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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 摄影报道）今年12月
13日，是第10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厚植
爱党爱国情怀，12月12日至14日，淮南文汇学校
举行以“勿忘国殇 吾辈自强”为主题的国家公祭
日系列活动。

在12月13日上午举行的公祭活动中，淮南文
汇学校师生全体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三分钟，深
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
杀戮的遇难同胞，深切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学生代表讲述
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背景与事件经过，全体团员重
温了入团誓词。随后，在学校礼堂，历史老师为学
生们上了一堂关于抗日战争的主题课。

而在 12 月 12 日，淮南文汇学校组织初一年
级、高一年级学生观看《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

《南京！南京！》等影片，让学生了解南京大屠杀的
历史真相。在12月14日，组织三至六年级学生举
办图片展，展示有关南京大屠杀和中华民族奋勇
抗战的图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弘扬伟
大的抗战精神。此外，还通过音乐课学唱一首爱
国抗日歌曲、美术课学习制作小白花、语文课学习
写作“铭记历史 遥寄深情”的寄语等多学科联动，
寄托哀思，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86年前，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
屠杀，造成30多万同胞罹难。2014年2月2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
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12月13日成为一个以国之名，举国
同祭的纪念日。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让历
史不再重演。同胞的血不能白流，历史不能忘
却。”淮南文汇学校高二（5）班学生孙欣怡表示，

“作为青少年，我们应当铭记历史，不忘国耻，好好
学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不能忘记国耻，
不能忘记落后挨打的历史。我们要以史为鉴，奋
发图强，肯下苦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样才
能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淮南文汇学校八（2）
班学生徐诗羽说。

“战争的硝烟虽已散，但国耻民殇不能忘！我
们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淮南文汇女子职业学
校校长朱政政表示，通过举办国家公祭日系列活
动，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惨遭日本
侵略者杀戮的遇难同胞，深切缅怀为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希望同
学们牢记历史，捍卫真相，感悟伟大的抗战精神，
厚植爱党爱国情怀，立志努力学习，肩负起振兴中
华的重任。

勿忘国殇 吾辈自强
淮南文汇学校举行国家公祭日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为打造书香校园，提高学生审美和
人文素养，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12
月12日下午，安徽省级“百姓学习之星”、淮南书画名家把宗鑫
受邀来到寿县技工学校开展宣讲，与师生共同品读书画艺术。
学校师生及书画爱好者160多人聆听了讲座。

把宗鑫以《浅议中国书画艺术鉴赏与情操修养》为题，从
“中国书法集中体现中国哲学精髓”等方面进行了讲述。他告
诉同学们，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的独特艺术形式，是我国
传统文化的瑰宝，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
的乐”。讲到中国画时，他介绍了中国画的审美特征表现及中
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种类，强调中国画是“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等。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同学们专心听讲，认真记录，充分
感受到中国书画的博大精深和艺术魅力，讲座在师生们心中种
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

品读书画艺术 促进学生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栾绪标）为弘

扬宪法精神，增强中小学生的法治
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近日，凤
台县钱庙乡关工委联合乡司法所走
进钱庙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活动，
为在校师生代表60余人带来了一堂
生动形象的法治课。

活动中，相关人员向孩子们讲
解了国家宪法日的由来及宪法的
意义和宪法知识；针对小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认知能力，他们通过真实
的案例，重点讲解如何防止校园欺
凌、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教育引导
学生们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和防范
意识。

法治宣传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