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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勳章共和國勳章」」四建議人選公示四建議人選公示
三位著名科學家 一位戰鬥英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8月12日，

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發布「關於

『共和國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的公示」（以

下簡稱公示）。公示說，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

周年，中共中央決定，開展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集

中評選頒授，隆重表彰一批為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作出傑

出貢獻的功勳模範人物。根據評選頒授工作部署，在各

地區各部門反覆比選、集體研究的基礎上，經組織考

察、統籌考慮，產生王永志、王振義、李振聲、黃宗德

四名「共和國勳章」建議人選，10名國家榮譽稱號建議

人選。

根據法律規定，國家在國慶日或者其他重大節日、

紀念日，舉行頒授國家勳章、國家榮譽稱號的儀式；

必要時，也可以在其他時間舉行頒授國家勳章、國家

榮譽稱號的儀式。

2019年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簽署主席令，授予于敏、

申紀蘭、孫家棟、李延年、張富清、袁隆平、黃旭華、屠呦呦

「共和國勳章」。2020年8月1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再度簽署主

席令，授予鍾南山「共和國勳章」。

「共和國勳章」以紅色、金色為主要色調，章體採用國徽、五角

星、黃河、長江、山峰、牡丹等元素，章鏈採用中國結、如意、蘭

花等元素，整體使用冷壓成型、花絲鑲嵌、琺琅等工藝製作，象徵

勳章獲得者為共和國建設和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禮讚國家最高榮

譽，祝福祖國繁榮昌盛，寓意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共築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話你知話你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于海江
報道，12 日晚，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
（簡稱「731部隊」）「少年隊」原隊員清
水英男，乘機抵達哈爾濱。13日，他將赴
731部隊罪證陳列館、731部隊舊址，指認
731部隊罪行。
清水英男今年94歲。1945年 3月，他作

為日本派往中國哈爾濱的最後一批「少年
隊」隊員，到731部隊度過四個多月時間。
這裏曾是二戰期間日本策劃、組織和實施細
菌戰的大本營。1945年8月14日，他隨日
本部隊逃離回國。

目睹731部隊進行活體解剖
在哈爾濱期間，清水英男曾目睹731部隊

的野蠻行徑，包括培養病原菌、進行活體解
剖、實施人體實驗等。這些場景給他留下巨

大心理陰影，他也一直感到自己罪惡深重。
2016年，他公布自己的身份，開始通過公
開演講、接受採訪等方式，揭露侵華日軍罪
證，還原歷史真相。
「雖然有日本社會輿論反對，我身體也不
大好，但即便如此，我也想拋開一切顧慮，
就想去中國。」10日，在啟程前，老人在
長野縣的家中，向記者講述決意赴華謝罪的
心境。
「這是我戰後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返
回中國。」清水說，「與其擔心到中國後中
國人會對我怎麼樣，我倒覺得那些日本政界
人士恐怕巴不得我死吧。」

在日公開揭批侵華日軍暴行
時隔79年重返中國，清水說自己有兩個

心願。「一是想以個人名義真誠地為那些慘

遭731部隊殺害的人祈福，向受難者家屬謝
罪。二是想了解日本戰敗後哈爾濱當地的鼠
疫受害情況，這方面日本的證言還非常
少。」
10日下午，清水特意趕到長野縣飯田市
和平祈念館，參加這裏正在舉行的第35次
「為了和平的信州戰爭展」。2015年，清
水就是在這裏參觀展覽時，不小心說出了自
己的身份，也正是在「為了和平的信州戰爭
展實行委員會」的鼓勵下，清水於2016年
開始公開對外演講，揭批侵華日軍的暴行。
此次與清水同行的還有「大阪府保險醫協
會」的20多名醫生。協會成員原文夫說：
「戰爭期間，731部隊打着『醫學實驗』的
旗號大搞細菌實驗、活體實驗，為的不是救
人，而是殺人！這麼殘酷的歷史很多日本人
卻不知道，讓人覺得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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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一切顧慮，我就想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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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香
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8月12日出版的《人民日
報》在第16版「環球走筆」專欄，刊發了清水英
男的署名文章，題為《歷史事實不容掩蓋》。清
水英男在文中再一次揭露了侵華日軍的罪行，指
出戰後日本政府從未以實際行動體現對歷史的懺
悔，他這樣寫道：

多年前，我決定將自己保存的唯一一張731部

隊的照片和有關證言公開展覽。2022年6月，飯

田市和平祈念館資料室準備把有關731部隊的展

板搬入飯田市和平祈念館展廳時，突然接到該市

教育委員會通知，稱與731部隊相關的照片和證

言不得在館內展出，「南京大屠殺」說法也必須

換成「南京事件」。這引起很多民眾的強烈不

滿。迫於壓力，飯田市教育委員會2023年2月召

開研討會，討論有關731部隊的展板表述問題，

但研討會的結論卻是「原展板內容過於殘忍，已

超出日本學校教材範圍」。直至今日，我的證言

依然未被飯田市和平祈念館展廳採用。

現在，日本政府否認731部隊進行細菌戰的事

實、逃避戰爭加害責任的傾向更加明顯。本屆日

本政府不僅沒有認真反省過去的戰爭罪行，也沒

有承擔起戰爭加害者的歷史責任。侵華日軍在中

國犯下的罪行慘無人道、罄竹難書，理應向受害

者衷心道歉。我堅決反對日本政府不斷架空和平

憲法、增加軍費、擴充軍備。我們不需要戰爭，

日本不能再走戰爭老路。

歷史事實不容掩蓋。我決心在有生之年回到侵華

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向受到傷害的中國人民表

達最深切的歉意，也希望喚起更多人的反思和警

醒，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避免戰爭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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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
道）根據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工作委員
會辦公室發布，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有10
人，包括王小謨、巴依卡．凱力迪別克、
田華、許振超、張卓元、張晉藩、張燮
林、趙忠賢、黃大年、路生梅。
據了解，國家設立國家榮譽稱號，授
予在經濟、社會、國防、外交、教育、
科技、文化、衞生、體育等各領域各行
業作出重大貢獻、享有崇高聲譽的傑出
人士。
此次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中的巴依
卡．凱力迪別克，是一位守土衛國的鐵
人。出生於1952年的他，自1972年跟隨
父親在帕米爾高原上為邊防官兵當嚮導
開始，37年間，巡邏700餘次，行程三萬
多公里，一次次幫助邊防官兵化險為
夷、轉危為安，被譽為官兵眼中的「活
地圖」。巴依卡的兒子拉齊尼後為解救
落入冰窟的兒童不幸英勇犧牲。

「乒壇名宿」張燮林入圍
在剛剛閉幕的巴黎奧運會上，被譽為
「國球」的乒乓球項目包攬了全部金
牌，再次為國人贏得掌聲與榮光。在此
次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中，人們也看
到了「傳奇教頭」「乒壇名宿」張燮林
的名字。張燮林曾是我國著名乒乓球運
動員和教練員，曾代表中國隊獲得第27
屆世乒賽男團冠軍，首次為中國隊奪得
男雙、混雙世界冠軍。在他的指導下，
中國乒乓球女隊共取得10屆世乒賽女團
冠軍，一大批世界冠軍脫穎而出，為我
國體育事業作出突出貢獻。榮獲國際乒
聯優秀教練員特別榮譽獎、國際乒聯傑
出貢獻獎等。

◆◆王振義王振義 ◆◆李振聲李振聲 ◆◆黃宗德黃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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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中國載人航天「大總師」
已故的王永志是原總裝備部921工程總設計師，也是中國載人航
天工程的開創者之一，主持中國多型號導彈研製、火箭研發和參與
制定中國載人航天發展藍圖，為國防現代化建設和載人航天事業作
出傑出貢獻。
王永志生前被稱為中國載人航天「大總師」。他先後主持六種航
天新型號的首次發射，無一失利。他在擔任運載火箭研究院院長任
內，負責的11顆衛星均發射成功。他對自己的總結是：這一生做
了三件事——把導彈準確送到需要的地方去，把衛星送到各種軌道
上去，把中國人送到太空去。2010年5月4日，因在航空航天方面
的突出貢獻，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將火星和木星之間一顆編號為第
46669號的小行星永久命名為「王永志星」。

王振義：放棄急性白血病特效藥專利
王振義是著名醫學家和醫學教育家。為了攻克急性早幼粒細胞白
血病這種最為兇險、病情惡化最快、致死率最高的白血病，王振義
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全世界首創的想法——用誘導分化的理論讓癌
細胞改邪歸正。在瑞金醫院一間四五平米的小房間裏，歷經八年的
奮鬥和探索，王振義最終發現全反式維甲酸可以在體外將M3細胞
誘導分化為正常細胞。
找到「特效藥」後，他並沒有為全反式維甲酸申請專利，而是樸

實地希望能讓全世界所有的患者都用得起這種藥。「我發現了這個
藥以後，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夠有更多的病人得救，沒有去算過會有
多少錢，也沒有算過給我多少錢。」

李振聲：中國小麥遠緣雜交育種奠基人
李振聲是中國小麥遠緣雜交育種奠基人和農業發展戰略專家，系統研究小

麥與偃麥草遠緣雜交並育成了「小偃」系列品種，開創了小麥遠緣雜交品種
在生產上大面積推廣的先例。
上世紀50年代，中國正經歷着嚴重的小麥條銹病，一旦感染就會減產30%到

50%，甚至絕產。1978年，李振聲帶領課題組「鏖戰」22年的成果——高產、
抗病、優質的小偃系列小麥新品種，在初步生產推廣應用中取得良好效果。李
振聲也從20多歲的年輕人變成年近半百的「老李」。
1987年，李振聲帶領中科院400餘名科技人員對黃淮海平原中低產田進行大

規模改造和治理，六年時間實現黃淮海地區糧食增產504.8億斤。1995年，為
打破中國糧食生產四年徘徊的局面。2003年，他針對中國糧食生產連續五年減
產的情況，提出爭取三年實現糧食恢復性增長的建議。2006年，中國糧食產量
達到9,949億斤，基本實現了恢復性增長。

黃宗德：「孤勇者」消滅美軍加強排
此次「共和國勳章」四位建議人選中，有三位都是著名科學家，黃宗德是唯
一的例外。但了解過他事跡後，相信所有人都會深受震撼。1931年，黃宗德生
於山東榮成，17歲入伍投身革命，先後參加渡江戰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戰
爭，榮獲「二級戰鬥英雄」、勝利功勳榮譽章，被朝鮮授予「一級國旗勳章」。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黃宗德所在部隊於1953年初，堅守平康正面陣地，當
面之敵是美3師15團。為了改變整個前沿陣地的被動局面，2月27日夜，黃
宗德率領全班機智地突入敵陣地，迅即解決了敵哨兵，同時將手榴彈、炸藥
包投向敵人各個地堡裏，炸得敵人暈頭轉向，鬼哭狼嚎，僅十幾分鐘，就消
滅了敵人一個加強排。

◆◆王永志王永志

共和國最高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