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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 失失
遗失 陈殿宝军士证，证号：士字第
07020256518号，声明作废。
本人蔡田福遗失南京万晖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大里聚福城怡景园5幢305
室购房发票，号码：06603425，金额：
417441.78元，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建邺区兴达装饰总汇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王允平印)，
声明作废并承诺寻回后不再使用。

公公 告告
公告 南京江宁爱儿法幼儿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320115790440536B）
经第六届第三次理事会决议，拟注销，
特此公告。

现代快报讯（记者 赵丹丹）在
2024年5月举行的“历史文化与宜
居宜业——2024南京土地招商合
作推介”专场活动上，位于南京核
心地段的珠江饭店地块亮相。6月
11日，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获悉，该地块所在的
《南京玄武老城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NJZCa020-14 规划管理单元
进行图则调整，一幅商办混合地块
调整为商住混合用地，一幅商住混
合用地调整为广场用地，据悉，这
里拟建设两栋 14 层的高端商住
楼，限高70米。

《南京玄武老城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NJZCa020-14 规划管理
单元位于玄武区新街口街道，东至
太平北路，南至如意里，西至洪武

路，北至珠江路，用地面积约 6.86
公顷。拟修改地块范围北至珠江
路，南至鸡鹅巷，东至环保大厦，西
至长发科技大厦，现状为空地，修
改涉及用地面积约0.82公顷，该地
块就是原珠江饭店所在地。

地块中 14-02 地块用地性质
由商办混合用地调整为商住混合
用地，容积率≤4.0 调整为≤3.3，建
筑密度≤45%，建筑高度≤70米，绿
地率不做要求。14-09 地块用地
性质由商住混合用地调整为广场
用地，规划指标不做要求。

按照此前推介内容，该地块建
筑限高70米，预计可建2栋 12层
高端商住楼，在闹市中营造水景、
公园绿地景观资源，带来闹中取静
的居住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原珠江饭店承
载了很多老南京人的回忆。据了解，
南京珠江饭店是民国时期著名饭
店，临街的建筑建于1932年，为三层
砖混结构，坡屋顶。门面阔三间，青
砖清水外墙，两侧圆弧形封火墙带透
气孔独具特色，外立面至今保存完
好，后进建筑由红砖砌就，内部过道
呈“工”字形，为后改扩建。整个连
体建筑平面呈“凵”字形结构。

上世纪50年代，珠江饭店更名
为珠江旅社。1988年由市服务公司
划给旅游部门，后为南京航空公司
接管经营，又改回叫珠江饭店。近
几年，珠江饭店已是破败不堪，周边
是棚户区所在地。玄武区实施了珠
江饭店地块棚户区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珠江饭店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

启动仪式上，中山陵园管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廖锦汉介绍了此
次寻访行动的缘由。今年清明节
前夕，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向
社会公布了首批1468名中国籍抗
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批英烈名录
公布后，社会反响强烈，广东、福
建、湖北、浙江、安徽等10多个省
700多家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全国
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史志办、
纪念馆、档案馆等 40多家单位来
电来函查询核实英烈资料，提供英
烈亲属信息。截至目前，已有 94
位英烈亲属与纪念馆取得了联系，
26位英烈亲属从全国各地赶来祭
扫亲人。近期，纪念馆又完成了英
烈碑上镌刻的18名英烈信息的勘

误和增补，为300名英烈建立有关
资料档案，征集到了一批珍贵的抗
战文物史料。

廖锦汉表示：“希望可以通过
此次‘飞鹰·航线’史料寻访行动，对
抗日航空文物史料进行抢救性征集
保护，同时加强与英烈亲属的服务
交流。未来，我们将继续面向全球
范围征集抗日航空英烈文物史料，
寻访英烈亲属，宣传英烈事迹，希望
通过寻找更多的史料来弥补关于部
分抗日航空英烈的历史空白。”在接
下来的几天里，现代快报记者将随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工作人
员一起，前往深圳、广州、江门等地，
寻访陈源清、陈桂林、陈桂民、李其
嘉等抗日航空英烈后人，寻找更多

史料与历史记忆。
据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在敌

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国
飞行员们前仆后继，一次次驾机冲
上蓝天，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
搏斗，无数英烈血洒长空，书写了
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位于南京
紫金山北麓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空烈
士纪念建筑群，自1946年至 1948
年，全国各地在抗战中牺牲的空军
将士灵柩陆续被迁葬于此，有些下
落不明的，也经其家属提请在公墓
内设置了衣冠冢。在这座公墓内，
纪念着中国烈士 1468 名、美国烈
士2590名、苏联烈士236名、韩国
烈士2名，共计4296名。

曾经同场竞跑，他们
时隔67年再聚南京

当年那场马拉松比赛的前四
名，分别是来自南京的医生夏启
宇，来自常熟、徐州的工人周德
贵、王作友，来自江苏省军区的
战士丁义美。参赛时，夏启宇28
岁，周德贵23岁，丁义美22岁。
当年，他们以业余身份参赛，在
新中国首次马拉松比赛中名列
前茅，用速度展示青春与活力，
也成为马拉松爱好者们的榜样。

光阴荏苒，67年过去了。通
过媒体和大学生志愿者的不懈
努力，夏启宇、周德贵和丁义美
三位老人重新取得联系，再次相
聚在南京。在“历史文献中的

‘中国马拉松发祥地’”专题展厅
中，三位老人一起拉开红绸，为
展览揭幕。他们此前各自收藏
的一些物品原件汇集到这里，向
社会各界展示。

夏启宇老人授权展示的物
品，多件都在中国马拉松史上有
着里程碑意义。其中最为珍贵
的是他获得新中国首次马拉松
比赛的奖状。这份奖状原件黄
底黑字，上面写着“夏启宇同志

参加一九五七年全省马拉松竞
赛荣获第一名”。

展览中，一张奔跑者的老照
片定格了周德贵老人参赛时的
身影，背后写着日期：1957年 11
月参赛。照片中的他英姿飒爽，
面向镜头跑来。丁义美老人后
来就读于南京体育学院，曾经在
南京求学和训练，他提供的多份
展品中，有一张1965年毕业时的
合影，背景里是南京体育学院运
动场的经典建筑。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历史
文献中的‘中国马拉松发祥地’”
专题展在南京莫愁湖边的“长距
离竞走”工作室举办，面向公众
免费开放。

谈起当年比赛记忆
犹新，感慨“亏在没经验”

就在此次相聚南京的几天前，
在南航金城学院、金陵科技学院大
学生志愿者们的帮助下，丁义美老
人在连云港家中通过视频问候了
夏启宇老人：“我是丁义美，我们老
朋友哦！你身体很好啊，过几天我
去南京拜访你！”

面对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志愿
者们，丁义美老人回忆起当年的
比赛，至今印象深刻。“我当时亏
在没经验。到终点时，第三名比
我早伸脚。”老人笑着回忆，言语
间，对殿军这个名次依然有一点
点“耿耿于怀”。据当时的新闻
报道，丁义美的成绩是 3小时 9
分15秒4，比第三名王作友仅差
了0.4秒，二人几乎一起冲线。

1958年，丁义美从部队转业，
到南京体育学院上学，此后一直从
事体育教学工作，至今依然十分关
注马拉松比赛等体育新闻。

致敬抗日航空英烈，还原真实历史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飞鹰·航线”史料寻访行动在宁启动

时隔67年，他们再聚首
三人曾在南京竞逐新中国首场马拉松比赛

长空碧血，英烈永存。6月11
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飞
鹰·航线”史料寻访行动启动仪式
在南京禄口机场举行。启动仪式
之后，现代快报记者将随南京抗日
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起，
前往深圳、广州、江门等地，寻访抗
日航空英烈后人，追忆那段烽火岁
月。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然/文 钱念秋/摄

珠江饭店地块最新规划来了
拟建两栋14层的高端商住楼

6月11日上午，在南京莫愁湖
畔的“长距离竞走”工作室，已是耄
耋之年的夏启宇、周德贵和丁义美
三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67
年前，1957年11月24日，新中国
第一场马拉松比赛在南京顺利举
行，他们分别取得了第一名、第二
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

通讯员 栾川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静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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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老人（从左到右：丁义美、夏启宇、周德贵）在南京重聚
南航金城学院、金陵科技学院志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