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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奋勇前
进，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是
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

“我们既要正视困难，又要坚
定信心。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
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
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
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和不确定”，强调“无论国际风云
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
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坚持多边主
义，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
则，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
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践告诉我们，越是面对前
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越要用全
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
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应
当看到，我国连续多年稳居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
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
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20 年
成为第一大外资流入国；我国具
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
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
套能力，拥有 1 亿多市场主体和
1.7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
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 4 亿多
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 14 亿多人口
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
处 于 新 型 工 业 化 、信 息 化 、城 镇
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
资需求潜力巨大；我们全面建成
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实践
充分表明，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发
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经济
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变，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
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

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
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
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
和信心所在。新征程上，我们有
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坚实国力应
对挑战，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
慧战胜各种风险考验。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
贵。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
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
律性认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此作了精辟概括：必须坚持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
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
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
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
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
政 策 和 推 动 改 革 要 把 握 好 时 度
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

须 加 强 统 筹 协 调 ，坚 持 系 统 观
念。这“四个必须”，充分彰显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
领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行的高超
智慧，充分展现了党中央从容应
对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娴熟能
力，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
认识论和方法论，使我们更加坚
定了必胜信心、增强了战略定力。

沧 海 横 流 ，方 显 英 雄 本 色 。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
对 外 部 环 境 变 化 带 来 的 冲 击 挑
战 ，关 键 在 于 做 好 自 己 的 事 情 。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持
稳 中 求 进 工 作 总 基 调 ，完 整 、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 ，努 力 实 现 更 高 质 量 、更 有 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面向未来，有党的坚
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
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
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
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我
们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坚定不移
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能在抗击
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始终立
于不败之地。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经历
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
那 儿 ！ 回 顾 一 路 走 来 的 奋 斗 历
程，我们一直是在克服困难中发
展 进 步 ，在 应 对 挑 战 中 超 越 自
我。中国具有迎难而上、爬坡过
坎的能力，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
前进的坚定步伐。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奋发有
为、锐意进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人民日报今日评论员文章：

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镜鉴，国弱民必遭欺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负一层展厅内，
有一整面墙挂满了幸存者的照
片。每位在世在册幸存者的照
片后，都有一盏灯照亮，当幸存
者离世后，灯光就会熄灭。

2021 年，又有 11 张“面孔”
由明转暗：杨翠英、蔡丽华、李
如富、陈文英、戚振安、金同和、
马继武、徐家庆、黄刘氏、傅兆
增、马秀英……登记在册的在世
幸存者仅剩 61 人，平均年龄超
过90岁。

纪念馆内的“万人坑”遗址
前方，还有另一面墙——南京大
屠杀遇难者名单墙。1995年初
设时，刻有 3000 个遇难者的姓
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名单墙
艰难延长，迄今已有10665个名
字。

常有参观者问，为什么只能
找到一万多个姓名？这也一直
是史学研究者们的心结。《遇难
同胞名录》的主要编纂者、南京
大学教授姜良芹告诉记者：“因
搜集范围有限、档案保存不力、
不少家庭惨遭灭门无人申报
等，随着时间流逝，战后对遇难
同胞的调查如同大海捞针。”

国盛则民强，国弱则民孱。
84 年过去，经历从覆灭到重生
的人们，用鲜活的人生际遇彰
显家国同心的力量。

南京沦陷时，幸存者程福保
的父亲程长河携家带口出城逃
难，惨遭日军杀害，留下孤儿寡
母艰难生存。1949年南京解放
后，程福保迎来人生转折，光荣
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如
今，安享晚年的老人感慨地说：

“家和国永远连在一起，无国哪
有家啊。”

和平，命运与共的担当

952 件（套）！这是一年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新征集的文物数量。其
中，侵华日军步兵第三十六联
队第十一中队的《阵中日志》、
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南京附
近战斗详报》等孤本尤为珍贵。

捐赠者是来自日本爱知县
圆光寺住持大东仁先生，2005
年以来，他代为征集和无偿捐
赠给纪念馆的史料已超过3000
件。

“这批战斗详报都是日军当
时、当天记录的日志，史料价值
很高。”大东仁说，每次遇到大
喊“没有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分
子，他总会心平气和地拿出史
料，“不逃避、不争吵，靠证据说
话”。

最近，纪念馆耗费一年多时
间完成了一 项“ 大工程”，将
2019 年至 2021 年间积累下的
221939 条纸质留言进行电子化
和数据分析，结果出人意料——

“和平”一词出现频率远高于
“仇恨”。

这 22 万多条留言中，表达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留言
高达 6.7 万多条。其中还包含
了 1564 份境外参观者留言，他
们频繁使用“感同身受”等词
汇，表达“反对战争”，祈愿“人
类和平”。

“以国之名祭奠死难者的目
的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唤起
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
和坚守。”纪念馆馆长张建军
说，经历苦难的南京，有更大的
责任去倡导和平。

奋进，实干方能兴邦

“铛、铛、铛……”每天早上
八点半，江东门的钟声总是准
时响起。每天首批入场的12名
观众分两组撞响和平大钟 13
声，寓意牢记 12 月 13 日，勿忘
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
最好的清醒剂。

进入 12 月，南京市 600 多
所中小学结合《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读本》，采用课堂
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了丰富的活动。13 日上
午，来自江苏、重庆、云南等8省
市的 30 多所小学的学生们，还
将通过网络云课堂共上一堂主
题班会课，一同诵读《和平宣
言》，一同看国家公祭仪式。

84 年前，仅长江边的燕子
矶一处就有约5万人被屠杀，如
今战争硝烟远去，燕子矶江滩
遇难同胞纪念碑在寒风中静静
伫立。11日上午，“不可忘却的
记忆——南京大屠杀史实”阅读
寻访行动在此地举行。

一边看着燕子矶的江景，一
边诵读《南京大屠杀史》的相关
节 选 ，历 史 与 现 实 在 眼 前 交
错。一位参加活动的南京工程
学院学生深有感触地说：“中国
人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重温昨日的历史耻辱，是为
了汲取今日奋进的动力。

“体会过民族危亡的切肤之
痛，更能深刻理解国家强大对
于普通百姓的重要意义。”中国
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表
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国人民已经从黑暗走向光明，
中华民族也必将走向伟大复
兴。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铭记苦难历史 汲取前行力量
——写在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12 月 13 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凄厉的警报声将再一次作为整个国家的背景音长鸣。

祀我国殇，山河无恙！逝者已矣，生者奋进！

在建党百年之际，举国上下同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告慰逝者，更警醒国人，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

2021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百人群像实录
第一排从左至右：孙富祥（已故）、管光镜（已故）、祝四孜（已故）、刘庭玉（已故）、陈玉兰（已

故）、马秀英（已故）、濮业良（99 岁）、马继武（已故）、李素芬（已故）、易翠兰（已故）；
第二排从左至右：李素云（已故）、王义隆（98 岁）、王长发（98 岁）、蒋淑萍（已故）、薛玉娟

（97 岁）、吕金宝（已故）、巫吉英（97 岁）、胡信佳（已故）、陈广顺（已故）、谢桂英（97 岁）；
第三排从左至右：黄桂兰（97 岁）、岑洪桂（97 岁）、顾秀兰（已故）、沈淑静（已故）、黄卓珍

（已故）、赵金华（已故）、陈桂香（96 岁）、徐家庆（已故）、李高山（已故）、杨翠英（已故）；
第四排从左至右：黄刘氏（已故）、关舜华（96 岁）、王秀英（已故）、陈文英（已故）、周智林

（96 岁）、蔡丽华（已故）、魏桂如（95 岁）、易兰英（95 岁）、张秀红（已故）、石秀英（95 岁）；
第五排从左至右：王福义（已故）、李美兰（94 岁）、葛道荣（94 岁）、马淑勤（已故）、马月华

（已故）、李长富（94 岁）、林玉红（已故）、余昌祥（94 岁）、张福智（已故）、金茂芝（已故）；
第六排从左至右：常志强（93 岁）、郑锦阳（93 岁）、万秀英（已故）、艾义英（93 岁）、向远松

（93 岁）、朱惟平（已故）、经智珍（93 岁）、朱秀英（已故）、沈桂英（已故）、贺孝和（已故）；
第七排从左至右：陈素华（已故）、夏淑琴（92 岁）、杨静秋（92 岁）、张惠霞（92 岁）、周湘萍

（92 岁）、张兰英（已故）、蒋树珍（92 岁）、仇秀英（已故）、徐德明（91 岁）、刘贵祥（91 岁）；
第八排从左至右：马承年（已故）、王翠英（已故）、姚秀英（已故）、王津（90 岁）、熊淑兰（90

岁）、刘素珍（90 岁）、潘巧英（90 岁）、郭秀兰（89 岁）、祝再强（89 岁）、陈德寿（89 岁）；
第九排从左至右：王子华（89 岁）、程福保（88 岁）、伍秀英（88 岁）、路洪才（88 岁）、阮秀英

（88 岁）、高如琴（87 岁）、马庭禄（87 岁）、佘子清（已故）、袁桂龙（87 岁）、岑洪兰（87 岁）；
第十排从左至右：刘民生（87 岁）、方素霞（87 岁）、唐复龙（86 岁）、刘兴铭（已故）、王素明

（86 岁）、程文英（85 岁）、马庭宝（85 岁）、陶承义（85 岁）、傅兆增（已故）、阮定东（84 岁）。
1937 年 12 月，侵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30 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

惨遭杀害，给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痛和苦难记忆。84 年岁月流逝，截至记者发
稿时，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的幸存者仅剩 61 人。我们记录下部分幸
存者的名字和肖像，为史存证。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季春鹏 李响 摄

再破3000万吨！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 12日电（记者 顾煜）记
者12日从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获悉，截至目前，位
于新疆南部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今年已生产石
油液体 604.2 万吨、天然气 300.7 亿立方米，油气当
量突破 3000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92 万吨，实现

“十四五”高起点、高质量开局。
据塔里木油田介绍，2020 年，油田油气产量当

量达 3080 万吨，在西部边陲建成年产 3000 万吨级
的大油气田。2021年，油田油气产量当量比上年提
前达到 3000 万吨，进一步夯实新疆作为我国大型
油气生产加工储备基地和陆上油气战略通道的地
位，发挥了油气上产重要战略接替区的作用。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盆地
超深层油气资源量占我国陆上超深层油气资源总
量 60%以上。面对超深、超高温、超高压等极限挑
战，30多年来，盆地累计探明 32个大中型油气田，
为国家贡献油气产量 4.4 亿吨，创造了巨大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
突破传统石油地质油气成藏、工程技术、效益勘探
三条“死亡线”，向地球深部进军，配套形成8000米
以深十大钻完井技术，实现超深复杂油气藏“想得
到、看得到、够得到、采得出”，超深井钻探数量占国
内80%以上，建成了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此外，作为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之一，目前塔
里木油田 538 口单井正以每日 9500 万立方米气量
向下游供气，今年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和新疆南部
5 个地州输送天然气超 283 亿立方米，为带动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根据规划，塔里木油田将力争2025年油气产量
突破 4000 万吨、2035 年达到 5000 万吨，全面建设
世界一流现代化大油气田。

南水北调工程7年向北方调水
近500亿立方米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2日电（记者 刘诗平）12
月 12 日是南水北调工程全面通水 7周年。记者从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南水北调工程
全面通水 7年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近 500亿立方
米，受益人口达1.4亿人，4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经济
发展格局因调水得到优化。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全面通水。东线一期工程从扬州市江都水利枢
纽出发，用世界最大规模的泵站群“托举”长江水北
上流入山东；中线一期工程从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
闸引水入渠，由世界最大的渡槽群“护送”南水千里
奔流，润泽豫冀津京。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
约494亿立方米。其中，东线向山东调水52.88亿立
方米，中线向豫冀津京调水超过441亿立方米。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水资源学家王浩表示，
南水北调工程全面通水以来取得成效，主要在于以
节水倒逼用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环保治污推
动区域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精准调水保障受水
区供水安全，以统筹配置南水发挥工程生态效益。

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是“四横三纵”国家骨干
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
划》，以长江丰富水源为依托，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和
西线工程，通过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大江河的
联系，构成以“四横三纵”为主体的国家水网骨干。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南水北调东
中线后续工程建设，深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方案比
选论证。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正在推进东、中线后
续工程规划建设，同时开展西线工程规划方案比选
论证等前期工作。

最高法回应“潼关肉夹馍”等
地理标志维权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 12日电（记者 罗沙 齐琪）记
者12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民三庭负责人
近日就“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维权问题作出回
应，同时明确了有关组织通过诉讼收取“会员费”等
问题。

这位负责人表示，有些商标包含地名，这些地
名往往具有独特商业价值。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即
便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权利人亦无权禁止他人正
当使用注册商标中包含的地名。他人正当使用注
册商标中包含的地名，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
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能否任意许可或禁止
他人使用商标？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地理标志标示
的地区范围内并符合地理标志使用条件的，即便不
申请加入集体、协会或其他组织，亦可依法正当使
用地理标志；不符合地理标志使用条件或超出地理
标志标示的地区范围者，则不能通过商标许可、加
盟、入会等方式获得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使用资格。
相关组织作为商标注册人通过诉讼收取所谓“会员
费”以及类似费用的，不符合商标法的规定，人民法
院依法不予支持。

这位负责人说，地理标志属于区域公共资源，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应当是当地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团体、协会或其他组织，应做到合法、合规、
自律，维权时应依法合理行使诉讼权利。个别协会
和组织利用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获取加盟费等，在
商标法上没有依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收取加盟
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他同时表示，诚信诉讼是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
方面。人民法院以鲜明的态度和有力举措，坚决遏
制恶意诉讼。对于恶意提起诉讼的原告，被告依法
请求该原告赔偿其因该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交通
费、食宿费等开支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提
起恶意诉讼的当事人，人民法院还可根据情节轻重
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织密制度的笼子，让恶意诉讼的当事人“偷鸡
不成蚀把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