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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人民民当当家家作作主主须须增增强强党党的的领领导导
——— 二论贯彻习近平在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讲话精神

在一个政治系统中，居于核
心地位的主导力量是维护公平、
确保效率的关键。在中国，这一
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
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
主”，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深刻阐释了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前提，
明确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

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
从革命战争时期以“投豆选举”

“三三制”等形式在解放区实行
广泛民主选举，到1954年确立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再到上世纪90

年代8亿多农民实行村民自治，
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成功开辟
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
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实践证
明，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必

须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
邓小平曾说，在中国这样的

大国，没有一个党的统一领导，
“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党
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
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势和特点。没有党领导人
民有效治理国家，就难以防止群
龙无首、一盘散沙的局面；不能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无
法避免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
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

保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只能
增强，不能削弱。

加强党的领导同发挥国家
权力机关的作用是一致的。善于
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
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
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
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
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
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
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
党全国团结统一，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四个善于”，正是保证人

民民主权利、发挥制度优越性的
关键所在。

当前，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
起势，正是中流击水、闯关夺隘
之时。作为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关重要、不
可替代。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
能保证这一制度更好地发挥促
进改革发展、维护人民利益的作
用，让我们的政治更有朝气，让
我们的民主更有活力，让13亿人
民的明天更加美好。 据新华社

本报济南9月6日讯（记者
高扩） 9月 3日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刚刚
过去，1 2月 1 3日我国首个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将要
到来。值此之际，也为了迎接明
年 的 抗 战 胜 利 7 0 周 年 纪 念 活
动，省档案馆与齐鲁晚报联合
推出“民族记忆——— 档案里的
山东抗战”大型报道和抗战档
案史料征集活动。

本 次 征 集 的 各 类 史 料 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

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地域以山
东地区为重点范围。征集与抗
战有关、能反映抗战史实或可
供研究陈列的史料、实物等，史
料包括文件、出版物、日记、书
信、照片、地图、宣传画、影像、
证件等。揭露日军暴行和罪证
的史料主要反映日本帝国主义
者在山东实行殖民统治期间制
造的惨案、暴行。

我们将根据征集到的抗战
档案史料，解读背后的抗战故
事，同时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寻
找当年叱咤风云的抗战老兵。
然后，我们将适时推出“民族记
忆——— 档案里的山东抗战”大
型主题展览，并择机推出“致敬
老兵”大型公益活动。

征集方式主要是捐赠，提倡
社会人士无偿捐赠，山东省档案
馆将与捐赠者办理交接手续，向
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经鉴定属
于珍贵的档案史料，山东省档案
馆可以进行征购。档案所有者也
可以采用寄存的形式，将其藏品
交省档案馆代管。凡征集到的档
案史料，由省档案馆负责保管和
对社会提供利用。

如果您有相关的史料证据，
可拨打本报热线96706，也可邮寄
或送至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
传媒大厦27楼齐鲁晚报时政新闻
中心。您也可以联系省档案馆档
案接收征集处，联系电话为0531-
68609131、68609128，或发送电子
邮件至gha0531@163 .com，省档案
馆的邮寄地址为济南市经十路
11619号。

根据需要，山东省档案馆今
年还将开始招募并建立档案志
愿者队伍，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收集社会散存档案，传播档案文
化，有意者可来电来函咨询相关
内容。

本报记者 高扩

“（1937年）9月25日，
敌机九时许来袭，激战甚
烈。当见有三架中炮坠
落。十二时又来，二时许
又来，共五次九十六架投
弹二百余枚……”山东省
档案馆保存着一套时间
跨度长达70年的私人日
记，其作者是曾担任过20
世纪30年代德国驻华大
使陶德曼秘书的孙积诚。
他的《金陵日记》记录了
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累累
暴行，有力地佐证了日军
的大屠杀行径。

孙积诚事业的真正起点就
在济南。1911年，15岁的孙积诚
背起行囊，独自来到济南，进入
刚刚创办的西式私立学校———
济南德文高等学堂。1916年后，
孙积诚在宋教仁创办的北京中
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

五年后，孙积诚在师友的
推荐下凭着扎实的德文基础被
德国哈尔滨领事馆聘为秘书，
参与处理一些外交事务。直到
1935年，新任驻华大使陶德曼

经苏联赴中国上任，途经哈尔
滨领事馆时，一眼看上了处事
稳重、能力过人的孙积诚。自
此，孙积诚开始任陶德曼的私
人秘书，一干就是7年。

正是在南京任职的这段时
间，他用日记将所见所闻一一
记录下来。据他回忆，在此后的
半个世纪中，侵华日军制造的

“南京大屠杀”惨案成为他不愿
面对而又挥之不去的梦魇。

“10月5日，早九时左右敌

机来袭，未逞。五时许又来，激
战，投弹久即去；11月19日，早
夜二时许，敌机来盘旋掷弹。至
五时许始去，九时许又来。十二
时许又来，弹落。南城及下关均
有火起。”仔细研读过《金陵日
记》后，发现《金陵日记》记载的
内容，可以和同样记录当时情
景的《拉贝日记》中的一些内容
互相印证，对当时一些人名、地
名的记载，《金陵日记》比《拉贝
日记》更准确。

撤离南京后，孙积诚又辗转
工作于重庆、上海的德国领事
馆。1942年中德断交，孙积诚应
骋担任上海中国航空公司的总
经理秘书，上海临近解放时，配
合中共地下党，为给新中国保护
公司财产做出了贡献。

孙积诚老人自1922年起坚
持天天写日记，从未中断，一直
记到临终前半个月，时间跨度

长达70年，即使在战争年代颠
沛流离的路途中，他也每日坚
持研墨写日记。

由于《金陵日记》书写风
格比较简明，对南京陷落前后
过程的描述并没有深入下去，
但孙积诚在晚年的自传《海洋
的一滴》中曾对南京陷落的前
后有过细致的回忆。

他在《海洋的一滴》“目睹

劫后的南京”一节中写道：“日
军入城后即大肆屠杀，常或搜
捕若干人集中扫射，或令排队
站在水塘周围，日兵从背后逐
个用刺刀刺挑，倒入塘中，尸
体常至堆叠满塘。”

1992年8月13日，孙积诚
在北京辞世。2001年，孙积诚
的侄子孙金铭将这些珍贵的
档案资料全部捐献了出来。

“纸上硝烟”

继续征集中

史料投送

联系方式

中中国国版版拉拉贝贝日日记记揭揭日日本本暴暴行行
作者为抗战时期德国驻华大使秘书孙积诚

文/片 本报记者 高扩
通讯员 洪升

坚持写日记70年，侄子将资料捐献

民族记忆·纸上硝烟

孙积诚记录的档案资料（左图）与日记原文（右图）。

相关新闻

国国民民党党抗抗日日英英烈烈名名录录已已力力求求准准确确
民政部回应“抗日英烈名单有误”，称依据当时官方档案整理

本报讯 9月1日民政部公
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引发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起到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但是也有人认为此
次公布的名录当中有个别英烈
的信息确实值得商榷。对此，民
政部优抚安置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国民党抗日英烈名录信息
主要是依据当时官方档案以及
史料。

据媒体报道，名录公布后，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
胡博指出，位列其中的国军英
烈中有21人存在“生年”误差，
16人存在“职务”误差，6人存在
“所在部队的隶属”误差，2人存
在“姓名”误差。其中，1名副师
长王祯祥更是“查无此人”。

民政部表示，他们在研究
论证过程中也曾经遇到类似的
情况。公布国民党抗日英烈名
录相关信息，主要依据当时的
官方档案和相关的史料，同时

也根据多数专家的论证意见研
究确定。

据了解，按照中央部署，从
今年3月起，民政部会同军地12
个部门共同开展抗日英烈名录
的收集整理还有遴选编撰以及
核实论证等工作，历时5个月。

民政部负责人表示：抗日
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环境等多
种因素影响，一些抗日英烈的
事迹没有被及时记载、完整保
存下来，后人在整理、传颂过程

中也存在相互不太一致的情
况。为了力求准确，他们在整理
名录过程中，主要以国家档案
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放
军档案馆等一些单位提供的档
案资料为依据，同时也参阅《解
放军烈士传》《革命烈士传》《中
华民国国民政府铨叙厅叙任将
军全名录》和《民国军事史略
稿》等历史丛书和资料，并阅查
了大量相关抗日书籍和出版
物。 据中广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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