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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9 月 1 日电 （记者李

铮） 在抗日战争胜利 69周年之际，由中
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等部门联
合组建的纪念抗战胜利宣讲团，1 日深入

“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沈阳，在东北大学、
沈河区多福社区，进行系列宣讲活动，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人们牢记历史，珍
爱和平。

宣讲团成员，抗战老战士、辽宁省军
区政治部原主任吕品，中国社科院近代
史所原所长、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步平，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研究
员彭玉龙，分别从抗战历史、中日关系等
不同角度，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全面深刻
的讲解阐述。

在东北大学，专家们翔实的历史资
料一下子把青年学生带回 69 年前的历

史。专家从日本天皇“终战诏书”说起，
详细讲解日本天皇、政府、军方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9 月 2 日等不同时间、不同
场合的投降、终战措辞，让学生们耳目一
新。

“专家介绍的内容，多是我们历史课
上没学过的。比如，专家讲解的日本签
署投降书的细节，让我们了解了日本右
翼势力言行的根源，这让我们青年学生
能 更 理 性 、全 面 地 看 待 目 前 的 中 日 关
系。”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大四
学生李力说。

在沈阳市沈河区多福社区，军事科
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研究员彭玉
龙从抗日战争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全
民族共同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战场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三个层

面，简要帮助社区居民重温了抗战历史。
74 岁的多福社区居民李永柱说：“我

们这个年龄的人对抗战历史并不陌生，
但这样的宣讲很有意义，因为对这段抵
抗外敌的全民族抗战胜利，我们要永远
牢记，要告诉子孙后代，只有国家强大
了，屈辱的历史才能不再重现。”

1 日的宣讲活动采取报告和交流相
结合的方式，专家们在专题报告后还认
真回答了学生和社区居民的问题。

东北大学生物医药工程学院学生李
欣怡说：“通过和专家老师的交流，重温
抗战历史，我心中国家的分量更重了。”

据悉，纪念抗战胜利宣讲团 9 月 1 日
至 5 日将走进沈阳、北京、南京三地的高
校、社区和军营，就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开展宣讲活动。

牢记抗战历史 凝聚爱国力量
——纪念抗战胜利宣讲团走进沈阳高校、社区

牢记抗战历史 凝聚爱国力量
——纪念抗战胜利宣讲团走进沈阳高校、社区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记者刘奕

湛）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档案国际
学术研讨会1日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认
为，吉林省档案馆将这批侵华战争档案公
开，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日军
遗留的档案是侵华日军自身形成的，以不容
置疑的原始性、真实性，记录和还原了日本
侵华的历史细节，是日本侵略罪行的铁证，
是日军种种反人类罪行的铁证。

来自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奥地利、
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50 多名代表出
席了本次研讨会。20 多位海内外知名学
者、专家，从吉林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档案
的价值和意义、从世界视野看日本的历史
问题、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及其罪行三个
方面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
南认为，这是用日本侵略者自己的档案资
料，对安倍的种种谬论最有力的批驳、回
击；这是对我国一贯的主张和观点最好的
支持；这是对国际社会最好的宣传和交流，
必将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

论坛上，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以
“安倍晋三错误的历史认识”为题作了发
言。他认为，安倍由于受甲级战犯嫌疑人
岸信介的巨大影响，执着于以天皇为中心
的历史观，美化过去，使战争正当化。参拜
为天皇而死去的“英灵”的靖国神社，是安
倍等右翼势力最重要的仪式。

专家学者在讨论中认为，吉林档案馆
发现、整理和出版关东军宪兵队档案资料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吉林档案馆关东军
宪兵队档案资料，全部出自关东军宪兵队
之 手 ，凭 信 性 程 度 高 、数 量 和 信 息 量 庞
大、涉及范围广泛。而且，由于是首次公
开于世，具有档案解密的价值。吉林档
案馆整理并出版关东军宪兵队档案，有
助于揭露日本侵华，特别是侵略中国东
北的罪恶行径。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此次学术研讨会在
研讨交流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档案
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政治意义等
方面取得了圆满效果，为进一步推动日本
侵华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

据了解，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
档案共计 10 万卷（件），90%为日文，是日
本侵略者自己形成的档案，较全面、真实地
记载了从 1931 年到 1945 年日本对我国东
北的侵略和统治活动。

专家学者：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

档案是日军反人类罪行铁证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国家档案局 1 日在
其官网发布了《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
第八集：南京保卫战。

根据第八集说明，日军占领上海后，为“膺惩”
中国的抵抗，决定攻占中国首都南京。1937年 12
月 1 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 8 号令”，命令华
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

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
部署南京保卫战。其所辖部队，多数为从上海战场
撤退的残兵，也有教导总队等生力军。12月初，日
军占领镇江、句容、溧水，突破南京外围及复廓防御
阵地，直逼南京城垣。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空前
的拼死决战。7日，日军兵临城下，松井石根司令官
从空中投函唐生智劝降。唐生智不予理睬，继续命
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
许轻弃寸土。”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
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仅雨花台
一地守卫将士就有6000多人全部英勇殉国。

12 月 12 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
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
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3 日，南京沦陷，日军
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国家档案局 1 日在
其官网发布了《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第十
八集：浙江区和沪宁区受降。

根据第十八集说明，浙江区受降以第三战区
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嘉兴、金华、
杭州、宁波、厦门。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
第 13 军司令官松井久太郎。日军投降部队为第
13军、133师团、62独立旅团、91独立旅团，集中地
点在杭州。另海军陆战队集中地点在厦门，办理
日军投降地点在杭州。1945年9月4日，第三战区
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在杭州富阳接受日军投降。

沪宁区受降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为受
降主官，负责接受上海、南京地区。日军在上海的
投降代表亦为松井久太郎。日军投降部队为 13
军、27 师团、60 师团、61 师团、69 师团、89 独立旅
团、90 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上海，办理日军投降
地点在上海。在南京附近的日军，由侵华日军第
6 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为代表向中国部队投降。日
军投降部队为第 6 军、第 3 师团、34 师团、40 师
团、161 师团、13 飞行师团，集中地点在南京，办理
日军投降地点在南京。1945 年 9 月 11 日，汤恩伯
主持上海地区的日军受降仪式。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9周年纪
念日到来之际，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
金办公室发布了新中国改造的 8 名日本
战犯史料收集整理研究成果，新华社从
8 月 31 日开始播发这 8 名日本战犯的口
述实录。

2013年7月，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
金办公室曾组织研究人员赴日本，面对面
采访这8名日本战犯。这8名战犯讲述了
自己当年在中国所犯罪行、接受教育改造
情况，表达了维护中日友好的愿望。

难波靖直，1921 年生，曾任日军第
39 师团步兵第 232 联队第 1 大队机枪中
队兵长。1945 年 8 月向苏军缴械投降。
1950 年 7 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
战犯管理所，1956 年 8 月第三批被宽
释。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山
阴支部事务局长。2014 年 3 月因病在日
本去世。

以下是他去年 7月受访时的自述：
那场战争中，我作为日本军国主义

的爪牙，参加了侵略战争。那时，给中
国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对这个责任，
在这里，我作为日本人由衷地道歉。

在这次江南歼灭作战中，很多中国

国 民 党 士 兵 ， 还 有 一 般 老 百 姓 （被
杀），他们被河水冲走了，这是我目击
到的。很多俘虏被日本军的将官、见习
士官等用于训练。在夜晚杀死在河滩
上，推入了长江，我也听到了这些事。

在寺庙 （白阳寺） 下的山谷里有几
个村庄，日军 600 多人的部队分别攻了
进去。在战斗开始时，大队长要求，即
使一只猫也不要放过，全都杀死，所有
的东西全部抢走。给我们下了命令，按
照这个命令，冲进村庄的部队把一百几
十个老百姓全都屠杀了。

我们因在山这边，看不到村庄那里
发生的情况，是在之后听说的，冲进

（村庄） 的部队挨家挨户进行搜索，把
人都集中到一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老
人、妇女和孩子，随后把这些人都关到
一个房子里，插上门栓 （锁上），把附
近的稻草点燃，从门的上面扔到屋里。
12 月的冬天，干燥的茅草瞬间烧起来
了，火势越来越大，这些被关起来的老
人、妇女和孩子就这样都被活活烧死
了。他们极其悲惨的叫声，我们在山这
边也能听得到，山那边的天空燃起的浓
浓黑烟弥漫着，我们看到了熊熊燃烧的

火焰。
我们日军部队在那里把剩下的老百

姓全部杀害了，然后把粮食、猪、鸡等食
物都用驴驮运，掠夺之后返回（部队）。

现在两国间的局势很严峻，我非
常 担 心 ， 特 别 是 我 在 中 国 获 得 了 新
生 ， 想 到 这 些 ， 想 到 “ 抚 顺 之 心 ”，
现在日本政府在做什么？对此，我感
到强烈愤慨。日本政府一直宣称“不
存 在 领 土 问 题 ”， 实 际 上 日 本 把 自 己
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全部掩盖了，对
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遮遮掩掩，反而胡
说 “ 对 话 的 门 还 开 着 ”， 对 日 本 政 府
的这种做法，我感到很遗憾。

我已经 92 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
了，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坚守“抚顺之
心”活下去，希望我们能平等协商、互
相理解、携手共进，向我们的子子孙孙
把我们亲身体验到的实实在在的、温暖
的“抚顺之心”，我想讲述给他们，我现
在就是这样想的。

不管我到了多大岁数，我都要沿着
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这条道路继续走
下去。

（新华社沈阳 9月 1日电）

难波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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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战 犯 口 述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实施方案围绕4方面改革任
务提出了 26 项重点举措，并提出改
革举措在 2017 年前基本完成，到
2020年建立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党的
建设制度体系。

对深化党的组织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提出了 5 项重点改革举措。
比如，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党
内生活存在的庸俗化、随意化、平淡
化倾向，结合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总结贯彻落实《关
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实践，
提出对进一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作
出规定；为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
干部职责权限，提出制定地方党委
决策程序规定等。

对 深 化 干 部 人 事 制 度 改 革 ，
实施方案提出了 13 项重点改革举
措。考虑到干部工作是人民群众
和社会各方面关注的重点，实施
方案突出了这部分内容，提出的
改革举措占到了总数的一半。比
如，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
价制度改革，制定实施改进政绩
考核、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
培养选拔等制度规定；完善从严
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加强干
部管理监督，开展超职数配备干
部、领导干部在企业违规兼职专
项治理，强化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抽查核实等。

对深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 4
项重点改革举措。比如，为实现党的组织、党的工作全覆
盖，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城乡接合部、流动
人口聚集地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薄弱环节，已经出台了 《关
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 等；针对党员队伍建
设现状，明确提出进一步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健全党员能进
能出机制，还要制定进一步从严管理党员的意见，对那些丧
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理，对那些道德败坏、蜕化变
质的要坚决清除出党。

对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4项重点
改革举措。实施方案一方面注重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提出制
定人才工作条例，另一方面强调试点先行，针对“建立人才顺畅
流动的制度体系”等难点改革任务，制定重要改革试点方案，在
试点基础上总结经验、适时加以规范。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指出，实施方案明确了今后几年党的
建设制度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是推进党的建设制
度改革的蓝图。有了好的蓝图，关键是抓好落实。我们将进
一步严明责任、严格督查、严肃纪律，用责任推动落实，用督查
传导压力，用纪律增强约束，以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保
证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各项任务有效落实。

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党建制度体系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上接第一版）

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深化改
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成效如何，直接关系着全面深化改
革总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完
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以及党的
建设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另一方面，面对
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应对“四大考
验”、化解“四种危险”，迫切需要推进党
的建设制度改革，解决制度建设滞后、制
度执行不力等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就一直把改革
紧紧抓在手上，着力破解党的建设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按
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部署要求，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加强谋划、精
心组织，扎实有效地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
革。刘云山同志多次提出明确要求，赵乐
际同志多次主持召开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专项小组会议和中央组织部部务会，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研究推
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工作。为落实三中全
会《决定》提出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重要
举措，先后制定了任务分工方案、中长期
改革实施规划等。《实施方案》的出台，进
一步明确了今后几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的路线图、时间表，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问：制定《实施方案》有哪些主要考虑？

答：主要有五方面考虑。一是紧紧围
绕三中全会《决定》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提出的任务来部署，突出改革主题主线。
二是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坚
持问题导向，针对党的建设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健
全完善制度机制，增强制度的刚性和约束
力。三是突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坚持立破并举，及时
清理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制度，抓紧完
善和健全新的制度。四是注重改革举措的
配套衔接。统筹安排各项改革任务，对相
互关联的改革举措，注重配套对接、协同
推进；对需要上下联动的改革任务，做好
政策统筹、方案统筹，确保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五是积极稳妥、有序推
进。分清轻重缓急，把握时机和节奏，对工
作基础较好的改革举措，明确目标要求，
加快推进；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关系改
革全局的项目，时间能提前的尽量提前，
确保绝大部分改革举措在2017年基本完
成；对改革方向明确、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的，先行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进；对一
些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加强调查研
究，积极探索，适时出台改革措施。

问：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总体

要求和基本目标是什么？

答：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解放思想、改革
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紧紧围
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紧紧围绕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
法执政水平，注重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紧密结合，注重与宪法法律相衔接，加强
党的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
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主要体
现为四个“不断完善”。即党的组织制度不
断完善，民主集中制有效落实，党内生活严
格规范，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高度一
致；干部人事制度不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科学有效，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各方面优秀干部充
分涌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不断完善，
基层组织体系更加严密，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发挥；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人才流动配
置、评价激励等制度基本健全，形成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问：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主要

任务有哪些？

答：按照三中全会对党的建设制度改
革的部署要求，主要包括深化党的组织制
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和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四个方面内容。
在深化党的组织制度改革方面，着

眼于健全党的组织制度体系，发展党内
民主，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生机活力，
重点对严格党内生活制度、完善党委工
作制度、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内选举
制度等，提出了具体改革任务。

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着
眼于构建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培
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建设高
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分别对干部选拔任
用、考核评价、教育培训、管理监督、激励
保障等，提出了具体改革任务。

在深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
方面，着眼于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不
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重点对
完善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创建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完善党员队伍建设
制度等，提出了具体改革任务。

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
面，着眼于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营造识才、
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围，择天下英
才而用之，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
和国家事业中来，主要从健全党管人才
领导体制、创新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完善
人才流动配置、评价激励、服务保障机制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任务。

问：全社会高度关注干部工作，在推

进这方面改革上有哪些重点举措？

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党内外高
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全国组织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培养和选拔党
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作了深刻阐述，三
中全会《决定》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作了具体部署。总的目标就是按照“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标准，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
的好干部，使各方面的优秀干部充分涌
现。总的原则就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
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发
挥各级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树立正
确的用人导向。总的要求就是进一步健
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管理监督、激励
保障等方面制度，构建科学有效的选人

用人机制。重点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深
化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
解决“唯票、唯分、唯 GDP、唯年龄”取人
问题。二是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
度体系为重点，加强干部管理监督，推动
干部能上能下，解决干部管理失之于宽、
失之于软的问题。三是健全干部激励保
障制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
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解决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问题。

问：如何抓好《实施方案》的落实？

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
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和中央组织部坚
持边设计、边施工、边见效，对已经出台的
改革文件，一件一件抓好实施。比如，以修
订和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为抓手，构建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
制，大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
部；落实“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
提高质量”重要方针，加强和改进优秀年
轻干部培养选拔和后备干部工作；改革政
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
工程”以及不敢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
题；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强
化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完善选人
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坚决整治
跑官要官、说情打招呼、干部档案造假、超
规格超职数配备干部、领导干部违规兼
职、“裸官”等问题；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
机，严格党内组织生活，整顿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等，都已初见成效。

《实施方案》出台后，关键是抓好落
实。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机制。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党的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专项小组切实履行好统筹规划、督促
落实、沟通协调等职责。中央组织部作为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牵头单位，
要带头完成好承担的改革任务，做好专
项小组办公室相关工作。具体改革任务
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按照分工各司其
职、积极配合，形成推进落实的合力。二
是坚持分类推进，加强督查落实。注重改
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区分不同
情况，坚持循序渐进、分类推进。注重过
程跟踪和督查，及时发现解决推进中遇
到的问题。积极开展改革举措实施后评
估工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完善。三
是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把握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内在规律。
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总结推广基层实践经
验。四是加强舆论引导。高度重视党的建
设制度改革宣传工作，最大限度凝聚改革
共识，营造有利于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