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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
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
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
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
的皱纹了⋯⋯”马年春节，这首歌曲登上了央
视春晚的舞台，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国人。

“想不到这首歌能受到如此关注。”该歌曲
曲作者董冬冬和词作者陈曦告诉记者，他们
是一对“80 后”的夫妻。创作这首歌的那几
天，恰逢陈曦的母亲过生日，每年的那个时
候家里人都要一起吃饭庆祝。“妈妈的眼睛一
直都很好，但那天突然就花了，近处的东西
都看不清楚，需要眯着眼睛。”陈曦说，自己
一下子感悟到，原来妈妈也是会老的。

“从来没想到父母这么快也成了老人。”董
冬冬说，“我们把与父母的相处，加上儿时的
回忆，领悟出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样一个
主题。希望这首年度“暖心”歌曲启发人们对
亲情和人生的感悟，把时间交付于点滴的关爱
中，让心灵回归质朴。”

时间就在点滴关爱中

本报记者

金

晶

【作者简介】

董冬冬，1981年生于北京，2003年毕业
于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2005年开始与妻子
陈曦搭档为影视剧创作歌曲，代表作《时间都
去哪儿了》、《终于等到你》、《义气》等。

陈曦，祖籍山东滕州，2005年毕业于北京
电影学院录音系。近年来，与丈夫董冬冬携手
为多部影视剧创作歌曲。

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一
年多来，中央部署的一系列关
键领域改革正陆续推开，一些

基层大胆创新探索，积累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正在推动
改革向深水区不断攻坚。

简政放权消除审批管理“灰色地带”

12 月 1 日 10 时许，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政务服务中心，省
政府副秘书长郭富春将全省首张“三证合一”执照交到沈阳地铁兴
华地下商业街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宋林林手中，标志着辽宁省领先
全国开展的“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正式拉开序幕。这是继年初辽宁
在全国率先启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又一改革创新之举。

今年中央提出要再取消和下放 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记者在
各地看到，简政放权成为各级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
革的“重头戏”，一系列为企业创业松绑的改革探索，有效激发了
社会投资创业热情，各地市场主体登记量均呈“井喷”增长态势。

改革体制机制唤醒“沉睡”的资金

全面深化改革，当前亟须破除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记者调研发现，一
年多来，各地正依照部署不断深化投融资体制、金融、土地、财税
等关键领域改革。

深化财税改革，发挥好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有助于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重庆市每年预算安排产业扶持资金近 80 亿元，但存在资
金分散、投向“撒胡椒面”等问题。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刘大卫介
绍，“这对急需战略投资的企业和产业来说，无异于‘毛毛雨’变
成了‘及时雨’。”

狠抓落实 让群众监督改革

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关键要在监督落实上下工夫。记者在调研
中切实感受到，随着越来越多地区向社会公开政府“权力清单”，
群众监督下的改革举措正得到有效落实。

从本月 10 日起，江苏省政府 56 个部门的责任清单也正式公
布，其中明确规定了政府部门的“职责边界”。江苏也成为继浙
江、安徽后第三个建立责任清单的省份。

狠抓改革落实，还必须要敢于打破部门利益藩篱。湖北率先出
台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十条”，授予高校、院所研
发团队研发成果的使用权、经营权和处置权。

文/新华社记者 韩 洁

（参与记者：陈梦阳 朱 峰 武卫红 陈 晨 王 军 孔祥鑫 何宗

渝 黄深钢 陈 刚 向志强）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4日电）

简政放权 激发活力

各地加大力度改革攻坚
督 查 在 行 动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4 日电 （记

者孙彬） 14日上午，江苏省暨南京
市举行社会各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国家公祭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会。与会各界人士认为，13 日
举行的国家公祭是对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的告慰，也是热爱世界和平的
宣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呼吁
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又要求人们不
要延续仇恨，这一讲话具有深远的
历史和现实意义。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向
全国人大提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邹建平
说，“举行国家公祭，不仅是要对南
京 大 屠 杀 这 一 段 历 史 保 持 清 醒 记
忆，同时也是对生命尊严的召唤。
中 华 民 族 之 所 以 是 一 个 伟 大 的 民
族，就在于这个民族具有深厚的历
史责任感和对生命敬畏的人性道德
感，以国家的名义隆重祭奠死难同
胞，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责任感与
人性道德感的最好彰显与体现。”

“ 我 很 荣 幸 ， 作 为 南 京 大 屠 杀
幸存者代表参加国家公祭仪式，与
习总书记一起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这是我参加过的历次纪念活动中，
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夏淑琴老人说，“作为一名南京
大 屠 杀 幸 存 者 ， 我 是 历 史 的 亲 历
者、见证人。我曾踏上日本国土，
讲述南京大屠杀暴行；我曾控告日

本右翼分子，获得名誉侵权案的胜
诉。我为我可以为传播历史真相、
维护人间正义而尽自己的一份力而
感到高兴。我深知过去的苦难，深
知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
惜今天的和平生活。”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参加了国家
公祭的撞钟仪式，他说：“昨天在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
我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讲话，讲话
高屋建瓴，统揽历史和未来，深刻
阐述了铭记历史、缅怀遇难同胞、
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心愿，体现了国家意志和人性
的光辉。”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的设立，是将人民的精神诉求上升
为国家意志，是对这段历史、民族
记忆的法律强固，只有把国家的记
忆变成每个国民的记忆，死难者才
能获得真正的安慰。”南京大屠杀研
究史的专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副馆长马振犊说：“习总书记在讲话
中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
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
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这一愿景
非常美好，这一过程任重道远。”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习总书记在
讲话中提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历来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
敌 人 而 不 被 敌 人 所 压 倒 的 英 雄 气

概。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
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凝聚起
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空前斗志，
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他表
示，今后，纪念馆的展陈内容要将
南京大屠杀民众受难历史与弘扬伟
大抗战精神进一步紧密结合，大力
弘扬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这种
伟 大 的 抗 战 精 神 ， 突 出 胜 利 的 主
题，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事实。

南 京 大 学 历 史 系 教 授 张 生 说 ：
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通过否定南京大
屠杀来实现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
史的雪崩式修正，否定东京审判和
其他审判确定的东亚国际秩序，从
而达到成为“正常国家”的战略目
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否定
南京大屠杀这一反人类罪行，三十
万亡灵不答应、十三亿中国人民不
答应，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
不答应。”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是全
人类的遗产；维护这一史实，是全
世界的责任。

“中华民族是一个经历过众多苦
难的民族，对和平有着特别的执著
和愿望。而习总书记在公祭仪式上
的讲话充分阐述了中国人民向往和
平的意愿。”南京档案馆副研究员
夏 蓓 说 ，“ 决 不 允 许 历 史 悲 剧 重
演 ， 早 已 成 为 世 界 主 流 社 会 的 共

识，习总书记站在历史高度的重要
讲话，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繁荣、人
民幸福的美好未来，更加憧憬自己
的梦、人民的梦、中国的梦！”

共 青 团 江 苏 省 委 书 记 万 闻 华
说：“习总书记说 和 平 就 像 阳 光 雨
露，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
长，我们要引导广大青少年同世界
各国青年在追求各自梦想的道路上
互相包容，互相支持。发展好我们
的国家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我们
要 引 导 广 大 青 少 年 ， 把 个 人 的 梦
想融入到国家发展中，成长为能担
重任的栋梁之材。用双手创造国家
富 强 、 民 族 复 兴 、 人 民 幸 福 的 中
国梦。”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燕文主持座谈会。她说：“习总书记
在讲话中强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
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历史
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
都不能遮蔽更不能篡改。历史是最
好的清醒剂，我们举行国家公祭活
动，不是揭历史的伤疤，而是让大
家直面历史之痛，以史为鉴。”

历 史 无 法 重 来 ， 未 来 可 以 开
创。与会者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总 书 记 的 党 中 央 周
围，肩负起历史与时代的重任，为
世界和平发展不断作出贡献，这也
是我们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最好的
告慰和祭奠。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否认罪责意味着重犯
——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学习座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公祭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否认罪责意味着重犯
——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学习座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公祭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吴

陆 牧 报 道 ： 12 月 13
日上午，南京市档案
馆 联 合 重 庆 市 档 案
馆、重庆市渝中区委
宣 传 部 在 重 庆 举 办

《前 事 不 忘 后 事 之
师——南京大屠杀案

“ 市 民 呈 文 ” 档 案 史
料 展》， 以 揭 露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的 侵 华 暴
行，表明中国人民反
对侵略、捍卫和平的
坚定立场。

据了解，此次展
出的史料包括南京大
屠杀的数十幅历史图
片 和 40 余 份 “ 市 民
呈 文 ”， 展 览 吸 引 了
不少市民参观。主办
方表示，这些呈文详
细记述了日军南京大
屠杀期间南京市民真

实的生活状况，是侵华日军在南
京犯下反人类暴行的真实记录，
也是审判日军战犯的重要证据，
是国际战争罪行调查体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

重庆举办南京大屠杀档案史料展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 念 馆 参 观 人 数 创 历 史 新纪 念 馆 参 观 人 数 创 历 史 新 高高

◀12 月 14 日，参

观者在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据 新 华 社 南 京 12 月 14 日 电
（记者蒋芳 蔡玉高） 首个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后，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4 日
重新对外开放。据馆方统计，当日参
观人数达到 10.35 万人次，创历史新
高。同时，今年以来的参观总人次
已达 734 万，创建馆 29 年来历史最

高纪录。
14 日 上 午 不 到 8 点 ，纪 念 馆 入

口处已经排起了长队，为了让观众
能够尽早入馆，馆方特意将开馆时
间从 8 点半提前至 8 点。仅 2 个多
小时后，入馆参观人数就超过 3.8 万
人次。由于参观人数排队过长，馆
方再度将闭馆时间从下午 4 点半延

至 5 点半。截至 14 日闭馆时，参观
人数达 10.35 万人次。

纪念馆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前
来致电询问开闭馆时间的人特别多，
两台电话都被“打爆了”。据了解，为
保障观众有序参观，纪念馆也制定了
应急方案，对公祭台和公祭鼎、史料陈
列厅、万人坑遗址都做了防护措施。

1994 年 12 月 14 日，世界上综合
规模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三峡工
程正式开工。

大江截流、双线五级船闸试通
航、首批机组发电、实现 175 米蓄水
⋯⋯20年过去，三峡工程在防洪、发
电、航运、生态等多方面源源不断发
挥综合效益。

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

巍峨大坝“吞吐”江河
削峰拦洪凸显效应

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张粉红色
“生死牌”引人关注——这是 1998 年
长江特大洪水期间，16 名守堤党员

“誓与大堤共存亡”的坚定承诺。
那一年，长江干堤险象环生，洪

水造成 3004 名群众死亡，受灾人口
2.23亿，数千万亩农田减产绝收⋯⋯

2012 年 ， 长 江 流 域 再 遇 洪 水 。
尽管每秒 7.12 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超
过了 1998 年，但三峡水库充分发挥
拦蓄功能，将下泄流量削减 40%左
右，大大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百万
军民上堤抢险的历史不复重现。

防洪，是兴建三峡工程首要目
的。三峡水库蓄水至 175 米后，可拦
洪库容达 221.5 亿立方米，相当于 4
个荆江分洪区的蓄洪量。由此，长江
最险处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可从十年
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即使出现千年
一遇的洪水，配合其他分蓄洪工程，
也可避免下游江汉平原发生毁灭性
灾害。

三峡工程，成为长江防洪“王牌”。

电力“点亮”半个中国
助力经济发展转型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三 峡 电 站 总 装 机 容 量 达 2250 万 千
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882 亿千瓦时。
以其为中心，供电遍及八省二市，惠
及 人 口 近 6.7 亿 ， 约 占 全 国 人 口 的
50% 。 三 峡 工 程 “ 点 亮 ” 了 半 个
中国！

截至 11 月 4 日，三峡电站累计发
电 量 突 破 8000 亿 千 瓦 时 ， 相 当 于
2013年全国用电量的 15%。

而今，三峡工程不仅为中国经济
发展提供动力保障，更以清洁的水电
能源助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从 2003 年 7 月 10 日三峡电站首
批机组投产发电至今，三峡电站累计
为社会节约原煤消耗 4 亿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8 亿吨、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 800 多万吨，为“美丽中国”注入
不竭的清洁动力。

引进消化吸收创新
装备技术走向全球

三峡工程的“心脏”由 32 台 70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组成，然而，
在建设之初，国内厂家尚不具备制造
32 万千瓦以上水电机组的能力。依托
三峡工程，中国水电走出一条技术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功之路。

在三峡电站左岸机组招标时，国
内厂商只能获得分包份额。7 年后，
右岸电站机组招标，国内企业和世界
巨头竞争，独立拿下 8 台机组订单，

我国水电重大装备实现了 30 年的技
术大跨越。

晚于三峡电站兴建的溪洛渡和向
家坝水电站，基本完全国产化的 77
万和 80 万千瓦机组已投入运行，正
在紧锣密鼓地研制 100 万千瓦国产化
机组。

通过参与三峡工程建设，一批
大型国有企业具备了与国际水电巨
头同台竞争的实力。如今，从东南
亚的老挝、马来西亚到非洲的几内
亚、苏丹，都留下了中国水电企业
的身影。

三峡技术，从中国走向全球。

黄金水道名副其实
流域经济加速崛起

在重庆唐家沱码头，滚装船满载
新下线的长安福特轿车，准备运往
下游。

2001 年，福特汽车和长安汽车
在重庆成立合资公司。福特选择重庆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峡工程蓄水
后长江便利的航运条件。

西陵峡中行节稠，滩滩都是鬼见
愁。曾经的川江航道，滩浅、礁多、
水急，“自古川江不夜航”。

自三峡工程蓄水后，长江中上游
航道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宜昌至重庆
660 公里河段的航道等级从 3 级升级
为 1级，实现了全年全线昼夜通航。

从上海至重庆，一条大江畅通东
西，助推长江经济带加速崛起。2013
年，长江干流货运量约 20 亿吨，稳
居世界第一。

库区面貌天翻地覆
百万移民迈向幸福

三峡移民在世界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史上前所未有，共搬迁城市和县城
12 座、集镇 114 座，搬迁安置移民
129.6万人。

为了支持移民搬迁和库区发展，
中 央 先 后 出 台 了 27 项 优 惠 扶 持 政
策。三峡工程还开创了全国对口支援
的先河，截至 2013 年底，共为库区
引进各类资金 1500 亿元，充分彰显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经过 20 多年的长足发展，曾经
积弱积贫的三峡库区面貌发生历史性
变化，放眼今日库区，一大批名优企
业从全国汇聚库区，优化了产业结
构，转变了库区发展方式，三峡库区
正向现代产业高地迈进，百万移民安
居乐业，满怀希望走向安稳富裕：

——自三峡工程建设以来，库区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 2.6 万亿元，
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工程建设前的
150倍；

——2013 年，库区人均 GDP 由
1992 年 的 950 元 增 加 到 3.94 万 元 ，
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从 41%提升到
94%；

⋯⋯
我们坚信，随着 《三峡后续工作

规划》 的进一步深入实施，库区人民
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文/新华社记者 林 晖 何 宗

渝 李思远

（新华社北京 12月 14日电）

高峡出平湖 当惊世界殊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20 周年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