運籌打贏之道》《改革重塑
重構》《推進軍事創新》《匯聚天下
英才》《夯實強軍之基》《建設打仗
後勤》《淬煉大國利刃》《強固制勝
優勢》《強力正風肅紀》《邁向世界
一流》，每集12分鐘，緊緊圍繞習主席
領航強軍的思想引領和實踐開創，系
統闡釋、創新傳播習近平強軍思想，
生動反映黨的十八大以來國防和軍
隊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
歷史性變革，充分展現全軍部隊忠
誠維護核心、矢志奮鬥強軍的昂揚
風貌。
昨日播出的第一集，圍繞強軍是強

國的戰略支撐，主要講由大向強、將
強未強之際往往是國家安全的高風險
期，軍事手段是實現偉大夢想的保底
手段，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家安全形
勢，面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的迫切要求，人民軍隊必須擔當
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
開篇以甲午海戰中鎮遠艦之錨為引

子，以國產航母之錨收篇，集中勾勒
近現代史的屈辱滄桑和當前面臨的安
全威脅，激發全社會戮力強國強軍的
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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