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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上午，迎着凛冽的寒风、纷飞

的雪花，载着第十批迎回的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的空军运—20 飞机，稳稳降落

在辽宁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并缓缓通过水

门。机场一侧，烈士亲属、部队官兵、青少年

学生、港澳台同胞等上千名代表屏息肃立。

国旗为盖，军机为驾，礼兵为伴……25
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历经七十余载，终于回

到故土。出征时，英雄们肩负重任、保家卫

国；归来时，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异国埋忠骨，山河盼英魂。从 2014 年

起，我国连续十年共迎回了 938 位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让长眠异国他乡的

英雄回归阔别多年的祖国。

出征尚是少年身，归来
已是报国躯

“当年，面对敌人，英雄们曾说过：‘我们

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

不能后退一步。今天，回到家了，让英雄们好

好看看我们美丽而和平的祖国！’”运—20 飞

机机长路中华通过空中广播这样说道。

这是路中华第一次执行迎回志愿军烈士

遗骸任务。为了让志愿军烈士平稳安全回

家，他和战友们对飞行全过程反复模拟推演，

针对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编队进行细致研

究。飞行过程中，面对大风、降雪天气，他们

不辱使命，平稳安全飞行、顺利按时抵达。

“先辈们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今

天的太平盛世，如今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

手中。”望着机舱尾部“我们接您回家”的条

幅，路中华坚定地说，“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为祖国和人民铸起钢铁长城，在新时代强军

征程上再立新功、再续辉煌。”

在韩国举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

骸交接仪式结束后，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礼

兵们小心翼翼地护送烈士棺椁登上飞机，并

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

“出征尚是少年身，归来已是报国躯，这

一刻英烈们已经等了很久。”执行此次任务

的连长石斌感慨，“我们努力迈出最准确的

步幅，做出最标准的动作，将最好的状态展

现给先辈们，以此向他们致敬。”

在沈阳举行的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

式上，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覆盖着鲜红的

五星红旗，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三鞠

躬，以此表达对先烈们的深切缅怀和无限哀

思。迎回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

被由 45 辆警用摩托组成的骑警车队护送，

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一路上记者看到，沈阳大街小巷的电子

屏幕上，亮起了标语：“山川同念，英雄回家”

“致敬英雄，丰碑永存”……红色背景、烫金

大字，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英烈的崇敬和缅

怀。市民们早早守候在道路两旁迎接烈士回

家，挥动着手中的五星红旗，向英雄们致以最

诚挚的敬意。

欢迎的队伍中，有一位身着绿色军装、胸

前满是勋章的老人。当载着英烈们的汽车行

驶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门前时，老人挺直

腰杆、目视前方，抬起右臂敬了一个标准的军

礼。这位身着军装、两鬓斑白的老人，就是志

愿军老兵李维波。

李维波连续十年守候在迎回志愿军烈士

遗骸的队伍中。为了迎接他的老战友们，年过

九旬的李维波激动得整晚都没睡好。他一大

早就起来换上了军装，佩戴好军功章，来到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门前。见他穿得单薄，记

者问：“您冷不冷啊？”他摆手回答：“不冷，我心

里暖和。”

“我们已经回来了 70 多年，而牺牲在战场

的很多战友却长眠异国他乡。一想到这，我就

感到心痛。”李维波说，“国家用这么高规格的

礼仪迎接他们回国，我特别欣慰。如今，国家

富强了，还派出最先进的军机接他们回家，这

是对这些老战友的最好告慰。”

祖国没有忘记，人民没有
忘记

风雪中，庄严的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志

愿军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灰白色的碑体上，“抗

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9 年前，为安葬迎回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进行了修

缮扩建。我国前 9 批迎回的 913 位志愿军烈士

遗骸都安葬于此，第十批迎回的 25 位志愿军

烈士遗骸的安葬仪式也将于 11 月 24 日上午在

这里举行。

英名墙前的花篮，寄托着对抗美援朝英烈

的深切缅怀和思念。“有些年岁很高的志愿军

老战士，常常眼含泪花，面对英名墙一站就是

很久。”烈士陵园社会教育部工作人员王春婕

告诉记者。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9.7 万多名英雄儿女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分英雄长眠在韩国境

内。停战协定签订后，受限于战争条件艰苦、

国际关系多变等历史因素，有部分牺牲的志愿

军烈士被安葬在韩国境内。

2013 年以来，中韩两国达成共识，每年共

同组织实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

接工作。2014 年 3 月 28 日，第一批 437 位在韩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迎回仪式举行。

近年来，烈士遗骸迎回的流程逐渐完善。

2020 年以来，陆续派遣国产运—20 飞机运送

烈士遗骸，使用最高礼遇“过水门”迎接，摩托

骑警全程护卫；2021 年起，安葬仪式实行 12 响

鸣枪礼；2022 年开始，使用歼—20 飞机为烈士

遗骸伴飞护航；2023 年，安葬仪式礼兵任务改

由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礼兵承担，增添仪式

感、尊崇感……迎回流程的每一次完善，都代

表着国家对于烈士遗骸迎回工作的重视。

让 无 名 者“ 有 名 ”，让 英 雄 从 回 国 到“ 回

家”，既是烈士亲属的心愿，也牵动着全国人民

的心。为了帮助迎回的烈士遗骸确定身份、找

到家人，退役军人事务部委托专业科研团队做

好烈士遗骸 DNA 提取鉴定工作，为更多烈士

确认身份、找到亲人。

受复杂外部环境的影响，烈士遗骸 DNA
提取和分析鉴定工作开展较为艰难。科研人

员加班加点，累计筛选了数百个方案，最终解

决了烈士遗骸 DNA 提取的关键难题。“我们将

结合烈士遗物、军事战史及志愿军烈士遗骸挖

掘信息等，积极稳步推进烈士身份确认以及寻

亲等相关工作，预计将为更多的烈士确认身

份、找到亲人。”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副

司长李敬先说。

对革命先辈的最好
纪念，就是传承他们的
精神

当运—20 飞机进入我国领空后，两

架歼—20 飞机与其组成编队，大国重器

“双 20”共同列阵长空，表达对先烈的崇

高敬意。

“英烈们当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

伟大胜利，是值得我们新时代革命军人

学习的楷模。”驾驶歼—20 飞机护航的飞

行员高中强说。

高中强所在的部队，是空军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首批组建、首支参战的英雄

部队。1951 年初的抗美援朝战场上，飞

行员李汉不畏强敌，敢打硬拼，击伤击落

敌机，首创人民空军作战史上空战胜利。

“对革命先辈的最好纪念，就是传承

他们的精神，并发扬光大。”高中强语气

坚定地说。70 多年过去了，该部官兵传

承英雄血脉，不断续写英雄部队荣光，该

部飞行一大队在 2019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

“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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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起，每年一次的迎回仪式已成为一堂

堂国防教育课，“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

们应该继续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克服前

进路上的艰难险阻，努力取得新的更大

的成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

部副主任洪向华说。

今年暑假，“最美拥军人物”、浙江省

宁波市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孙嘉

怿带着家人，前往辽宁丹东、沈阳等地，

进行了一段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

年的特殊旅行。他们看望了志愿军老兵

和烈士家属，将修复好的烈士照片送回家，

前往烈士陵园为烈士祭扫……孙嘉怿看着

年幼的女儿向烈士墓碑庄严地敬礼，心中感

慨万千。

“让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

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孙嘉怿说。从 2017 年

开始，孙嘉怿和志愿者团队跨越 7 个国家，行

走 25 个省份，截至目前已收集整理烈士信息

3万余条，成功帮助 1350位烈士找到亲人。

5年前颁布的英雄烈士保护法庄严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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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回志

愿军烈士遗骸，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英雄烈

士褒扬纪念工作的缩影。近年来，从设立烈

士纪念日，到实施英雄烈士保护法；从宣传弘

扬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到做好烈士遗属抚

恤优待、保护烈士合法权益……我国尊崇褒

扬英烈、传承英烈精神的实际行动越来越多。

“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退役军人事

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表示，“新时代新

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

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承好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大力宣传弘扬英烈事迹和精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沿着先烈的足迹继续前进，

努力书写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业绩！”

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故土

以国家之名 护英烈回家
本报记者 李龙伊

“以前上班 50 分钟的车程，现在

只需 30 分钟。”最近，浙江杭州的郑先

生上下班通勤时间大幅缩短，得益于

全市 265 条“数智绿波带”。大数据根

据前后路口间的距离、车流量等数据

推算后，建议司机合理的驾驶速度，旨

在帮助更多市民收获“一路绿灯”的安

全畅行。

“这项创新于杭州亚运会前后在

全市广泛推广。”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党委书记孔万锋介绍，亚运会筹备

期间，杭州公安持续深化城市交通一

网融合，聚焦信号配时、堵点报警等问

题，优化城市交通。

今年以来，杭州市公安局坚持预

防为主、靠前工作，实现治安管理工作

提档升级，确保全市治安环境持续平

稳向好。近日，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

局西兴派出所“唐蜀黍工作室”微信号

收到了一条求助信息，信息称，同事疑

似遇上了电信诈骗，无法与其取得联

系。辖区民警唐佳和立刻将情况反馈

给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在综合研判后

民警迅速行动，最终成功止损。

从警 13 年，民警唐佳和现在也开

始了“云上警务”探索，他注册了专用

服务微信号“唐蜀黍工作室”，又与户

籍民警孔迪颖联合推出“兴企帮帮团”

专用微信号，为辖区企业和群众提供

高效便捷服务。

近年来，杭州公安坚持高质量服务

群众，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杭州公安陆

续推出“助+驻”双轮项目警官制，建强

最小单元助企暖企小站（警务室），推出“11087·护杭平台直通车”

平台……目前，杭州已建立 128个为企服务警务联络站，实现 33个

事项“全国通办”、24个事项“跨省通办”、28个事项“长三角通办”、

54个事项“全省通办”，企业、群众办事满意率达 99.97%。

杭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杭州公安将持续深化矛盾

纠纷多元调处和公安信访突出问题攻坚化解，坚持数据引领探

索推进警务变革，助力优化地方营商环境，为杭州打造“中国式

现代化城市范例”贡献公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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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11月 23日电 （记者贺林平）日前，广东省广州市

荔湾区人民法院“共享法庭”（桥中街道）正式落成。这是广州首

家“共享法庭”。

据了解，该“共享法庭”既抓末端、治已病，也抓前端、治未

病，不仅能实现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法治宣传等功

能，更将“共享”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依托荔湾区 22 个街道综治

中心，“共享法庭”以“一根网线、一块屏幕、一套制度、一间庭审

室”为标准配置，整合法院、检察院以及基层综治、行业协会、社

区等资源，“线上+线下”帮助人民群众就近解决矛盾纠纷。

下一步，荔湾区法院将以“共享法庭”为支点，进一步构建

以党委牵头、人民法院主推、司法行政和属地街道等部门单位

支持配合、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诉源治理工作大格局，通过组

织有序的调解员队伍和端口前移、实时解纷的法官下沉服务

团队协同联动，把司法服务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最末端和

最前沿。

广东广州

首家共享法庭正式落成

本报南京 11月 23日电 （记者王伟健）“没想到在家门口的

银行就能一次性办好营业执照，这样的惠民服务太好了！”江苏

连云港德晟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理人单晓生来到中国建设

银行连云港海州支行的“苏服办”政银合作服务点，在办理完营

业执照、银行开户等企业开办事项后十分满意。

此前，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次性办好企业开办事项，对有的

企业来说仍有困难。今年 5 月，海州区率先推出便民服务新模

式，借助银行网点“点多面广”等优势，将代理申报、证照领取等

企业登记 10 个事项的办理窗口搬到银行网点，为群众提供“就

近办”服务。

近年来，海州区行政审批局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服

务模式，统一受理方式、简化申报模式、建立联办机制，使群众申

请材料不断精简、办理时效不断提速。目前窗口可通办 27 个

市、区级职能部门的 887 个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时间大幅缩

减。该区还组建了由 16 名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的志愿帮办代办

队伍，为困难群众、重大项目提供上门服务。

江苏连云港海州区

为群众提供“就近办”服务

■强军一线R

编者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70 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历经两年

零 9 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

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牺牲、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据统计，现已确认的抗美援朝烈

士共有 197653 名。山河无恙，英雄荣归。

2014 年至今，已有 10 批共 938 位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

英烈永远是活在我们心中的“最可爱

的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19 万 7 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

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

命。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

名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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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1 月 23 日，在沈阳桃仙国际机

场，礼兵将殓放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从

专机上护送至棺椁摆放区。

人民网记者 邱宇哲摄

图②：11 月 23 日，在沈阳桃仙国际机

场，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的空军专机通过

水门。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图③：11 月 23 日，志愿军烈士遗骸抵

达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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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11月 23日电 （记者张枨）“今年的驼奶产量

和价格都比去年高，发展驼奶产业这条路看来我是选对了，多亏

咱旗里出台的扶持政策。”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

丰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32 岁的负责人马军说。

前些年，得知家乡阿拉善右旗出台了扶持青年返乡创业的

优惠政策后，在北京工作多年的马军决定回乡发展。“我们这儿

适合养殖骆驼，但过去以出售驼毛和驼肉为主，收益低。后来，

旗里引进了驼乳深加工企业，牧民们从卖骆驼改为卖驼奶，让我

看到了驼奶产业的发展前景。”马军说。在旗委组织部的协调帮

助下，马军向银行申请了 95 万元贷款，购买了 100 峰奶驼。在马

军的带动下，周边近 20 户牧民发展起骆驼产业，养驼户人均年

收入增加 2 万元。

“为扶持返乡青年创业就业，近年来，我们深化人才创新体

制机制改革，以优惠政策引才留才，带动了特色产业发展。”阿拉

善右旗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少春介绍，5 年来，阿拉善右旗引

进各类人才 800 余人。目前，全旗骆驼产业从业农牧民达 3000
余人，户年均收入超 3 万元，驼奶产值突破 2 亿元。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

政策扶持青年返乡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