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沙难民营传染病泛滥 当地卫生部门：
至少有36万例病例

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地带难民营中至少

有 36 万例传染病病例，实际数字可能更高。联合

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12 日发出警告：由于日常

必需品持续短缺、居住条件过于拥挤，加沙地带的

疾病传播正在加剧。

据了解，呼吸道感染、天花、腹泻和流感病例正在

加沙难民中蔓延。厕所数量不足加剧了这一问题。

加沙地带目前只有 11 家医院仍能部分运作，

其中仅 1 家医院在北部运营。世卫组织 10 日表

示，几乎所有加沙人口都已沦为难民，目前加沙地

带“平均每 700 人才有 1 个淋浴间，每 150 人才有 1

间厕所”。

世卫组织警告，加沙医疗保健系统正在崩溃，

这为疾病在当地传播提供了条件。

（据海外网） 加沙难民饮水困难。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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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13 日，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简称“纪念馆”)，黑色“灾难之墙”映衬出“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白色大字。人流缓缓汇聚、依

序站定。广场寂静无声，气氛肃穆庄严。

十时整，在纪念馆集会广场，中国第十次以国之

名，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6 周年，亲历浩劫的

人早已白头，但对真相的传承跨越时光，不分老少。

作为历史见证人，白发苍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艾义英等人，坐在公祭队列的前排。从满头青丝到鲐

背之年，他们一遍遍自揭伤疤、讲述亲身经历，人生垂

暮仍努力坚持。时光流逝，能如常参加国家公祭仪式

的老人越来越少。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仅剩 38人。

13 岁的李玉瀚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曾

孙，他加入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队伍。当天

上午，李玉瀚在学校参加公祭相关的朗诵活动。这位

小男子汉感到肩上担子很重：“我有责任把我们家的故

事、这段历史，继续讲述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去了解、

去知晓。”

对和平的守望跨越国界，无论近远。当日，中国多

所抗战主题纪念(博物)馆、抗战纪念地学校以及海内外

国际友好学校同步举行悼念仪式。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海外社团、商会、中资机构，或设立悼念仪式分会场，

或在所在地举办烛光祭、和平集会、史实展等。“和平火

炬”在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个侨团中传递，逾 30

万人次“云接力”。

时隔 86 载，古城南京已今非昔比，市内 17 处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同步悼念浩劫中逝去的生命。

长江畔的中山码头丛葬地，日军曾于周边以机枪射杀

难民，弃尸江中，如今的滨江带风光旖旎，巨轮在“黄金

水道”中缓缓前行。 北极阁丛葬地曾残骸盈街，伏尸

塞道，如今是半山花园，青柏成林。当凄厉的警报声响

起，车辆停驶，人们驻足默哀。

2005 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江苏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赵龙，提交了《关于将每年的

12 月 13 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的提案》。作为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首倡者，赵龙表示：“我坚定地

认为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值得去做的事。”在他看

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正是国行公祭

的意义所在。

（据中国新闻网）

历史不能忘却 和平需要守护
第十个国家公祭日，南京举行大型纪念活动

拾到近16万元
江苏13岁男孩
归还失主

事发去医院探望病重
父亲的路上

12 月 11 日，江苏宿迁一名名叫杨轩的

13 岁少年，心中怀揣着对重病父亲的深深

牵挂，踏上了探望之路。在路上，他意外地

捡到了一个装有近 16 万元现金的包裹。面

对这笔巨款，这名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和

迟疑，他立刻选择了报警并将现金归还给

失主。

警方的到来，让这个场景变得更加的

庄重和严肃。少年和警方一起清点了现

金，并将这些钱币交给了警方。警方随后

通过监控录像找到了失主，并将现金归还。

失主对少年的高尚品质表示感激，并

赞扬他拾金不昧的精神。

（据网易新闻）

中国咖啡店数量
成全球第一

中国咖啡店数量超过美国，成全球第

一。过去一年增长 58%后，中国成为全球拥

有品牌咖啡店最多的国家，超过了美国。

根 据 Allegra Group 旗 下 研 究 机 构 World

Coffee Portal 12月 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国目前有近 50000 家咖啡店。连锁品牌瑞

幸咖啡和库迪咖啡合计净增逾 11000 家新

店，是推动这一增长的主力。报告称，整个

东 亚 大 约 有 120000 家 咖 啡 店 ，中 国 占 了

40%以上。

（据界面新闻）

联大通过
巴以停火决议草案

据塔斯社 12 月 13 日报道，联合国大会

投票通过了埃及和毛里塔尼亚提交的决议

草案，要求立即在巴以冲突地区停火。

报道称，153 个国家投票赞成该文件，

包括俄罗斯、巴西、伊朗、西班牙、加拿大、

中国、古巴、阿联酋、法国、沙特阿拉伯、瑞

典、瑞士等。10 个国家表示反对，包括奥地

利、以色列、美国和捷克。英国、德国、乌克

兰等 23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此前，联合国大会否决了美国要求谴

责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的修正案。联合国

大会还拒绝了奥地利的修正案，该修正案

称，哈马斯和其他组织扣押人质。

报道称，埃及和毛里塔尼亚在联合国

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紧急特别会议上

提出的决议草案基本重复了阿联酋上周在

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文本，后者当时因美

国否决而未获通过。

另据法新社 12 月 12 日报道，巴勒斯坦

常驻联合国代表里亚德·曼苏尔表示，绝大

多数国家投票支持在加沙实现人道主义停

火，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有 153 个国家支

持冲突各方放下武器。

决议案要求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并释放所有人质。此外，该文件要求冲突

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据参考消息)

美国还会支持乌克兰继续战争吗？

拜登：能支持一天算一天
当地时间 1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期间，会

见了美国总统拜登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其他高层人员，

以图推动美国国会尽快通过下一轮对乌克兰的援助。

不过，CNN 新闻报道称，泽连斯基此行与去年的“英雄

欢迎会”访美之行截然不同，似乎未能推进援助，连拜

登在会后也改口，首次表示“我们能支持（乌克兰）多久

就支持多久”。

就在 6日，美国参议院未能通过一则援助乌克兰和

以色列、加强美墨边境管制、并在亚太“应对来自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的挑战”的法案，以 49 票赞成，51 票反对

失败，每位共和党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许多共和党

人士表示美国已对乌援助了 1110 亿美元，厌倦继续援

乌了。

拜登过去一直坚持，援乌“需要多久，我们就支持

多久（as long as it takes）”，但是 12 日会见泽连斯基后

首 次 表 示“ 我 们 能 支 持 多 久 就 支 持 多 久（as long as

we can）”。CNN 等美媒认为，拜登改口意味着他也意

识到美国国内民众对援乌的支持率在持续下滑，国会

通过任何援乌法案也将愈发困难。

拜登表示，没有国会的进一步拨款，“我们很快将

无法继续满足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需求”，这“将送给（俄

罗斯总统）普京一个最大的圣诞节大礼”。他此前多次

批评共和党“拿我们的国家安全当儿戏”。12 日当天，

他宣布立刻批准对乌援助 2 亿美元，资金源自美国

2022 年通过的一项对乌援助拨款法案，当时民主党还

控制着众议院。

《华尔街时报》报道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国

际上对俄乌冲突的关注度明显下降。而美国军援力度

大幅减少将削弱乌克兰的作战能力，根据基尔世界经

济 研 究 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数

据，乌克兰所获的大约一半军事援助来自美国，而其他

国家很难填补空缺。近几个月来，随着美国援助力度

的放缓，一些乌克兰部队已开始缺少炮弹。

在首次与泽连斯基一对一会谈半小时后，美国新

晋众议院共和党议长迈克·约翰逊表示，目前，援乌法

案通过的可能性将较为渺茫。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日表示，泽连斯

基此行是在“乞求美国主人不要停止慷慨施舍”，想要

美国政府“照顾乌克兰胜过照顾美国人民”，还称乌克

兰语 Telegram 上有消息称只有将乌克兰的所有资产放

在美国黑岩集团托管下，乌克兰才能获得下一批援助，

认为泽连斯基“只关心自己的政治未来和生命”。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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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世遗之地，解密茶寿之

乡。12 月 7 日至 9 日，全省 130 余

名新闻战线青年编辑记者齐聚

娄底市新化县，探寻千年古邑的

独特魅力，在青山秀水、人文历

史中感受一见倾“新”的梅山风

情。

“世界双遗地”紫鹊界梯田

层层叠叠，“亚洲最美地质博物

馆”梅山龙宫鬼斧神工，“湖红之

源”渠江源水碧山青，大熊山国

家森林公园恍如人间仙境，向东

古街弥漫人间烟火……新化，古

称梅山，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境

内 梅 山 文 化 、蚩 尤 文 化 源 远 流

长、交相辉映。新化，山川秀丽、

物华天宝，拥有国家级旅游资源

8 处、省级旅游资源 17 处，现有梅

山龙宫、紫鹊界梯田等 4 个 4A 景

区，先后跻身中国最具魅力文化

旅游百强县、首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全省首批文化

旅游特色产业重点县行列。

依托自然禀赋，新化着力实

施“旅游立县”战略，按照“全景

梅山、全业融合、全民共建、全域

共享”发展思路，整合旅游资源，

挖掘文化内涵，推动产旅融合、

文旅融合，闯出一条全域旅游发

展新路。

本版图片由新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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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鹊界梯田紫鹊界梯田（（资料图资料图））

梅山龙宫

向东街民俗表演

熊山古寺

渠江源

梅山傩戏梅山傩戏

渠江源茶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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