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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原住民部族
将对一寄宿学校旧址展开调查

12岁叙利亚奥运女乒选手：想来中国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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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第 9 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8
月14日）到来，日本仍毫无底线地掩盖历
史，白发苍苍的幸存者们，仍未等来日本
政府的道歉。

“我就是活着的证据”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约40万名亚洲
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其中包括逾20
万名中国女性，遭受灭绝人性的摧残。

为了寻求公道，1991年8月，韩国金
学顺老人第一个以“慰安妇”受害者身
份，站了出来，将日军暴行公诸于世，要
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她说，“我就是
活着的证据。”

一年多后，63岁的中国老人万爱花，
也在日本东京展示身上多处伤痕，直指
日军暴行，成为数十万受害中国女性中，
第一个站出来指证日军罪行的“慰安
妇”。

她们的行动，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
勇敢站出来，揭开自己的伤疤，公开尘封
在心底数十年的黑暗历史。

荷兰裔澳大利亚人简，在荷兰东印
度群岛（现为印度尼西亚）出生，1942年，
日军入侵岛上后，她成为“慰安妇”制度
的受害者之一。

“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下。”简曾在回
忆录中写道，摧残和折磨几乎每天都在
继续。后来，她虽然同丈夫一起移居澳
大利亚，但这段黑暗往事，始终是她的午
夜梦魇。

在看到金学顺的行动后，简终于鼓
起勇气站了出来。她称“女性不应该在
战争中被强奸，战争不应该让强奸变得
理所当然。”

她们，仍在等待道歉

可对这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来
说，直到两鬓斑白甚至离世，可能也等不
来一句道歉。

在韩国，数年来“慰安妇”相关团体
在每周三，都会风雨无阻地到日本驻韩
使馆前抗议。由于韩语里周三被称作

“水曜日”，这一长达数年的抗议活动，也
被称作“水曜示威”。

为让她们早日等到日本的道歉，第
1000次“水曜示威”（2011年12月14日）
时，第一位“和平少女”于日本驻韩使馆

前“诞生”。
不到10年时间里，韩国民间团体在

首尔、釜山、光州等城市建立大量少女
像，“她们”遍布道路、公园和学校，俨然
成为“慰安妇”问题的标志。

2015 年，美国旧金山市也通过决议
案，支持在市内竖立慰安妇纪念碑。两
年后，纪念碑在圣玛丽公园落成揭幕。

然而，这些慰安妇雕像，和世界多地
的其他慰安妇雕像一样，未能唤来日本
政府的道歉，反而引发不满。

2017年1月，日本曾召回驻韩大使，
以抗议韩国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外设置

慰安妇雕像；旧金山的“姊妹友好城
市”——大阪，也曾威胁，如果不把雕像
移走，就要和这个有着60年友谊的城市

“绝交”。
不过，旧金山市仍表示，雕像一事

“没有交涉和商讨的余地”。2020 年 9
月，雕像揭幕三周年之际，旧金山多位慰
安妇权益支持者在线上召开纪念会，呼
吁大家永不放弃寻求公义。

历史真相不可磨灭，她们依然认
为，日本政府应该要发出一个真诚的道
歉。

历史，不应被掩埋

但令人唏嘘的是，了解“慰安妇”历
史真相的人，或许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
来越少。

“他正在等待我们所有人死亡，但
我不会死，我要永远活着。”简曾这样
说。2019 年，这位老人永远闭上了双
眼。

在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
“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不足20人。

未来某一刻，这个数字或将彻底化
为零。

韩国总统文在寅2021年8月14日以
视频形式，出席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
时，谈到了遗憾和抱歉。

文在寅说，韩政府没能在所有受害
者都在世时，了却她们的遗憾，对此深感
抱歉，但她们为恢复尊严而斗争的历史，
永远不会被忘记。

为了等待侵略者的真诚道歉，“和平
少女”们将一直伫立下去。她们的历史，
不会被掩埋，不应被遗忘。

（来源：中新网）

真相不可磨灭，她们仍在等待道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何蒙

2021年“国际青年日”的主题是“转
变粮食体系：青年创新促进人类和地球
健康”。该主题旨在强调青年群体的参
与富有意义，并强调：没有青年群体，全
球努力将功亏一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在“国际青年日（8月12日）”发表
致辞，敦促在建设人人享有包容、公平和
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过程中确保青年在
议事桌上拥有一席之地。

古特雷斯表示，青年奋战在为所有
人努力建设更美好未来的最前线。新冠
大流行突出表明，亟须实现青年所谋求
的转型变革，并且必须在这项努力中与
青年通力合作。

古特雷斯表示，青年正在设法解决
粮食安全领域的不平等、生物多样性丧
失、环境面临的威胁等诸多问题。同时，
青年在性别平等、教育和技能发展等众
多其他领域也同样干劲十足、锐意创新、
甘于奉献。但是，仅凭青年孤军奋战难
以取得成功，需要盟友确保青年参与各
项工作，并得到包容和理解。

199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联
合国系统世界青年论坛第一届会议上，
与会青年提出了设立国际青年日的构
想。200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
议，宣布从2010年8月12日起的一年
为国际青年年。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在所发表
的致辞中表示，青春岁月风姿多彩，正是
青年与人结识、走向社会、迈向新天地的
大好时光，然而有时这也是一个不稳定
和脆弱的年龄。新冠疫情危机无情地向
人们做了警示。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青年受
失业影响最为严重，仅次于女性：2020
年24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下降了3.7%，
但青年就业率则下降8.7%。

阿祖莱指出，无论是从心理健康还
是从教育层面看，新冠疫情危机都是一
场青年危机，其影响有可能持续多年。
因此，我们有责任为那些肩负着世界未
来的青年采取行动。

她表示，人们应该依靠青年身上所
拥有的非凡创造力，因为青年往往最有
办法去解决与他们相关的问题。她邀请
青年继续参与，并邀请所有民间社会行
为者让青年的巨大潜力得到发挥，展现
出青年独特、丰富和能力非凡的风采。

今年的“国际青年日”旨在通过青年
教育、参与、创新和创业解决方案为年轻
人提供一个平台，以延续从经社理事会
青年论坛到高级别粮食系统峰会的势
头。为此，经社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以
及儿童和青年主要群体合作，举行了一
次主题在线会议。

新当选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凯拉皮尔在会议上表
示，让青年参与主要活动是当务之急。

他指出，“青年是变革的创造者，他们的贡献对于实现理
事会的任务至关重要。”他期待着听取世界各地青年关于“我
们如何在应对新冠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的同时共同推进青年
议程和实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发表的意见。

与此同时，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启动了有史以来
首个在线“青年领导创新节”。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与会者
将讨论创新和技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支持从新冠大流
行中复苏的重要性。

联合国青年特使维克勒马纳亚克表示，尽管在日常生活
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年轻人站在
制定新的解决方案的前线，成为他们社区的支柱。”

她强调：“今天的年轻人是数字原生代，他们经常为社区
的复原力做出贡献，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推动社会进步，激
发透明和包容性的政治变革。”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三个原住民部族10日宣布，
将对位于北温哥华的“圣保罗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展开调查。

图为加拿大北温哥华“圣保罗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内刻
有失踪原住民儿童名字的纪念碑。

新华社发（梁森/摄）

■ 新华社记者 郑一晗 汪健
蒙塞夫（报道员）

见证无数拼搏奇迹的东京奥运会落
幕了。运动员们用坚持、努力、拼搏、乐
观证明，尤其对那些在冲突、困境中挣扎
的人来说，奥林匹克运动是黑暗中的一
束光。

扎扎，是叙利亚第一位通过资格赛
获得奥运席位的乒乓球运动员，也是本
届东京奥运会年龄最小的参赛者，更是
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乒乓球选手。

扎扎的奥运会征程很短暂，在首场

比赛中败给了39岁的奥地利华裔选手
刘佳。然而，这个年仅12岁的女孩在站
上东京赛场那一刻，已然创造了历史。

自从去年赢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以
来，扎扎就成了叙利亚家喻户晓的体育
明星，给这个饱经苦难的国家带来了振
奋和期待。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头扎马
尾、身材高挑的扎扎和另一名男运动员

一起担任叙利亚代表团旗手。叙利亚总
统巴沙尔在赛后专门给扎扎打电话，代
表叙利亚人民向她表达骄傲之情。

作为在艰苦环境下成长的运动员，
扎扎感到能参加奥运会本身就是收获，
通过奥运会她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经
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第一
次看到那么大的场馆，奥运会的氛围和
我平时的训练环境太不一样了。”

扎扎出生在叙利亚中部城市哈马，
乒乓球运动在当地颇为盛行。由于从
小跟着身为乒乓球运动员的哥哥一起
玩，扎扎也迷上了打乒乓球。一位国家
队教练来哈马看球，一眼相中了身体素
质和反应能力俱佳的扎扎，将她选入国
家队。仅7个月后，扎扎就夺得了叙利
亚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亚军。随着在
国内和地区赛事上连创佳绩，扎扎成为
叙利亚乒坛的天才选手。

战争阴霾几乎贯穿扎扎整个童年，
让她早早学会坚强。持续10年的叙利
亚危机，让扎扎热爱的乒乓球运动发展
面临困境。

扎扎的教练穆罕默德·奥格利告诉
记者，由于经费紧张、签证限制等因素，
叙利亚运动员很难到国外参加训练或
比赛，缺少提高技战术水平的机会。而
在恶劣的经济形势下，购买价格高昂的
训练装备对球队来说也是沉重负担。

从东京回国后第二天，扎扎就投入
了集训，备战即将在约旦举行的阿拉伯
乒乓球锦标赛。

记者跟随扎扎来到叙利亚国乒队
训练场，发现这里条件着实艰苦：狭小
的场馆只放得下4张球台，队员们进行
1对1训练时，其他球员只能在一旁等
待；看不到发球机等先进设备，整个球
队只有一袋练习用球，孩子们的球拍大
都陈旧开裂；室内炎热不堪，全靠墙上
一排电风扇降温，为了省电，球队还尽
量不用……

连日来，叙利亚南部突发军事冲
突，通往约旦的公路被封，球队能否如
期前去参赛仍是未知数。但扎扎和队
友们仍然每天坚持训练7个小时，利用
早晨和夜晚时间打球，而白天气温最高
时段则用来休息调整。

面对困难种种，扎扎没有丝毫抱
怨，反而斗志满满：“尽管我们的国家正
经历危机，但我们仍然有能力去做任何
想做的事。只要坚持，就能实现梦想。”

在奥运赛场上，扎扎会留心观看中
国队比赛，并用手机拍下中国运动员打
球的画面，观察和学习他们的挥拍、旋
转动作。

“中国队是所有乒乓球运动员的典
范。”扎扎说。她最喜欢的中国男运动
员是马龙，最喜欢的中国女运动员是丁
宁。说起自己在奥运会期间遇到“偶
像”马龙，小姑娘脸上笑开了花。

关于未来规划，她表达了希望到中
国参加训练的想法。“我现在的愿望就
是球技变得和中国运动员一样好，争取
在2024年奥运会上取得成绩。”

在叙利亚
大马士革，扎
扎在叙利亚国
乒队参加集
训。

新华社发
（阿马尔·萨法
尔贾拉尼/摄）

■ 任芊

目前泰国严峻的新冠疫情让泰国母
亲节（每年8月12日）夹杂了无奈和焦
虑。

26岁的迪西来自缅甸，在泰国从事
家政服务。上个月，她在曼谷一家医院
顺利产子。出于防疫考虑，迪西的家人
在她生产时不能陪护。目前，她和孩子
还都没有出过门。迪西告诉记者，等孩
子满月后，她特别希望能带他去看看外
面的世界。可疫情之下，公园、商场等场
所都关闭了，即使出门，也没什么地方可
去。

来自美国的妮基是一名教师，她的
女儿下个月就要满一周岁了。过去一年
里，妮基和女儿都是通过视频连线方式
与美国的家人保持联系，这让妮基感到
心酸和无奈。“现在全球和泰国的疫情让

我感到特别难过。出于安全考虑，我们
甚至无法给女儿办一个小小的周岁生日
派对。”

对于许多职场母亲来说，疫情趋紧
以来居家办公和孩子居家上学的常态
化，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

梅乔伊在国际学校任教，有一个4
岁的孩子。8月初学校线上开学后，工作
和照顾孩子不能完全兼顾，时常让她感
到焦虑。“一上起课来我就没办法管孩子
了。孩子只好一个人在客厅里玩，有时
候甚至会对着盆栽自言自语……”

与梅乔伊相比，许多低收入母亲的
处境更为艰难。为维持生计，她们不能
待在家里，而要冒着可能感染病毒的风
险外出工作。

娜塔帕颂是一名单亲母亲，在曼谷
以开摩的为生。每天早出晚归工作之
余，她还要照顾正在上小学的女儿，而疫

情来袭让她更加难以在工作和生活之间
保持平衡。“疫情发生后许多人居家办
公，我们摩的司机的载客量骤减。但我
每天还是会去巷口等客人，孩子就只能
放在妈妈家，由她帮忙照看。”

对于不少母亲来说，疫情期间的超
负荷工作常常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但
这段特殊经历也给她们带来了不一样的
感受。

曼谷居民诗妮娜每天除了要督促儿
子完成网课及课后辅导，还要见缝插针
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辛苦之余，她也享
受到一种不同以往的满足感。

“疫情发生以来，儿子外出的机会变
少了，我们也都开始在家上班，陪伴他的
时间多了不少。4岁的孩子还不大理解
什么是疫情，但他能感觉到爸爸妈妈在
家的时间更多了，我也能明显感觉到这
一年他比以前更加快乐了。”诗妮娜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
一项研究显示，新冠疫情暴发后，母亲
这一群体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冲击。由
于学校停课、托管机构关闭，许多母亲
被迫离职或缩短工时，特别是学历和收
入较低者的失业或离职率更高。该组
织呼吁各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为上
述群体再就业提供支持，包括经济、就
业政策以及儿童保育和教育等方面的
支持。

泰国兰实大学社会创新学院平等和
公平促进中心主任素妮日前接受泰国媒
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泰国还缺乏完善的
政策体系为母亲这一群体提供支持与帮
助。例如，泰国社会保险基金还未将单
亲母亲等群体纳入保障。“我们需要一个
针对各群体女性的更加完善的福利体
系，而不是仅依据个案提供救助。”

（来源：新华社）

民众走进南京利济巷慰安
所旧址陈列馆参观，感受“无声
的控诉”。 中新社记者 泱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