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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知

儿童节源于

一场大屠杀

又到儿童节，一个承载很多
人美好童年记忆的节日，在从小
感受儿童节带来的欢乐的时候，
很少有人知道，六一儿童节的背
后其实有个悲惨的故事。

国际儿童节

是从1949年开始的

六一国际儿童节，在每年的
这一天，很多国家都会为儿童开
展一系列庆祝活动，这个国际性
的节日是从1949年开始的，而其
根源还是在二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捷
克的利迪策村发生了一起让人
震惊的大屠杀，历史上称为利迪
策惨案。1942年6月10日，德国法
西斯在捷克利迪策村枪杀了16

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
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
往集中营。村里的房舍、建筑物
均被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就
这样被德国法西斯给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
界各地经济萧条，成千上万的工
人失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儿童的处境更糟，有的得了传染
病，一批批地死去；有的则被迫
当童工，受尽折磨，生活和生命
得不到保障。为了悼念利迪策惨
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
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
以及保障儿童权利，1 9 4 9年 1 1

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
科举行理事会议，各国代表愤怒
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
反动派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
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
权、保健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
将6月1日定为儿童的节日。

日本每年过仨儿童节

近代最早提出“国际儿童
节”的概念还是在1925年，那一
年8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
于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上，首次
提出了“国际儿童节”的概念。
在那次会议上，有54个国家的爱
护儿童代表，聚集在瑞士日内
瓦，会议通过《日内瓦保障儿童
宣言》。宣言中，对于儿童精神
上应有的享受、贫苦儿童的救
济、儿童谋生机会的获得，以及
怎样救养儿童等问题，均有热烈
讨论。自此次大会后，一方面借
以鼓舞儿童，让儿童感到幸福、
快乐，另一方面也为引起社会重
视与爱护，各国政府都先后规定

“儿童节”。
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

儿童节日期不同，习俗也不一
样。日本是世界上庆祝儿童节次
数最多的国家，他们一年要庆祝
三次儿童节，3月3日是女孩节，5

月 5日男孩节，1 1月 1 5日“七五
三”儿童节，专门为三岁、五岁
和七岁的孩子庆祝。在巴西，儿
童节是在8月15日，这一天正好
也是巴西的“全国防疫日”，所
以，每到这个日子，各地的医生
都要为孩子们看病。大多数伊斯
兰国家将斋月后第14天定为“糖
果节”，这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
儿童节。非洲西部的国家大都有
专门的“儿童狂欢节”，一般持
续一个月。非洲人能歌善舞，尽
管人们的生活条件不相同，所有
孩子都会尽情欢乐，热闹非凡。

<<<< B03

孩孩子子的的愿愿望望，不不用用藏藏在在心心底底
“牵手关爱”行动今年将帮助三万贫困留守儿童

每每次次出出国国
都都找找抗抗战战史史料料

本报济南6月2日讯（记者
尹明亮） 即使父母不在身

边，但不能让他们的童年没有
陪伴。在今年这个六一儿童
节，临沂市沂南县的100个贫困
留守儿童每人收到了1000元的
助学金，从今年2月份开始，省
关工委、省慈善总会、团省委
共同启动的山东省“牵手关
爱”行动开始在沂南试点，381

个志愿者开始守护着381个贫
困留守儿童成长。虽远离父
母，但在家乡的孩子们依然在
关爱中成长，今年，“牵手关
爱”行动将在全省帮助3万个贫
困留守儿童。

“孩子的母亲失去联系，
父亲在外地打工，一直与奶奶
生活的孩子总是十分内向。”
对在沂南一家工厂上班的志
愿者邵长娟来说，自从3月份与
当地与一个留守的初中男孩
结对，她的心也一直牵挂着孩
子的成长，“父母不在身边，孩
子的性格也有些孤僻，不太愿
跟人说话。”在一个志愿者组

织做义工，偶尔带着孩子去参
加志愿活动，组织孩子们一起
游玩，邵长娟与同在志愿者组
织的其他十几个志愿者一起，
希望带着留守的孩子们走进
一个爱的氛围。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也
拥有正常的亲情陪护。“从今

年二月份开始，我们先从全县
六个镇的留守儿童中筛选出
了这些孩子，并招募志愿者与
他们一对一结成对子，希望孩
子们在志愿者的陪伴下能够
健康快乐地成长。”沂南县团
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
个毛绒玩具、一张书桌、一本

词典……登记册上记录着留
守儿童们一个个微小心愿，在
家陪着年长的爷爷或奶奶，生
活拮据的孩子们原本不难实
现的愿望也都藏在心底，在工
作人员统计的孩子们心愿中，
到附近的竹泉村或影视基地
玩一趟，是很多孩子共同的心
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活动
开展近四个月，孩子们的小心
愿基本都已经实现，“最欣慰
的是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
其实看似很简单的一个行动，
对孩子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件
事情。”

与沂南一样，在全省各地，
留守儿童同样是一个不小的群
体，记者了解到，在沂南的试点
小有成效之后，“牵手关爱”行
动也将在全省展开，省慈善总
会将提供200万元启动资金，帮
不少于3万个贫困留守儿童每
人圆一个小小的心愿，带他们
感受一下城市的样子，给他们
像别的同学一样的学业辅导、
心理疏导和亲情陪护。

“抗战时，父亲把身体和生命全都献给了国家。我想，父亲
的这封遗信更应该献给国家。”5月29日，年过八旬的朱炳向山
东省档案馆捐赠了一封家书。这封家信朱炳保存至今已有83
年，是当年日军进攻上海，父亲朱蓂阶写给姐夫陈友唐的信。

“刻下沪事日极，大战即在目前，生死存亡，胥系于此，惟
我方只要沉着应战，作持久战，最后胜利尚有望也！”为了保存

这份珍贵的档案，朱炳用信纸里里外外包了三层。朱炳说：“这
封信至今仍保存着父亲当时对时局的分析论断，也被后来的
八年抗战所证实。”

朱炳回忆，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徂徕山举行抗
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战队伍。1月24日晚在北鄙小寨村，父亲朱
蓂阶亲率23人趁黑夜直奔徂徕山起义地点法华寺，被中共山
东省委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二中队。
经多次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独立第一师，朱蓂阶任二团一营
连长，二团参谋。

在战争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朱蓂阶参加抗日
宣传，公开与敌人开展武装斗争。直到1942年11月初，朱蓂阶
被关押在日军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日军对其进行了三次审
讯，第三次他没能走下审讯台，血洒刑场。年仅42岁的朱蓂阶
壮烈牺牲。

“我自愿将档案资料捐赠给山东省档案馆永久保存。”除了
这封1932年在山东青州任教时写给陈友唐的信，朱炳还向省档
案馆捐赠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朱蓂阶北京大学毕
业证、革命烈士朱蓂阶革命烈士证书和朱蓂阶早年的照片。

省档案局副局长郭萍接过朱炳老先生的捐赠，为老先生
的奉献精神“点赞”。郭萍表示，“历史是不会被磨灭的，这些珍
贵的档案材料会更好地警示未来。请朱炳及家人放心，我们会
把这些档案保存好、利用好，一代代传下去，不能辜负烈士的
心愿。”

“每次出国，除了公务活动外，我都要到当地的旧书摊上逛
逛，搜集日军侵华的材料。”1日，山东省政协委员肖培华将他从
国外“背回来”的历史档案捐赠给山东省档案馆。其中包括《支
那事变写真全辑·北支战线》《日支大事变画报》《满洲大事变大
画谱》《画报跃进之日本》《支那事变写真全辑之武汉、广东攻略
战》。

翻看《支那事变写真全辑·北支战线》，毕业于日本早稻田
大学的肖培华介绍，这本画册出版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2月，
记载了日军侵略山东济南、泰安、淄博等地的图片和文字记录。
其中，“山东战线”“济南的春天来了”等字眼清晰可见。

在这本写真全辑中，日军特派员用图片记录了当年日军侵
占山东的全过程。内含有日军在黄河沿线的作战，包括在黄河
岸边的骑兵部队行军图片，对黄河北岸的扫荡、炸毁黄河大桥
等报道。根据写真全辑的记录，日军在占领济南后，进行了占领
济南入城仪式。

由东洋文化协会发行的《画报跃进之日本》里也不乏对侵
华的图片和文字记载。对日语颇有研究的肖培华告诉记者，当
时画报中就已经有了美化日军侵华的图片，像日本老师在占领
区教中国民众识字等图片。市区露天商店等反映当时民情的照
片也是日军特派员摄影的重要视角。

说起收藏和捐赠的故事，肖培华颇为激动。他说，日军在中
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如今却不承认。搜集、捐赠的这些资料都是
日军战时出版物，并不是咱们翻版的，足以证明日军侵华的事
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侵略中国的罪行。

从日本、韩国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肖培华都会在当
地市场上搜集日军侵华的证据。“在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契机，
捐赠这些档案是为了能让当代的中国年轻人了解历史，让日本
正视历史。我想这是每个爱国人士应该做的。”肖培华表示，以
后还将继续搜集相关资料。

父父亲亲遗遗信信
定定要要留留给给后后人人

肖培华搜集到的日本侵华画册。 朱炳父亲遗留下来的关于抗战的书信。

六一儿童节，沂南县志愿者们陪留守儿童过节。 受访者供图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临近，两位老人选择此时将自己珍藏的档案呈献给世人，一个走遍四海，搜集日军
侵华罪证；一个珍藏着牺牲父亲的最后一封书信。让后人铭记那段历史，让战争远离，是老人们共同的心愿。

要要让让抗抗战战历历史史被被铭铭记记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曲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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