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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12月 13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 13

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 2023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气氛肃穆，国旗下半旗。约

8000 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静静肃立。10 时整，

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

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

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

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司礼大

队 16名礼兵抬起 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李鸿忠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

集会，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惨遭

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缅怀同中国

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和

国际友人，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李鸿忠指出，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充满生机活

力的中国，中华民族更加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奋进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大

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

现代化，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朝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目标奋勇前进。

李鸿忠讲话后，86 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

平宣言》，6 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

着 3 声深沉的钟声，3000 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

对死难者的无限追思和对世界和平的不懈追求。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主持公祭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

作部主任苗华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中央党政军

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港

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

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

属代表，国内外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代表，国内有关

高校和智库专家代表，中日韩宗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

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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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3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这是 12月 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陈炜伟
姜子琳）国家发展改革委 13 日发布

消息，国务院近日批复《以京津冀为

重点的华北地区灾后恢复重建提升

防灾减灾能力规划》。为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国家发展改革

委下达 2023 年增发国债第一批项目

清单，优先支持北京、天津、河北等

省（市）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同步提

升区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对于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

和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恢复重建项

目，应保尽保。支持地方进一步加快

灾后恢复重建进度，促进灾区生产生

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帮

助灾区群众建设美好家园。对于提

升区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领域项目，

成熟一批、推进一批。按照“上蓄、中

疏、下排、有效治洪”原则，加快实施

海河水系防洪减灾系统提升工程，加

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推动流域综合

治理和蓄滞洪区建设，加密重点区域

气象监测网络，完善城市排水防涝设

施。对于一些前期工作正在加紧开

展的项目，有关部门将加大对地方工

作的指导和协调，全力做好规划内项

目实施的要素保障，支持地方科学有

序高效开展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尽快

开工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全力保障《以京津冀为重点的华北地区
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规划》实施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

11 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21.58 万亿元，

增量已超去年全年。专家表示，11 月份贷款

保持平稳增长势头，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力

度保持稳固。在我国货币信贷存量较大的

背景下，要更多关注资金使用效率，提升服

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11月贷款新增超万亿元 保持平稳增长势头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1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9 万亿元，单月增量比去年

同期略有少增。

“考虑到 11 月是传统的信贷‘小月’，在上年同期

基数较高的背景下，这个增量符合预期。”中国民生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当前人民银行的政策呵护

成效持续显现，货币信贷供给较为充分，信贷投放内

生动力仍然强劲。

数据显示，前 11 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21.58 万亿

元，同比多增 1.55 万亿元；11 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

增长 10％，仍保持较高水平；前 11 个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逐月保持超额续作，累计新增超过 1.7 万亿元，

有力支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业内人士介绍，在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防范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施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方案的背

景下，信贷仍保持平稳增长实属不易。11月末，人民币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0.8％，仍高于名义经济增速。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曾多次表示，观察

货币信贷数据，宜将考察周期拉长一些，不能只看某

个时点的数据。要客观全面分析信贷支持经济力度，

综合累计增量、余额增速等指标科学研判。

盘活存量信贷 提升服务经济质效

近年来，我国贷款增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对

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目前，我国银行体系贷款余额

超过 200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余额超过 300 万亿元；

近年来，我国每年贷款新增20万亿元左右，社会融资规模新增30多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日前表示，盘活存量贷款、提升存量贷款使用效

率、优化新增贷款投向，这三个方面对支撑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

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

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盘活存量资金循环、优化增量信贷，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有力有

效支持经济增长。”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这背后离不开政策面的支

持，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注重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

能，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制造业、绿色发展、普

惠小微等重点领域。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10 月末，“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科技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 17.7％、22.1％、15.7％，均明显高于

同期各项贷款增速。这三类企业 10 月末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41.1％、92.2％、46.8％，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2023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盘活

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虽然不会体现为贷款增量，但同

样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利率保持下行 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在重点领域、薄弱环节贷款“增”势明显的同时，贷款利率持续下行，保持

“ 减 ”的 势 头 。 记 者 从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了 解 到 ，前 11 个 月 企 业 贷 款 利 率 为

3.89％，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有统计以来的历史低位。

“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确

要求之一。

“当前，内外部约束边际缓解，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进一步增强。”董希

淼说，随着我国经济保持恢复态势，11 月以来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幅

度由此前超过 220 个基点收窄至 160 个基点左右。中美利差收窄会使得我国

货币政策调控时受到的约束变小。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引导

主要银行下调 1 年期及以上存款利率 10 个至 25 个基点。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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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黄垚

前一轮积雪还没化，雪花就再次纷

飞。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3 日至 15 日大

范围雨雪天气将再次“上线”；与此同时，

13 日至 16 日寒潮天气也将自西向东、自

北向南继续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 13

日发布寒潮、暴雪、冰冻黄色预警。

数据显示，10 日以来华北、黄淮等

地出现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或大暴雪，新

增积雪深度 3 厘米至 8 厘米，部分地区

超过 10 厘米。山西、河南、陕西、河北、

内蒙古等地共有 128 个国家气象观测站

日降水量突破 12 月极值。

“新一轮降雪从 12 日夜间开始，从

河套一带自西向东影响华北、黄淮北部、

东北地区，部分地区将达大到暴雪，局地

甚至会达到大暴雪量级。”中央气象台首

席预报员马学款说，新增积雪一般有 5

厘 米 至 15 厘 米 ，局 地 会 超 过 20 厘 米 。

除降雪外，13 日至 14 日陕西中南部、山

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会

有冻雨。

两轮大范围雨雪无缝衔接，马学款

表示新一轮雨雪天气过程影响范围更

大，华北、黄淮的强降雪落区与前次过程

强降雪的区域高度重叠。“从降雪量的极

端性来看，内蒙古中部、华北南部、河南

北部、以及吉林、辽宁东部降雪量较大，

具有一定极端性。”

近期，南方多地气温偏高，一些地方

白天还能短袖短裤“上阵”。随着冷空气

南下，气温将迎来“断崖式”下跌。

受寒潮影响，全国大部地区将先后

出现 4 级至 6 级偏北风，气温下降 8℃至

12℃，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西

部及江南、华南北部、贵州等地部分地区

降温可达 14℃以上。17 日晨最低气温

0℃线可南压至贵州南部和江南北部一

带，零下 10℃线位于黄淮北部至秦岭一

带。华北、黄淮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低

气温将接近或跌破历史同期极值。

“本次寒潮过程强度更大，影响范围

更广。16 日左右冷空气南下后，江南、

华南可能迎来‘冷暖大逆转’。”马学款

说，由于后期庞大的冷气团持续控制我

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且有新的补充冷空

气，未来一段时间中东部地区气温将持

续偏低。如 15日后北京最低气温将持续

7 至 10 天低于零下 10℃，南京最低气温

在 0℃以下的持续时间也将超过一周。

专家提醒，公众需及时关注预报预

警信息，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可能导致的

积雪、道路结冰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

响。同时，冻雨和湿雪可能导致电力或通

信线路出现积雪或弱结冰，建议相关部门

加强线路、设施的巡查、维护和加固。

（新华社北京 12月 13日电）

大范围雨雪寒潮“上线”全国大部地区气温下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 13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1 至 11 月，铁

路客流持续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

送 旅 客 35.6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6％，单日旅客发送量、售票量等

客运指标创历史新高，铁路运输安

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人员流动加速，客运需求

旺 盛 ，铁 路 旅 客 发 送 量 持 续 增 长 。

铁路部门充分发挥高铁成网运营优

势，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

运力资源，用好贵南、福厦、广汕等

高铁和丽香、川青铁路等新开通线

路，精准分析旅客出行规律，优化客

车开行方案，有效增加运力供给，精

心组织春运、暑运和清明、五一、端

午、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

车达到 9638 列，同比增长 52％。

同时，铁路部门推出按年龄实

行儿童优惠票、在线选铺试点、学生

优惠票资质在线核验、拓展 12306 信

息服务功能、外国护照在线身份核

验等服务新举措，铁路畅行码覆盖

范围增至 3500 余趟动车组列车，实

行计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的线

路增至 57 条，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

的车站增至 80 个，全国 120 个车站

可实现便捷换乘，人民群众出行体

验不断提升。

今年前11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5.6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记 者

彭韵佳 温竞华）2023 年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 13 日在京发布，此次调整共有 126

个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1

个药品被调出目录，谈判或竞价成功的

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61.7％。新版医保药

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 3088 种，其中西

药 1698 种、中成药 1390 种；中药饮片仍

为 892 种。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

心宇介绍，共有 143 个目录外药品参加

谈判或竞价，其中 121 个药品谈判或竞

价成功，谈判成功率为 84.6％。成功率

和价格降幅均与 2022 年基本相当。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了抗肿瘤、

罕见病、抗病毒等领域的药品，如治疗 I

型戈谢病成年患者的酒石酸艾格司他、

用于治疗卡斯特曼病的司妥昔单抗、治

疗复发或难治滤泡性淋巴瘤的林普利塞

等。糖尿病等慢性病领域也有药品被纳

入，如针对Ⅱ型糖尿病患者的多格列艾

汀等。

据 介 绍 ，此 次 调 整 在 加 强 研 究 论

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规则、规范程序，目录调整的科学性、

规范性、透明度以及精细化水平等进一

步提升。

“ 我 们 牢 牢 把 握‘ 保 基 本 ’的 功 能

定 位 ，将 基 金 承 受 能 力 作 为 必 须 坚 守

的 底 线 ，尽 力 而 为 、量 力 而 行 ，着 力 满

足广大参保人基本用药需求。”黄心宇

表示，通过完善续约规则，初步建立基

本覆盖新药全生命周期的支付标准形

成 机 制 ，加 大 对 医 药 创 新 的 支 持 力

度 。 同 时 ，此 次 调 整 在 确 保 基 金 安 全

的 基 础 上 ，继 续 适 当 放 宽 部 分 目 录 内

品 种 的 支 付 范 围 ，药 品 可 及 性 和 用 药

公平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连续 6 年

开展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累计将 744 个

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同时

将一批疗效不确切、临床易滥用的或被

淘汰的药品调出目录，引领药品使用端

发生深刻变化。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以及国家

医保谈判药品配备情况，可以在国家医

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局官方网站

查询。

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发布 126种新药进医保

受强冷空气影响，天津地区将出现明显降雪过程。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12 月 13 日，古城南京在寒冬中迎

来第十个国家公祭日。上午 10 时，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

祭广场上隆重举行。国旗半降，哀乐

低回。

约 8000 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

代表垂首。86 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

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 万同

胞惨遭杀戮，古都南京满目疮痍，无数

民众流离失所……那是南京城历史上

的至暗一刻。

95 岁 高 龄 的 南 京 大 屠 杀 幸 存 者

艾义英参加国家公祭仪式。这位在浩

劫中失去了 6 位亲人的老人发自肺腑

地说：“历史不能忘，记住是为了不再

重演。”

在北京丰台区，纷纷扬扬的雪花

从空中飘落。上午 10 时，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身着深色

服装的人们神情严肃，手中的菊花在

风 中 微 微 颤 动 。 当 雄 壮 的 国 歌 声 响

起，人们齐声高唱；国歌声毕，人们低

首肃立。

除了举行悼念活动，该馆当日还

为参加活动的观众设置专题讲解，让

他们更好地认识、理解、铭记南京大屠

杀那段历史。一件件文物震撼人心，

英 烈 的 故 事 感 人 肺 腑 。 北 京 印 刷 学

院 学 生 林 若 彤 说 ：“ 没 有 革 命 先 烈 抛

头 颅 、洒 热 血 ，何 来 我 们 今 天 的 幸 福

生活。”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序

厅内，有一座象征抗日英灵浩气长存

的金字塔形卧碑。悼念活动开始后，

人们向卧碑敬献蜡烛，博物馆小志愿

者们用铿锵有力的嗓音朗诵了“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铭文”。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范

丽红说：“让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敬意与哀思，唤起他们内心深处对和

平的向往和坚守。”

在山东省枣庄市铁道游击队党性教

育基地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前，86名青

少年学生集体诵读《和平宣言》。“民族觉

醒，独立解放，改革振兴，国运日昌……”

铿锵有力的宣言，诉说着“勿忘国耻、振

兴中华”爱国情、报国志。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3日电）

勿 忘 历 史 珍 爱 和 平
—全国各地举行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