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空军运—20 机长庞荣奇，我部奉命接迎

志愿军忠烈回国。”“长空祭忠魂，英雄归故乡。向志

愿军忠烈敬礼！”

2022 年 9 月 16 日，网上广泛传播的一段视频让

无数人为之动容。当运—20 飞机搭载着 88 位志愿

军烈士遗骸进入中国领空，两架歼—20 战机迅速与

之组成三机编队。它们以人民空军特有的礼仪，接

迎和护送英烈回家。

“当时坐在驾驶舱，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机舱

里的 88 位英烈还活着，他们正端端正正坐在我们最

先进的国产运输机里，俯瞰机翼下祖国的锦绣河

山。”每当讲起这次任务，庞荣奇和机组成员便激动

不已。从 2015 年起，他所在的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师，已连续 8 年承担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

光荣任务。

出发前一天，为给予烈士们最好的乘机环境，他

带着机组成员手持毛刷，将机舱地毯刷了一遍又一

遍。交接当天，他又早早起床，迅速投入工作，查看

当日天气情况、检查飞机状况、制定备份航线……棺

椁放入支架后，他与机组成员戴着白手套，拿起崭新

的五星红旗，慢慢展平覆盖在棺椁上。

仪式完毕后，运—20 飞机准备滑行起飞。飞机

刚对准跑道，空中机械师代表机组进行广播：“飞机

滑出，马上起飞！那年他们为我们誓死保卫家乡，今

天共和国礼迎英雄归来。我们接英烈回家了。”

然而，专机从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出发不久，不断

变换路线的台风便迎面而来。万米高空上，专机顶

着台风裹挟而来的雷雨和冰霜迅速飞行。为确保飞

机平稳安全，庞荣奇始终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选

择备份航线，再爬升 500 米！”“航向 030，向东绕飞，

避开雷雨和积冰！”庞荣奇与两架赶来护航的歼—20
战机穿云破雾，冒雨飞向沈阳。

面对复杂气象条件，编队飞机始终沉着应对。

5000 米、3000 米、1000 米、700 米！最终，编队在云隙

中完成目视集合，却依旧无法看到地面。庞荣奇所

在机组精准判断安全高度后，决定继续下降，500
米、300 米……

终于，“鲲鹏”庞大的身躯从云缝中钻了出来，编

队整齐威武地出现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上空。在引

导车指引下，专机滑行穿过巨大水门，平稳停靠在停

机坪。这不到 2 小时的航程，英烈们却足足走了 70
多年。

那一刻，庞荣奇的思绪也不觉间回到了小时候：

“我的三爷爷也是志愿军的一员。当年他们身处异

域险境，手持简陋武器，一把炒面一把雪，与强大的

敌人战斗。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有幸接迎英雄回家，

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在血脉里流淌传承。”

山河已无恙，英雄归故乡。据统计，除了上世纪

50 年代回国安葬的烈士外，从 2014 年起，又有 913
位志愿军烈士遗骸被迎回祖国。

（张文龙参与采写）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多次
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我们接英烈回家了”
本报记者 金正波

9 月 22 日上午，杭州亚运会火炬手、浙江省宁

波市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孙嘉怿郑重地将

手中的火炬“薪火”，捐赠给宁波市中原小学。“我

希望更多人能与我一起参与志愿活动，像‘薪火’

一样传递坚持的力量。”孙嘉怿说。

从 2017 年开始，孙嘉怿和她的志愿者团队跨

越 7 个国家，行走 25 个省份，到过 718 座境内外中

国烈士墓地，截至目前已收集整理烈士信息 3 万

余条，成功帮助 1338 位烈士找到亲人。

“为烈士寻亲”这个朴素的念头，源于自己的

家庭。孙嘉怿出身军人家庭，对于从未谋面的外

公，她只知道两条信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

名侦察兵。

为了整理外公的事迹，她加入很多老兵群，还

参加了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服务团队。每次出

差，她都要去当地的烈士陵园，将墓碑上烈士的详

细资料和照片发到微博上。

安徽省太和县烈士王心恒的侄子王志宝，就

是通过微博联系上孙嘉怿的。家人只知道王心恒

1949 年在解放宁波的战斗中牺牲，却不知他葬于

何处。孙嘉怿用两周时间在宁波四处探寻，终于

在 樟 村 四 明 山 革 命 烈 士 陵 园 找 到 了 王 心 恒 的

陵墓。

一张无法团圆的全家福、一封沾染着鲜血的

家书、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女儿……在微博

后台，孙嘉怿收到许多烈属的求助，他们有个共同

的愿望——尽快找到自己的亲人，让英烈“回家”。

输入信息、重新比对、查找陵园、拍摄照片、查

阅资料、翻译文字……孙嘉怿和她的伙伴利用业

余时间，日复一日做着细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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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怿更新

微博：“为烈士、为烈属尽一份心出一份力，是我们

青年一代满怀感恩之心的表达方式。”

为烈士寻亲之余，孙嘉怿及其团队还和宁波

财经学院的大学生共同发起了“我为烈士修遗物”

活动。73 年前，年仅 27 岁的汪文才在堵截敌军增

援部队时英勇牺牲，家乡政府将“革命先锋”的牌

匾赠予烈属。岁月流逝，如今牌匾已多处破损。

宁波财经学院文物修复专业的学生悉心打磨、一

笔一刀雕刻，让这块功勋牌匾重焕光彩。

为了支持孙嘉怿的公益事业，共青团海曙区

委为她开设了“孙嘉怿青年工作室”，海曙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也在资金支持、查找信息等方面给予

她很多帮助。今年 8 月 1 日，孙嘉怿被授予 2023
年“最美拥军人物”称号。

一个志愿者团队帮助1338位
烈士寻亲—

“像‘薪火’一样
传递坚持的力量”

本报记者 窦 皓

清风簌簌，苍柏挺立。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

归化烈士陵园里，长眠着 48 位八路军烈士。一位

老人手拄拐杖，一步步迈上台阶。在一座墓碑前，

她伫立片刻，俯下身，颤颤巍巍地伸出手，轻轻拂

去墓碑上的落叶。

老人名叫赵银亭，是惠民县石庙镇归化村村

民，今年 94 岁，守护烈士陵园已有 31 年，曾入选

“中国好人榜”。早年间，赵银亭曾参加过村妇女

救国会，组织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做军鞋、缝军

衣、磨军粮。1947 年 7 月，赵银亭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41 年冬，抗日部队转移北上，途经当时的

商惠县一带时，48 位八路军战士与敌人交战，最

终壮烈牺牲，烈士遗骨埋葬在归化村北的古寺院

遗址土台上。1992 年，当地建立烈士陵园，需要

一位守陵人，63 岁的赵银亭主动报了名。自此，

她 与 丈 夫 搬 到 了 距 烈 士 陵 园 不 过 15 米 的 旧 房

里住。

打那以后，赵银亭每天都要到陵园走一走、看

一看，或拔拔草，或添置新土，或擦拭墓碑；每遇刮

风 下 雨 天 ，她 总 会 来 这 里 看 上 几 眼 ，生 怕 有 树

倒下。

2019 年夏，一场瓢泼大雨过后，陵园里积了

深水。赵银亭挽起裤脚，与家人一起连夜将积水

排出。一夜下来，赵银亭的腰疼得直不起来。家

人心疼，劝她回家，她却摇摇头：“朝夕相处了几十

年，如果我走了，只剩下这些烈士们孤零零在这，

连个亲人也没有，我心里总归放心不下。”

渐渐地，在她的守护下，这里的杂草不见了，

碑上的灰尘少了，放眼望去，烈士陵园庄严肃穆。

2020 年，石庙镇党委和政府对烈士陵园进行了扩

建，建立了革命历史纪念馆，许多党员干部、青年

学生前来参观。每逢清明节、建军节，赵银亭则当

起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人员讲述那段革命岁月，

她常说：“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才对得起死去的

战士。”

几十年风吹雨打，赵银亭和老伴住的房子变

旧了，镇上帮她修缮了一次又一次。而今，年迈

的她依然坚持每天去陵园看看。“为了这些素不

相识的人，守了几十年，值吗？”有人不理解。

“有的战士走了，连名字都没留下。”赵银亭

回 答 ，“ 可 是 ，没 有 他 们 的 牺 牲 ，哪 有 今 天 的 安

宁！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只要我在，陵园就会整

整齐齐的。”

一位 94 岁老人 31 年默默
守护烈士陵园—

“没有他们的牺牲，
哪有今天的安宁”

本报记者 李 蕊

编者按：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据

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 2000
万名烈士为国捐躯。英烈们在硝烟弥漫的

战场、祖国建设的热土、保家卫国的一线冲

锋陷阵、抛洒热血，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

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宣传英烈事迹和精

神，到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保护烈士合法权

益，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

氛围更加浓厚。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是一座精神丰碑；

每 一 次 对 英 烈 的 致 敬 ，都 是 一 次 精 神 传

承。今年 9 月 30 日是第十个烈士纪念日，

记者走近继承父亲遗志的民警、接迎志愿

军烈士遗骸回国的空军机组、为烈士寻亲

的志愿者团队、义务守护烈士陵园 30 余年

的乡村老人，记录他们追思先烈、致敬英雄

的生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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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 30 日是第十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各

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人们怀着共同的心情，

致敬英烈、缅怀英烈。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英烈用生命和鲜血

换来的。他们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

毕 生 奋 斗 、英 勇 献 身 ，功 勋 彪 炳 史 册 ，精 神 永 垂 不

朽。以国之名缅怀英烈，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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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褒奖英雄模范、弘扬英烈精神，全社会崇尚

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更加浓厚，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历史沉淀，精神不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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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中，处处都有着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处处都有着凯歌以行的英风浩气。如今，硝烟战场

已成沃野平川，牺牲奉献换来岁月静好，但祖国始终

没有忘记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忠诚儿女。近年来，

迎回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为烈士寻亲，为

革命先烈画像……一系列铭记英烈、纪念英烈的活

动深入开展，对推动全社会敬仰英雄、学习英雄具有

重要意义。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

英烈的牺牲和奉献，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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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怀崇敬，捍卫荣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中华

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

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

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近年来，设立烈士纪

念日，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宣传弘扬英雄烈士事迹

和精神，做好烈士遗属抚恤优待……尊崇捍卫英烈的

鲜明价值导向更加深入人心，保障法律实施制度机制

更加健全完善。我们要以法之力守护英烈丰碑、捍卫

英烈荣光，为英烈保护提供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传承精神，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

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

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中华民族是崇尚

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

要英雄情怀。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

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

的重大考验，必须大力宣传弘扬英烈事迹精神、赓续

红色血脉，凝心聚力、培根铸魂，像英雄模范那样坚

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像英雄模范那样奉献，在

平凡的岗位上造就不平凡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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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

际，让我们致敬英烈，弘扬英烈精神，汲取前进力量，

书写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崇尚英雄崇尚英雄 捍卫捍卫荣光荣光 凝聚力量凝聚力量
徐徐 隽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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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假期越忙碌，云南省临沧市交警支队

直属大队民警张子兵假期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19 年前，张子兵继承父亲张从顺遗志，成

为一名人民警察。不讲条件，毅然投身乡镇交

警中队执法工作，道路查缉、事故救援……平凡

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 10 年。别人问他苦不

苦，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一次查缉途中，张子兵遇到一辆沙滩摩托

车行驶在乡下小路，他上前盘查，竟发现车上还

有 7 公斤毒品。因为工作严谨细致，一起毒品

大案被张子兵意外发现。

张 子 兵 的 父 亲 、弟 弟 都 倒 在 了 禁 毒 岗 位

上。1994 年，父亲张从顺在缉毒过程中被毒贩

拉 响 的 手 榴 弹 炸 伤 小 腿 ，因 失 血 过 多 壮 烈 牺

牲。父亲的牺牲，没有吓倒张子成、张子兵、张

子 权 三 兄 弟 ，反 而 坚 定 了 他 们 从 警 的 决 心 。

2020 年，弟弟张子权因公牺牲。那个在父亲葬

礼上攥紧拳头强忍泪水的张子兵，又紧紧抱着

弟弟的骨灰盒，一言不发。

两代四警察，父子两英烈。

“既要担风险，更得讲奉献，总要有人当警

察！”不管是在乡镇中队，还是车管所、直属大

队，张子兵始终没离开过交警队伍。车流穿行、

风餐露宿，张子兵说：“相比父辈，我们的工作生

活条件已经改善很多。”

张子兵的朋友圈，置顶的是一张他与国旗

的合影。他说：“家守护国，国也呵护家！”张从

顺牺牲后，家里条件困难，张子兵兄弟三人能够

顺利完成学业，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今年烈士纪念日当天，临沧市当地会有上

千名干部群众前往烈士陵园，张子兵要和同事

一道维持现场秩序。“我要成为像父亲那样的警

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幸福

和安宁！”

一位公安英烈之子—

以父辈为榜样
本报记者 杨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