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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上午，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举办

“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启动仪式。该平

台采用信息化、新媒体等手段为烈士寻亲，将进

一步提升烈士寻亲成功率，帮助更多烈士早日

找到亲人。

为烈士寻亲，做好烈士亲属关爱抚慰工作，

传承和弘扬英烈精神，是退役军人事务部的重

要职责。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以来，指导各地

积极主动作为，加强军地联动配合，充分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形成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相关

部门支持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为烈士寻

亲机制。

打造服务平台，走完烈
士寻亲“最后一公里”

“36 年了，我在这里守着 168 名因修建独库

公路而牺牲的战友英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

够全部找到这 168 名英烈的亲人。”在活动现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乔尔玛烈士陵园管

理员陈俊贵动情地说。

连接天山南北疆的独库公路，横亘崇山峻

岭、穿越深山峡谷，连接了众多少数民族聚居

区。那时候，为了修建这条公路，数万名官兵

奋战多年，其中有 168 名官兵为此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在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和社会各界的

多方努力下，截至目前，已为 142 名烈士找到了

亲人。

据统计，全国现有 196 万名登记在册烈士，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烈士信息不够完整准确，一

些烈士亲属只知亲人牺牲，却不了解详细信息，

不知其安葬地址，以致一些烈士墓长期无亲属

祭扫。

由于时间久远、战争毁损以及基础档案资

料缺失等因素，烈士寻亲现实难度很大。为提

升烈士寻亲成功率、深化实践探索，退役军人事

务部决定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用信息化、新媒体手段为烈士寻亲。

“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主要以小程

序形式呈现。平台小程序主要功能聚焦烈士寻

亲，烈属可在小程序上提出寻亲申请，后台受理

后，可随时查询工作进展。小程序上还将公布

整理出的长期无人祭扫烈士墓，向全社会征集

线索。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欢迎全社会共同完善烈

士信息，共同参与烈士寻亲。受理寻亲申请或

收到寻亲线索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综合运

用后台数据比对、大数据远程推送、档案资料分

析、实地摸排走访等手段，依托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单位和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联合社会力

量，逐渐缩小范围，力争找到烈属，走完为烈士

寻亲“最后一公里”。

此外，该小程序还集成了烈属登记、烈士

纪念设施查询、烈士信息查询及法规政策公示

等功能模块。“未来，我们还将对这些功能进一

步完善，整体打造集褒扬纪念政策宣传、祭扫

纪念、烈士寻亲等宣传、互动功能为一体的综

合平台。”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司长李

桂广表示。

建立完善数据库，提高
寻亲的实效

“第七批在韩志愿军战士的遗物中发现三

枚印章，分别是马世贤、林水实、丁祖喜……”

2020 年 9 月 26 日，一则帮烈士寻亲的消息在网

上迅速传播。

在看到相关报道后，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立刻查找革命烈士英名录，迅速开展联系工

作。经过多方努力，林水实、马世贤和丁祖喜 3
位烈士的亲属不久后就得以确定。

高 效 寻 亲 的 背 后 ，是 海 量 准 确 数 据 的 支

撑。近年来，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完善基础信息

库为抓手，指导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梳理摸

清底数，建立完善信息库，逐步实现烈士、烈属

和烈士墓数据的动态信息化管理；分阶段组织

开展烈士纪念设施数据采集，已掌握 5053 处县

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68.7 万座烈士墓（含无名

烈士墓）的详细信息。

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

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大哥，我来看你了！”抱着烈士陈曾吉的棺

椁，八旬老人陈虎山泪流满面。

2019 年 9 月 29 日下午，退役军人事务部在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烈士认亲仪式。在

这个仪式上，陈曾吉、方洪有等 6 名烈士身份得

到确认，亲人得以相认。

近年来，退役军人事务部以专项活动为着

力点，逐步探索用技术手段确认无名烈士身份

和亲属：通过对遗骸进行 DNA 鉴定、比对，成功

为 6 名归国志愿军烈士找到亲属；在 2019 年开

展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收殓保护，共收殓烈

士遗骸 82 具、零散骨骼残片 7465 块，全部进行

DNA 鉴定并录入数据库。

2020 年 4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

施 保 护 中 心（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 烈 士 遗 骸 搜 寻

鉴定中心）挂牌成立。据了解，退役军人事务

部 还 将 成 立 国 家 烈 士 遗 骸 DNA 鉴 定 实 验 室

和 烈 士 家 属 信 息 库 ，通 过 信 息 库 之 间 的 有 效

比对，继续寻找其他烈士的亲人；对已发掘的

烈 士 遗 物 进 行 清 点 整 理 ，全 部 建 立 电 子 化 档

案；通过遗物线索，继续为其他无名英雄开展

寻亲活动。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形
成寻亲工作合力

3 月 22 日，安葬在辽宁省锦州市解放锦州

烈士陵园的烈士金魁志迎来了亲属的祭拜。陪

同烈士亲属一同去陵园祭拜的，还有辽宁省台

安县博物馆退休职工杨宁。

2007 年，杨宁参加了一次文物普查，发现有

多处烈士陵园几十年来很少有亲属前来祭扫。

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萌生了帮烈士寻亲

的想法。十几年来，杨宁沐风栉雨，足迹遍布多

个省份，已帮助了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中牺牲的 413 位烈士找到了亲属。

令人欣慰的是，在为烈士寻亲的道路上，

杨宁并不孤单。退役军人事务部先后制定了

烈士寻亲、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制度规范，积极

引 导 、支 持 和 鼓 励 社 会 力 量 和 志 愿 者 有 序 参

与 烈 士 寻 亲 工 作 ，为 其 提 供 信 息 线 索 和 必 要

支持。

“求助！我的母亲临终前希望能找到她的

父亲，请帮帮我……”2018 年 5 月 10 日，一封求

助信寄到了刚刚组建的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

念司。

写 信 的 人 叫 谢 从 安 ，她 的 姥 爷 魏 泽 升 于

1933 年年底在反“六路围攻”中壮烈牺牲。此后

全家人苦苦找了 60 多年，始终无果。

转机发生在 2019 年 9 月，四川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与互联网平台联合开展寻找烈士亲人的

公益活动，依托精准地理位置弹窗技术，将消息

推荐给烈士家乡部分人群。

不到一个月，谢从安的手机便收到一条寻

找烈士后人的推送，附有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

烈士陵园的电话。谢从安立即拨通了电话，几

小时后，她收到了肯定答复，“这里有你姥爷的

名字，快来吧！”几代人接力、跨越 60 多年的寻亲

之路在这一天画上了圆满句号。

以社会力量作为重要生力军，促进形成工

作合力。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注重线上线下相结

合，以社会关注度高的归国志愿军烈士寻亲为

突破口，依托权威媒体发布寻亲信息，打造“寻

找英雄”烈士寻亲线下活动品牌，扩大社会影响

力。此外，退役军人事务部还指导各地利用大

数据、互联网技术，探索开展烈士寻亲，鼓励地

方与互联网公益组织合作，利用其平台优势和

定点推送技术，提升寻亲成效。

“英雄烈士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将国家和

民族放在首位，将生命置之度外，他们是最可

爱的人，是新中国最闪亮的名字。”退役军人事

务部副部长常正国表示，“我们应该切实安排

好烈士‘身后事’，尽全力循着每一条线索，为

烈士寻亲，用实际行动永远铭记烈士的奉献和

功勋。”

清明时节，各地干部群众纷纷自发前往烈

士纪念设施缅怀英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烈

士寻亲活动正在蓬勃开展，全社会崇尚英雄、学

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愈发浓厚。

（吕高排参与采写）

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帮助更多烈士早日找到亲人
本报记者 倪光辉 刘博通

本报北京 4 月 4 日电 （记者杨昊）记者 4 日

从共青团中央了解到，清明期间，共青团中央、全

国少工委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动员各地少先队员

到全国登记在册的 5000 多处烈士纪念设施开展

祭扫纪念活动，安排青年讲师团、红领巾讲师团成

员为少先队员讲述英雄烈士故事，引导广大少先

队员在缅怀追思、崇敬英烈中接受生动的党史学

习教育。

各地少先队组织带领少先队员到就近的烈士

纪念设施祭扫献花、开展主题队日活动，通过仪式

熏陶、沉浸式情景、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少先队员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少先队员高举队旗列

队行进，以少先队的名义为人民英雄站岗守护，表

达崇敬和怀念。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聆听烈士后代讲述

革命故事、用心擦拭烈士雕像……少先队员在庄

严的仪式中，立志传承红色基因。

在赵一曼纪念馆，少先队员与烈士后人一起

向雕像献花敬礼，从赵一曼绝笔家书的字里行间，

学习感悟烈士的革命斗志和崇高信仰。

在河南兰考县焦裕禄烈士墓前，少先队员鞠

躬哀思、齐唱队歌，朗诵诗歌《永远的丰碑》，学习

人民公仆焦裕禄的生平事迹。

在西南联大旧址，少先队员来到“一二·一”四

烈士墓前默哀致敬，重温入队誓词，现场聆听党史

故事。

据了解，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同时通过网络开

展“清明祭英烈”网上主题活动，活动总阅读量超

过 13 亿。

全国少先队员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本报西安 4 月 4 日电 （记者原韬雄）辛丑年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4 日在陕西延安黄陵桥山

广场举行，台湾地区同步举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并进行两岸公祭视频连线直播。

当天上午 9 时 50 分，典礼正式开始，现场击鼓

鸣钟，鼓声雄浑，钟鸣悠远。34 通鼓声象征着海

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祭初祖的共同心声；9
响钟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最高礼数。

今年公祭典礼活动主题为“汇聚中华民族力

量，开启伟大复兴新征程”。在敬献花篮和恭读祭

文后，全体参祭人向轩辕黄帝像行三鞠躬礼，瞻仰

轩辕殿，拜谒黄帝陵。

现场参加公祭典礼的台湾同胞蒋玉兰说，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两岸本就一家。作为生在台湾

又在大陆工作的炎黄子孙，能够来到黄陵参加公

祭典礼，她倍感自豪，并乐于将切身经历分享给更

多的台湾同胞。

据了解，今年的公祭典礼严格控制参祭规模，

参与活动的工作人员、演职人员均已完成新冠疫

苗接种，确保防疫安全。

此外，今年的典礼通过制作 8K超高清 VR 互动

场景，生成全景漫游服务，提升和完善了“中华云祭

祖”祭祖网络互动平台，增强了网络祭祀的现场感。

海峡两岸同步举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4 月 4 日下午，首都体育馆，随着花样滑冰比赛

最后一名选手谢幕，场地转换工作紧张启动。20 余

名工作人员快速地走上冰面，对赛场边的蓝色防护

垫进行更换。2 个小时后，在同一块场地上，又迎来

一场短道速滑项目的比赛。

“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正在进行，

全面改造后的首都体育馆 4 月 2 日正式亮相，花样滑

冰和短道速滑项目测试活动在此穿插进行。

在本次测试活动 5 个竞赛场馆里，首都体育馆是

唯一要进行场地转换的一家。8 个比赛日，将进行 7
次场地转换，对场馆运行团队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

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主任丁东说：“我们安

排多次演练，就是要通过压力测试来锻炼团队、发现

问题、改进工作。”

最直观的转换，是更换场边的防护垫。首都体

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常务副主任兰立介绍，两个

项目的赛场防护垫厚薄不同，经过几次演练，现在的

更换时间从四五十分钟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看不见的转换，发生在赛场冰面。短道速滑比

赛要求更低的冰面温度。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

团队场地转换负责人申鸰说，为保证转换效率，借鉴

往届冬奥会经验，本次测试冰面保持 5 厘米厚度不

变，仅对温度进行调节。

场地转换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对赛场景观、

技术设备线路、临时搭建设施等进行转换，涉及不同

部门之间的衔接与配合。“留给大家的时间只有两小

时，不能延误。”申鸰说，“尽管任务有难度，但我们通

过培训，明确相关部门各自职责，理顺了转换步骤，

保证转换高效进行。”

首都体育馆穿插进行花滑和短道项目测试

场地转换快 比赛更精彩
本报记者 孙龙飞 季 芳 郑 轶

■走向冬奥R

4 月 3 日，首都体育馆，工作人员在进行花样滑冰与短道速滑比赛冰面的场地转换。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找到了！退役军人事

务部联合人民日报客户端

等媒体公布 100 位烈士的

寻亲线索以来，河南濮阳、

福建漳州、河北唐山等地

纷纷传来消息，“烈士的亲

人找到了”。每一位烈士

的事迹都是一页生动的历

史。家里后辈也和他一样

成为保家卫国军人的靳升

云烈士，与日军激战时光

荣牺牲的苏精诚烈士，在

解放战争中冲锋陷阵的杨

兴华烈士……人们在为烈

士寻亲中铭记英烈的光荣

事迹，也在致敬英雄中感

悟理想信念的力量。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

凛然。百年峥嵘岁月，多

少跌宕起伏，多少惊心动

魄，但为了民族复兴的理

想，为了共同的信仰，为了

这些至高无上的价值，一

个又一个英雄，勇往奋进

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瘅精瘁力以成之。蔡和森

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

英勇不屈，是因为他“忠诚

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熊

亨瀚面对敌人的威胁，大

义凛然地说出“杀就杀，何

必 多 说 ”，是 因 为 他 坚 信

“吾道终当行九域，慷慨以

身相许”。他们以理想和信念，书写了一幅幅激

越沉雄的历史画卷，矗立起一座座不朽的历史

丰碑；他们用行动和执着，撑起了中华民族的铮

铮脊梁，铺下了复兴之路的块块基石。

英雄不朽，浩气长存。拨开历史烟云，一

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

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

然让人热泪盈眶。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

陈列馆内，一幅名为《八千人歌咏大游行》的油

画引人注目，画中人山人海的群众、迎风高扬

的“保我中华”横幅，刻印下热血青年的众志成

城 、舍 生 忘 死 ，也 激 发 着 我 们 内 心 的 爱 国 情

怀。谁说历史无言？英雄的事迹就是历史最

好的言说。谁说时间有界？理想信念的力量

总是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中国革命历史是

最好的营养剂。每一次对英烈的缅怀，都是一

次精神的洗礼；每一次对英烈事迹的回眸，都

是信念的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我们的目标，需

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今天，枪林弹雨的考验

已成为往事，筚路蓝缕的建设已写入历史，但新

的航程中，风险挑战绝不会少。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哪一项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哪

一项不需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担当和“踏平

坎坷成大道”的勇气？我们缅怀英烈，正是要传

承他们的理想信念；我们铭记英雄，正是为了从

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

有媒体发问“今天，我们何以告慰英魂？”一

名网友写道：“从这一刻奋发，以一个更好的中

国。”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前行是最好的传

承。立足本职工作，以他们为榜样，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精神血脉，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

火永存，这是对英烈最好的致敬，也是我们必须

肩负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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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关红

军战斗遗址，遵义市委党校副校长谢以佐向参

观者讲述长征故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人们

在微风细雨中屏息聆听，思绪仿佛回到了那段

血与火交织的峥嵘岁月。

“长征的故事，每次读来都令人动容，革命

先辈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坚毅品质和崇高精

神，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学习。”遵义市汇川区

委宣传部部长王先郁说。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吧，那是如何发

生的呢？”在发往东海岛的通勤车上，广东省湛

江 海 事 局 东 海 岛 海 事 处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赟 发

问。车厢里的方寸之地，顿时成为党史学习教

育课堂。

清明前后，湛江海事局在纪念英烈的同

时，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不断汲取前进的

力量。

在河北省安国市，市烈士陵园开展了“党

史领学人 清明祭英烈”主题活动。当地干部

群众通过聆听革命历史故事、参观革命历史长

廊等多种形式，共同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烈

士，通过参加主题活动，表达对革命英烈的崇

敬之情。

4 月 2 日，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曾参

与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的老兵陈龙岗，来到学

院路小学，为少先队员和驻岛战士上了一堂

生动党课。

“革命英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

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传承红色精

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完成好守岛任务。”

驻岛战士代表表示。

诵读经典，身体力行

微风轻拂，细雨蒙蒙。清明期间，甘肃省

张掖市家风教育馆内安排了诵读红色家书、

讲述家风故事等活动，“90 后”姑娘赵倩雯乘

车 1 个多小时，专程从近百公里外的高台县

黑泉镇赶来。

革命英烈赵一曼、向警予等巾帼英雄的

家风故事，在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述说中娓娓

道出。赵倩雯边听边记，还主动站出来领读

英烈家书。“这些家风故事、英烈家书太感人

了，在今天对我们仍然有激励作用。回去后

我就把今天的收获讲给家人和邻居们听！”赵

倩雯说。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中科院光电所的

一处工地上，工友们正利用闲暇时间诵读红色

经典，抑扬顿挫的朗读声饱含深情。

“工地组织了读书会，希望以此表达对革

命英烈的怀念。”来自中建二局的薛蝉说，他最

喜欢《可爱的中国》这篇散文，“每次诵读时我

都心潮澎湃，英烈的遗志我们一定要好好继承

下去，化为建设祖国的动力。”

为激发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贵州省铜

仁 市 思 南 县 第 三 小 学 组 织 了 一 节 特 殊 的 班

会。老师先借着古诗引入主题，再辅以清明节

相关的历史资料、习俗活动。紧接着，老师又

讲起革命英烈的故事。

“今天这节主题班会，目的就是想让孩子

们不要忘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革命

英烈的流血牺牲。”思南县第三小学老师李廷

娥说。班会上，很多同学都为烈士们的英雄

事迹所感染、鼓舞，“真想赶快长大，成为对国

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学生何蔼紊深有感触

地说。

（综合本报记者刘洪超、贾丰丰、曹玲娟、

王伟健、付明丽、王崟欣、常碧罗、叶传增、贺

林平、程焕、张腾扬、方敏、赵帅杰、张文、苏滨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