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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魂不泯，浩气长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 72 周年华诞之际，第八个烈士纪念

日也将到来。以国之名缅怀英烈，是对近代以来为争取民

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牺牲英烈的深情礼赞，更是

对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守护与延续。

唯有传承英烈的风骨，才能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唯

有铭记英烈的遗志，才能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英烈们以生命写就的壮丽诗

篇，正如明灯般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铭记，那经时间沉淀愈发璀璨的记忆

抱着父亲的画像，秦厚美泣不成声。这是她 70 多年

来第一次看到父亲秦忠富的样子。

秦忠富生前是一名志愿军战士，1951 年牺牲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秦忠富的母亲不愿意相信孩子牺牲的事实，给

当时尚未出生的秦厚美起了个小名“等妮儿”，希望她能等

着爸爸回来。

这跨时空的“相聚”源于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单

位联合发起的一场名为“英烈面孔——为革命先烈画像”

的活动。通过模拟画像专家的笔触，100 位牺牲烈士的容

颜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再现。

一笔一画，描摹的是烈士的容颜，追寻的是对烈士的

记忆：那惊心动魄的故事、那坚定伟岸的身姿、那穿透时空

的精神，永不敢忘！

怎么能忘？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

毅然决然——

“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

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1928 年 10 月，在给身怀六甲却同样身陷囹圄的妻子赵云

霄写下绝笔信几天后，陈觉高唱《囚歌》英勇就义。5 个多

月后，赵云霄强忍悲痛喂完襁褓中的孩子最后一顿奶，便

追随了丈夫的脚步。

也有柔肠百转的爱，也有难以割舍的情，但为了心中

的信仰，年轻的革命伉俪不惜献出生命。

参加长津湖战役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在极寒环境

中始终保持备战姿势，直至成为座座冰雕；“卫国戍边英

雄”陈红军顽强作战、冲锋在前，用生命践行了“边关有我

在，祖国请放心”的诺言……

无论何时何处，每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总有一个个英

勇身影挺身而出，以一片丹心诠释许党许国的无限忠诚。

怎么能忘？那“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

痴心无悔——

生命最后一个月，即便从院长变成了病人，武汉市武

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也从未放下过工作，他躺在病床上不停

地接打电话、回复微信。

“他总是这样，忙到没有时间关心自己的身体。”武昌

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珣还记得，疫情暴发以来，刘智明的

时间表始终安排得满满当当：2 个小时内改造门诊部，3 天

内完成全院既有其他疾病患者转移……他似乎不知疲倦，

直至生命戛然而止。

“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这是革命先辈李大钊的价值追

求；“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这是人民

公仆焦裕禄的奋斗宣言；“见危险就上，见好处就让”，这是

缉毒英雄吴光林的实干豪情。

英烈们在平凡琐碎中坚守，在生死抉择前忘我，让人

民获得幸福，就是他们最质朴的心愿。

怎么能忘？那“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

英勇无畏——

“抓住没有……”这是打黑民警张叶良留给同事的最

后一句话。面对挥舞尖刀拒捕的歹徒，他不顾重伤仍奋力

追缉，鲜血染满楼梯上的 65 级台阶。

紧紧将素昧平生的女童搂在怀里，这是消防战士杨科

璋最后的举动。熊熊烈火、滚滚浓烟中，他在坠落时以血

肉之躯为怀中的孩子挡下死神的威胁。

…………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近

年来，这句话在互联网上屡屡被提起。然而，从没有钢筋

铁骨的超级英雄，只因心甘情愿背负责任，才拥有了无穷

的勇气。

丹心碧血，忠魂永存！

在江苏盐城五条岭烈士陵园，长眠着 2000 多位革命

先烈。拔草、添土……村民卞康全和父亲卞华、祖父卞德

容一家三代已在这里义务守墓 70 余载。

“烽烟早已消散，但记忆不会冲淡。”卞康全说，“正是

先烈们的牺牲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我愿用自己

平凡的一生守护这些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尊崇，那激荡天地间的英雄之气

9 月 2 日，秋日的沈阳天高云淡。

11 时 26 分，一架从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起飞的中国空

军运—20 运输机稳稳地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停机

坪上。机上搭载的，是 109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

遗骸。

这是我国从 2014 年起，连续第八年迎回在韩志愿军

烈士遗骸。8 年来，总计有 825 名烈士忠魂还乡。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每一个英魂蕴藏的都是中

华民族共同的家国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从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维护不断加强，到保护

英雄烈士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再到烈属抚恤标准不断提

高，尊崇英烈、捍卫英烈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英烈精神

正融入民族血脉，焕发出新的光彩。

“当年，他们为了我们牺牲；现在，请为他们做一件

事。”

2021 年 4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

共 服 务 平 台 ”，发 起“ 为 烈 士 寻 亲 ”活 动 ，受 到 网 友 广 泛

关注。

点赞、评论、转发……首批 100 名长期无亲属祭扫的

烈士信息一经公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开来，人们积极

参与表达对烈士深沉的敬意。

目前，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65 位烈士的亲属已成功

被找到。这些亲属中，有的知道烈士牺牲但一直不了解详

情，有的曾寻找过烈士安葬地但未果，有的在几十年前祭

扫过却因种种原因断了联系……

“为烈士寻亲，是对英烈最好的尊崇，更是一次生动的

红色教育。”一位军史专家这样评价。

烈士纪念设施是缅怀英烈、开展英烈学习教育的重要

依托。

临近烈士纪念日，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尚志乡的赵尚志

烈士陵园里，前来祭扫的群众络绎不绝。

阳光照耀下，纪念碑上“赵尚志烈士永垂不朽”9 个大

字熠熠生辉，更显庄严肃穆。

“吃草根、树皮，在冰天雪地里风餐露宿，革命先辈们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拼搏奋斗，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前来祭拜烈士的辽阳市柳条寨镇中学学生高瑞泽说，

要学习英烈不怕困难、矢志报国的精神，为强国梦想而努

力奋斗。

烈士纪念设施是共和国红色基因库。近年来，退役军

人事务部指导各地不断加大相关设施建设管护力度，推动

省级及以上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在地市级实现全覆盖。

与此同时，在重要时间节点到烈士陵园祭扫已成为许

多群众自发的选择。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清明期间各地

烈士陵园接待现场祭扫群众 808 万人次，代烈属祭扫近 1
万人次。

一片片陵园，一座座丰碑，传颂着一段又一段感人至

深的英雄故事。一束鲜花，一份缅怀，英烈精神在潜移默

化中融入民族精神，根植于中华儿女心中。

传承，那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建党百年之际，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祭扫者来来

往往。

3 位因电视剧《觉醒年代》而广为人知的英烈——陈延

年、陈乔年、赵世炎的墓前，放满了一封封饱含着深情与怀

念的“跨时空来信”。

寄件人的落款各式各样，有的是“来自新中国的新青

年”，有的是“21 世纪新青年”，有的是“一个生活在你们曾

经为之奋斗的美好时代中的青年”……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你留在

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饱含炽热的情感，同济大学

一名“00 后”新党员在明信片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对革命烈士最好的纪念，就

是弘扬他们崇高的精神，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接续奋斗、

勇往直前。

2021 年的元宵佳节，浙江温州市红十字会消防救助基

金收到了一笔数额为 13141.19 元的捐款。

捐赠人叫罗小双，她的儿子管志彦在 2005 年的一次

火场搜救中因公殉职，献出了年仅 21 岁的生命。

“这个数字有着特殊寓意，代表我一生一世情系消

防。”十几年来，罗小双与温州消防的近 2000 名指战员结

对认亲，把对儿子的绵绵母爱洒向消防队伍，带动更多人

关注、理解、支持消防救援事业。担任温州鹿城区政协委

员期间，她每年都会撰写有关消防的提案，呼吁全社会重

视老城区消防工作，保障社区消防通道畅通。

“希望儿子能‘看’到，妈妈重新‘拾’起了他的制服，继

续着他未竟的事业。”这是罗小双朴素的愿望。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在革命战争的烽火中、

在改革发展的大潮里、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千千万万

的英烈，把他们永恒的精神传递给后人。

在安徽合肥，听着祖父李大钊故事长大的李宏塔生活

在“高光”下，却过着“守常”人生：骑自行车上下班、住“老

破小”房屋；救灾时，从百姓家的蒸锅里检查救济米质量、

在应急帐篷里感知受灾群众的暑热。

在江西上饶方志敏的故乡，湖塘村村民继承烈士遗

志，勤劳实干，昔日贫困村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可

爱的中国》中的美好愿景正在变为现实。

在湖北武汉，抗疫英雄彭银华的家人在他的女儿“六

一”百天时，用修图软件把缺席的彭银华加到了全家福照

片里，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团圆”……

“等‘六一’长大了，懂事了，我一定要给她讲爸爸的

英雄事迹。”彭银华的妻子钟欣说，“爸爸是为国家为人民

牺牲的，她应该骄傲。”

国有脊梁，才能屹立不倒。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

伟大精神的传承。英烈精神如永不熄灭的火炬，指引亿万

民众砥砺前行。

在第八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在烈士缔造的

丰碑前再次坚毅出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行！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李铮、邱冰清、张璇参与

采写）

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
——写在第八个烈士纪念日之际

新华社记者 高 蕾 孙少龙

9 月 2 日上午，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由中国空军运—20 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09
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 1226 件相关遗物回到祖国怀抱。

“盛世中华，英烈回家，向志愿军忠烈致敬！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机组成员与塔台的对话，让人们泪湿眼眸。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

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驱、英雄烈士为民族

独立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换来了今天的山河锦绣、岁月

静好。他们的丰功伟绩会永载史册、熠熠生辉，他们的崇

高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来到红军长

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油画《陈树湘》前，总书记停下脚

步，凝视良久。

长征出发时，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

央红军总后卫的红 34 师，6000 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

一战几乎全师牺牲。湘江战役打响后，红 34 师与数十倍

于己之敌鏖战 4 天 4 夜，直到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渡过湘江。

突围中，陈树湘遭当地民团伏击，腹部负重伤。在敌

人将陈树湘抬去邀功途中，他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实

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在岁月长河中，像陈树湘一样为了国家民族、奉献出

自己生命的英烈还有很多。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气壮山河的诗句，

是年仅 28 岁的夏明翰在就义前留下的。

1928 年初，夏明翰被党组织调到湖北开展革命工作，

不久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他受尽酷刑折磨，依然不肯屈

服，慷慨就义。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开放历史洪流中，以身许国、以死报国的豪情壮志薪火

相传：

“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烈士

陵园里长眠着 740 多位航天英烈，牺牲时平均年龄仅 27
岁；穿云破雾，巡守山河的歼—10 女飞行员余旭的生命定

格在 30 岁；某边防团团长祁发宝、某机步营营长陈红军

和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先进典型，誓死捍卫祖

国领土……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有约 2000 万名烈士为国捐

躯，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 196 万名。他们为了民族独

立、人民幸福而牺牲，造就了国家今日的繁荣富强、文明

进步。

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
烈的社会风尚

2018 年 9 月 30 日，是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的首个烈

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

献花篮仪式，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

勇献身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巍峨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见证了华夏儿女向英烈

致敬的庄重时刻。这是以国家之名尊崇英烈的体现，表达

出的是最高规格、最深情意的由衷缅怀。

守护英烈，就是守护一个国家的光荣记忆、一个民族

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加强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修缮保护，到依法惩治诋毁亵渎英烈的行为，再到红色

旅游方兴未艾，多措并举缅怀为党和国家奉献出生命的英

烈，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风尚。

今年 4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

服务平台”，发布烈士寻亲信息，引起网友积极响应。截

至 9 月 27 日 ，“ 为 烈 士 寻 亲 ”活 动 已 为 6350 位 烈 士 找 到

亲属。

英雄的事迹和精神，是激励前行
的强大力量

秋日的北京，雨水淅淅沥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许多市民冒着雨前来回顾革命历史。

“我从南方赶过来，是为了回顾自己经历过的历史，更

是为了缅怀曾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位老人激动地说，

年轻人要牢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传承红色基因，担起肩

上责任。

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书 写 着 烈 士 对 祖 国 的 忠 诚 ，激 励 着 后 人 对 英 雄 精 神 的

传承。

陆军第 74 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80 多年来始终

保持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打出了“硬骨雄风”的赫赫威

名，涌现出尹玉芬、刘四虎等“特级战斗英雄”。

六连官兵不断从“硬骨头精神”和英雄事迹中汲取营

养。为了了解连史，指导员冯杰任职第一天就打背包住进

了连史馆。白天刻苦训练，晚上在连史馆学习。

冯杰深刻感慨：“从战火硝烟中走来，我们更要传承

红色基因，做听党话、跟党走的‘硬骨头战士’！”战士张亚

秋说：“训练最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硬骨头精神’，想到

的是先辈们的坚毅，想到的是连队‘坚持到底的后劲’。

这提醒我，不能轻易服输。”

在我国第八个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武警北京总

队执勤十支队组织官兵学习了武警部队组建以来涌现出

的英雄人物事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革命先烈的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力

量！”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石涛说。

赓续英烈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李龙伊

英雄者，国之干。没有英烈们的牺牲奉献，

就没有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英雄、敬仰英雄，中华民

族也历来英雄辈出、群英云集。在井冈山斗争

中，近 4.8 万人牺牲，平均每天牺牲近 60 人；二万

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平均每走 1 公里就有 4 名红

军战士倒下，每 14 人只有 1 人到达陕北；抗美援

朝战场，志愿军将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

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血

肉之躯筑成牢固的钢铁长城……“未惜头颅新故

国，甘将热血沃中华。”没有革命烈士的无畏斗争

和英勇牺牲，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

高高飘扬。

即便是在和平年代，仍然有无数英雄烈士的

默默付出。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

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一

群又一群平凡而又伟大的人，在危难中挺身而

出，在重压下义无反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中，全国 3900 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

线，近 400 名党员、干部献出宝贵生命；在脱贫攻

坚斗争中，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

200 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

贫一线，1800 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

征程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平凡英雄的奋斗付

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离我们越来

越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

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

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回望历史，英烈们彪炳史册的功勋

事迹，深刻诠释了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历程，也让我们深刻

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

不易。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今天，我们取

得的辉煌成绩足以告慰英雄，同时也须永远铭记那些英雄烈士，弘扬他

们的崇高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薪

火相传，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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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退役军人事务部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将烈士

寻亲工作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清单，推动烈士寻亲工作常

态化开展。

时间久远加上战争影响，很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有的甚至无法找

到安葬地，烈士寻亲难度较大。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中央宣传部、中央

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部门，探索建立烈士寻亲合作机制。

2021 年 4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发布烈士寻亲信息，接受烈属寻找烈士安葬地申请，收集烈士寻亲线

索。截至 9 月中旬，共收到烈士亲属提出的寻亲申请 1.4 万条，网友提

交的寻亲线索 700 多条。

2021 年清明节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网信办发起“为烈士寻

亲”网络活动，向社会公布了 100 名长期无亲属祭扫的烈士信息，目前已

为 65名烈士找到亲属，另确认 1名烈士无后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成立“为烈士寻亲”工作组，将为

烈士寻亲和讲好英烈事迹、讲述寻亲故事同步推进，举办“致敬英烈·为

烈士寻亲”动员宣传专题活动和“百年英烈”专题展览，为 114 位烈属寻

找到烈士安葬地，为安葬在东北三省等地的 76 位广西籍烈士寻找到

亲人。

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构建网上和线下双重信息交互平台。网

上，依托多彩贵州网启动“思亲人无恙梦故里村庄——为解放锦州烈士

陵园 109 名贵州籍抗美援朝烈士寻亲”系列活动。线下，建立跨省区市

寻亲联动机制，对安葬在贵州的外省籍烈士和安葬地在外省的贵州籍

烈士，与当地烈士褒扬数据库进行信息比对，提高寻亲成功率。

退役军人事务部运用现代化手段和最新技术手段，开展烈士寻亲工

作。在巩固全国烈士纪念设施数据校核工作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系

统大数据平台逐步实现烈士、烈属和烈士墓信息的互联互通。运用现代

勘探和生物技术，开展失踪烈士遗骸搜寻，对新发现的烈士遗骸进行

DNA 提取和鉴定比对，提升烈士寻亲的成功率。

退役军人事务部研究出台关爱烈属政策，做好烈属祭扫服务，为安

葬地不详的烈士就近在烈士陵园英名墙镂名，为不方便异地祭扫的烈

属开展代祭扫、云祭扫服务，对长期无亲属祭扫的烈士墓持续做好日常

维护和定时祭扫工作。

经过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烈

士寻亲工作已常态化开展。全国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已为 6350 名烈士

找到亲属。

为民办实事 竭力慰忠魂
——全国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开展烈士寻亲工作记事

新华社记者 郭明芝

本版责编：苏显龙 赵晓曦 马 琳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充分挖掘辖区内红色资源，开展沉浸式宣讲

教育活动，引领广大党员、群众和青少年从革命先烈的事迹中汲取前行

的力量。图为日前，在海陵区党史教育馆内，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

在给学生们讲述“陈毅三进泰州城”的故事。

韩 林 沈雁秋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