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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戴  欣 王婉雪

　　近日，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北院区急
诊科，上演了一场医护人员与死神的赛跑。
　　“快来人啊！救人啊！”家属急促的呼救声打破深
夜寂静。凌晨时分，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晕倒在急诊室
门口。急诊科护士长秦玉玲与值班医护人员快速将
患者转运到平车上，并将他的头偏向一侧。由于来不
及躲避，秦玉玲的白衣瞬间被患者呕吐的血液喷溅
染红。
　　此时，患者已接近休克状态，皮肤黏膜发白，值
班医生诊断患者发生消化道大出血。由于急救室已
是满床状态，科室启动加床预案。秦玉玲带领大家实
施抢救，吸氧、心电监护、动脉穿刺……急救措施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
　　突然，心电监护传来报警声，患者血压降低。值
班医生立即下达医嘱：“需要尽快建立静脉通路补
液。”当时患者已呈休克状态，血管条件极差，大家都
没有把握穿刺成功。“我来！”秦玉玲取来止血带，消
毒、穿刺、固定，用教科书般的操作，为患者穿刺成
功，建立生命通路。看着患者趋于平稳的血压，大家
都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惊险急救，对秦玉玲来说是日常工作。她
说：“我总觉得只要再早一点、再快一点，就能挽救更
多生命，为更多患者减轻病痛。”
　　1999年，从国庆大阅兵队列走下来的秦玉玲放弃
留校机会，成为军队传染病医院一名护士。20多年间，
她始终坚守在传染病防控、急危重症护理最前线，先
后参加抗击非典、汶川抗震、防控甲流、抗击埃博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任务，是我国第一位连续3
年先后3赴非洲抗击埃博拉的女性军队护理工作者。
　　秦玉玲作为军队唯一代表，受邀在2016年全国
护理工作座谈会上作交流发言；被中华护理学会评
为“杰出护理工作者”，被国家卫健委评为“优质护理
服务先进个人”和“最美援外医疗队专家组成员”。
　　秦玉玲深知，抗击传染病是一条逆行之路，也是
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必行之路。既要自己能冲锋
在前，又要尽己所能，为传染病专科培养人、塑造人贡
献一份力量。在全军传染病护理示范基地建立之初，
秦玉玲便承担了理论授课和临床带教任务。之后，她
兼任中华护理学会传染病专科班教员，多次前往宁
夏、青海等地开展急危重症、传染病防控护理等培训。
　　“急诊护士总是冲在守护生命第一线，秦玉玲护
士长是我们的排头兵。”回想起秦玉玲脱下防护服被

汗水浸湿的背影，护理骨干小乐深受触动。刚来急诊
科工作时，小乐曾被传染病患者突然吐血的场景吓
哭，秦玉玲一次次冲锋的姿态、坚毅的目光、笃定的
话语仿佛定心丸，激励她苦练技能、坚守岗位。
　　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面对一个个鲜活
的生命惨遭吞噬，秦玉玲主动请缨加入解放军首批
援非医疗队。工作期间，她为当地培训了300余名医
务人员，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传染病防治队伍”。这些
年，秦玉玲累计培训、带教国内外各级各类护理人员
近万人次，培养近500名传染病专科护士，其中100余
人走上传染病护理管理岗位，50余人在当地医院开
展传染病培训任务。
　　秦玉玲说：“只要国家有号召、组织有任务、人民
有需要，我便义无反顾。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军
人、护士的铮铮誓言，值得用一生去践行。”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严琼秀

　　6月26日至27日，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
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本次研讨会
以“推动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围绕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课程
设置、内容要求、方法手段和特点规律等方
面交流经验做法、研究探讨面临的矛盾问
题，共商推动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高质量
发展大计。
　　研讨会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
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司、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
导，西安交通大学、《国防教育》杂志社、《中
国民兵》杂志社联合主办，旨在贯彻落实新
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
　　本次研讨会分为专家主题报告、学术
交流、学术沙龙、分组讨论、精品课教学示
范五个环节组织实施。
　　会上，国防大学专家、教授围绕当前国
际国内安全形势与新时代青年责任担当作
专题报告，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国家安全面
临的风险挑战，深刻阐释维护国家安全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新时代青年要胸怀
“国之大者”，勇担时代使命，续写民族复兴
伟业的青春篇章。
　　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剑飞、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以
及陕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清华大学、东南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
围绕发挥党委宣传部门职能作用、依法深
化学校国防教育、履行驻地军事机关职责、
构建高校国防教育体系等方面，分别进行
了主题学术交流。
　　围绕青少年国防素养的内涵、构成、培
育、评价及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创新发展，
中北大学副校长、教授尹建平，空军工程大
学副教授古清月，江西省委宣传部全民国防
教育处处长汤飞，空军首任新闻发言人申进
科在学术沙龙上为大家作了精彩演讲。
  与会人员围绕高校国防教育与“大思
政建设”，国家安全教育、高校经常性国防
教育、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及课程、教材建设
等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研讨会期间，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院校4名军
地专家分别以“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新时代大学生头脑”“现
代战争”“国家安全”“音乐国防课”为题授课，为上好高校军事理
论课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教学范例。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高校担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
命，是提高新时代青年国防观念，引导他们铸牢为强国强军贡献
青春力量信念的重要阵地。本次研讨会汇聚军地力量，深化对新
时代高校国防教育特点规律的认识，交流了经验做法，探讨了发
展路径，对于推动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强青年学
生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
有重要意义。
　　研讨会面向全国各高校和军地各级各有关部门征文，共征
集论文515篇，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形成以地方普通高校为主体，以军队院校和有关军事单位
为支撑，地方党政机关协同参与的多元格局，呈现出理论实践并
重、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方向多样、学术价值较高的特点。经军地
专家精心评审，共评选出优秀论文110篇。

□ 本报记者 韩潇

　　“这是二战后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法官的梅汝璈，他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
判……”6月26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抗战胜利80周年
之际回顾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历史，探寻法律伸
张正义，守护共同记忆的历史轨迹。

史馆留存鲜活例证

　　步入纪念馆史实展厅，映入眼帘的是1213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纪念馆讲解员刘钧毅
告诉记者，在世幸存者中，有一位特别的老人名叫
夏淑琴。1937年12月13日，夏淑琴全家惨遭日军杀
害，她本人身中三刀昏死过去，和妹妹一起幸免于
难。夏家的悲惨遭遇被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
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用摄影机记录下来，著名的
《拉贝日记》也记录了此事，成为战后证明南京大
屠杀的重要证据之一。
　　看着展厅墙上挂着夏淑琴老人四世同堂的照
片，刘钧毅告诉记者：“经过80多年时光冲刷，夏淑
琴的个人经历已经成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最鲜活
的例证。从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升华为城市记忆、
国家记忆，乃至世界记忆。”
　　“最近，我们刚接受了日本友人竹上胜利的文
物史料捐赠，这将为研究日军细菌战罪行提供新
的证据。”纪念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收集南
京大屠杀史重要物证和书证，纪念馆在场馆建设
过程中挖掘、原地保存“万人坑”等遇难者遗骸遗
址，坚持开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人证言收集和
口述史工作，曾赴日本、美国等地征集资料，也接
受名人后代的文物捐赠，通过挖掘保护、主动征
集、接受捐赠等方式获得藏品史料4万余件。
　　“今年是纪念馆建成开放40周年，历经三次扩
容扩建，纪念馆累计吸引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亿
万人次前来参观。近年来，纪念馆开展了一系列教
育活动。今年5月，史实展海外展览入选国家文物
局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纪念馆相关负责人
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引导公众牢记历史、不
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大学生何雨恒在参观后告诉记者：“缅怀历史
是为了开创未来，南京大屠杀的惨烈与沉痛远超
我们今天肉眼所见的展览实物。南京大屠杀案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有历史性意义，世界需
要秩序，法律成其大者。希望法律能为更多不公伸
张正义，即使迟到也绝不缺席。”

军事法庭正义审判

　　展厅里展出的《拉贝日记》写到：“12月14日，
日本人每10至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
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
是无法相信的。”除此之外，展厅里还展出了众多
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和对日
军暴行的记录，其中许多人如贝德士、罗伯特·威

尔逊、约翰·马吉等后来都成为战后审判南京大屠
杀案的重要证人。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
研究员赵玉蕙告诉记者，二战胜利后，同盟国在纽
伦堡和东京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战争罪
犯。作为战后国际司法的新实践，两大法庭的审判
首次确立“反和平罪”的法律原则，追究共谋、发动
和实行侵略战争的个人刑责，同时管辖战争罪与
反人道罪，以期通过法治促进和平与教育的目标。
　　赵玉蕙认为，具体到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东
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国防部
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分别对南京大屠杀的最高责
任人松井石根等和直接责任人谷寿夫等（尽管不
是全部）进行了审判，从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层面
确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与法律定谳，为屠杀遇难
者伸张了正义。
　　对于松井石根的责任，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写
到：“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的事
情。对于这些暴力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
何有效办法来缓和。”赵玉蕙说，东京审判的检方
与法庭共同贯彻了严惩战争暴行的宗旨。松井石
根作为侵华日军司令官，其“怠于职责”导致的“指
挥官责任”也成为历史性判例。
　　赵玉蕙认为，尽管存在着政治干预司法和忽
略日军生化战、性暴力等罪行的种种缺陷，东京审
判判决仍然确立了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
的权威历史叙事以及追究战争发动者个人刑责的

法律原则。此后，日本在《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正
式承诺接受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所有盟国审判结
果，这一承诺成为其战后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并
构成其官方历史认知与战后东亚及国际秩序的重
要法理基石。
　　“除了东京的甲级战犯法庭，同盟国各自在
亚太地区设立乙丙级战犯法庭。国民政府亦在南
京、北平、上海等城市设立法庭。其中，南京大屠
杀案是战后中国政府最为重视的要案，成立专门
机构进行详尽的战罪调查，为后来的东京审判和
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有效的原始资料。”赵玉
蕙说。

法律守护共同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暴行实证研究中最具有
典型性和国际影响的案例，相关审判史料的挖掘
与整理是对抗战历史记忆的系统性抢救。抗战胜
利80周年之际，在全球和平面临挑战时回顾历史，
这种记忆又成为警示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赵玉蕙告诉记者。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
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因日本
右翼作家出版图书污蔑她是“假证人”，从2000年
开始，夏淑琴老人走上维权之路。夏淑琴名誉侵
权案于2006年8月23日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胜诉，2009年在日本三级法院胜诉。这条维权之

路，夏淑琴老人走了9年。
　　夏淑琴名誉侵权案的代理律师谈臻，生前曾
多次接受本报采访。在2014年12月的一次采访中，
谈臻说，夏淑琴名誉侵权案的胜诉，对日本右翼分
子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和打击力度，在某种意义
上说，法律途径比其他维权方式更加具有不可替
代性。
　　“《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等法规以制度
化手段遏制否认暴行、侮辱幸存者的行为，彰显法
律对正义的维护。国家公祭仪式、幸存者跨国证
言、国际志愿者行动，推动南京大屠杀从民族创伤
升华为人类共同记忆，向世界传递反侵略、反暴行
的正义呼声。”赵玉蕙说。
　　解放军南京军事法院杨俊庭长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南京大屠杀案
的审判，对维护公理正义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
义，因为审判涉及的暴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
记忆符号。”
　　杨俊认为，东京审判作为现代国际法特别是
战争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实践，确立的上级命令、官
职地位不免除个人责任等战争责任原则，突破了
传统国际法仅追究国家责任的局限，使战争罪行
和战犯审判的战争法内容得到进一步澄清、丰富
和发展，更通过历史行为的关联性，建立连贯的罪
行认定链条，对日本二战期间犯下的侵略罪行做
了权威判定，彰显着法律守护共同记忆的永恒
力量。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冯伟 张野 近日，解放军西
宁军事检察院联合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教育局、城西区昆仑路小
学等单位，赴青海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警示教育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为主题，以“逐梦新
青海 赶考新时代”为主线，通过图文介绍、视频展示、多媒体互
动等形式，从党的百年奋斗史开篇，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引导党员干部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
根本问题上时刻保持清醒和定力。
　　在警示篇章展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例、发人深思的警示图
片、发自肺腑的沉痛忏悔，直观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省违
纪违法领导干部的沉痛教训。全体参观人员一致表示，要以正在
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不断加强
党性修养，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严守廉洁底线、
法纪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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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军地联合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回顾南京大屠杀案审判史
探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图为公众在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展厅参观。 本报记者 韩潇 摄  

急诊护士冲在守护生命第一线
记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科护士长秦玉玲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近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烈
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座谈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召开。会议
围绕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分析工作，聚焦专项任务开展、前
沿技术运用、工作安全保障、流程机制完善等方面，交流思想、凝
聚共识，提升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分析专业能力，推动烈士
遗骸搜寻鉴定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对于传承历史记忆、弘扬
民族精神，维护烈士尊严、彰显制度温度，激发担当精神、凝聚奋
进力量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把握当前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
工作政治性、专业性、系统性的特点，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推进
工作，以专业化手段提升工作精准度，全力营造崇尚英雄、捍卫
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社会氛围。
　　会上，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武汉大学等高校科研院
所专家学者结合实际案例，围绕烈士遗骸鉴定分析前沿技术、人
类骨骼遗骸的现场鉴别等进行发言。河南、安徽、湖南等地交流
了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做法。

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
座谈会在包头召开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
李雪宁 为深化“碧海蓝盾2025”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
动，近日，中国海警局北海分局组织人员
赴天津、辽宁、山东，开展为期7天的专项
执法督导活动，推进海区各级海警机构
全面加强执法管控和海上综合治理。
　　中国海警局北海分局率相关省（市）

海警局共同组成督导检查组，融合推进
专项行动督导和执法检查，对去年以来
国家批复的116个用海、倾废项目以及12
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依法建设情况进行全
面核查，对重点领域进行现场督导检查。
  督导检查在类别上锚定“新”字，围
绕海上风电、光伏发电、国家级海洋牧
场、重大港口等5个新业态及重点项目用

海深化执法；在项目上突出“大”字，对全
国最大人工港口、最大渔光互补示范项
目、在建水深最深海上风电、首制装备休
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和中外合作建设项
目进行集中检查，对相关企业用海项目
的海域立体开发使用、海洋环境评价、环
保设施运行、污染物排放及应急处置等
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执法监督，督促企业

严守法律法规，防范环境风险，履行好大
型企业社会责任。
　　此外，中国海警局北海分局与地方
涉海部门联动，运用新域新质力量提高
执法效能，将舰艇巡查与无人机巡视、现
地检查与卫片分析、物联网常态治理等
手段相结合，多措并举推进执法与治理
相互融合，规范企业行为，实现执法前

置，达到预期目标。
　　本次行动在前期研究论证基础上，
结合各级执法实践和督导中发现的问
题，就新形势新业态用海和重点项目执
法监管的流程、内容、标准、方法、保障等
相关问题进行论证规范，形成5个领域可
复制推广的执法模板，为推进新形势下
海洋执法监管奠定了基础。

中国海警局北海分局

创新举措推进新形势下海洋执法监管

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