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焦点关注
责编：叶 子 邮箱：hwbjzb@126.com责编：叶 子 邮箱：hwbjzb@126.com

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广大
党员干部在认真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
话精神，了解合格党员标准要求的基础
上，更要注重传承红色基因，把先烈精
神化为实干动力，将学之所得运用到实
践中去，静下心来干事、沉下心来创
业，做一名实干家，努力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离不开脚踏实
地。我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说：“凡事
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
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
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
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脚踏实地，一
方面要“事无大小”，凡有利于群众的
事，就应尽心尽力去做，在日常工作
中，要克服心浮气躁、眼高手低的弱
点，从小事做起，向严里要求，往实处
发力；另一方面要持之以恒，兢兢业业
几天很容易，兢兢业业几年也不太难，
但兢兢业业一辈子就需要付出超乎寻常
的努力，如果不能坚持，做事“一曝十
寒”，不仅无法取得预期效果，还会损伤
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感。广大党员干
部应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中央要求，笃定为民服务的初
心，将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铸入灵魂，
实实在在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还离不开开拓
创新。如果说脚踏实地是对党的优良传
统的延续，那么开拓创新就是新时代对
党员干部提出的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惟改革者
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想使
工作再上新台阶，党员干部必须提高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工作的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不断开拓工作新局
面。我们有幸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荣历史使命，因此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增强
使命感和紧迫感，坚持埋头苦干、实干，同时开拓创新，不断
勇攀新高峰，为所在行业和领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党员干事创业，更离不开担当责任。担当责任是开拓
创新的坚实保障，也是一种崇高的思想情怀，是做事创业
的力量源泉。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
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李大钊的

“铁肩担道义”，都是责任精神的生动写照。在当今发展机
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党员干部要不为私心所困，不
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驱，修炼高尚的思想境界，乐于
担当责任；面对艰巨任务，要不辱使命、不负众望，不畏
难怕事，更要迎难而上，敢于担当责任；还要胸中有韬
略，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等思维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善于担当责任。党员干部需要深刻地理
解和践行担当精神，将其融入血脉，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
各方面能力，把自身命运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更
好地履行职责。

广大党员干部唯有保持坦然的平常心和积极的进取心
干事创业，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
韧，“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开拓，“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日积月累、厚积薄
发，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
检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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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人民不懈抗争和持续奋斗，正是
因为前人们浴血奋斗和英勇牺
牲，我们的国家才有了今天的独
立自主，我们的民族才有了今天
的发展繁荣，我们的人民才有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

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
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
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
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
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
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
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
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
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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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
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
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
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
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
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
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
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
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摘自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
上的讲话（2015年9月2日）

一
个
有
希
望
的
民
族
不
能
没
有
英
雄

一
个
有
希
望
的
民
族
不
能
没
有
英
雄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为了新中国，前进！”

穿过英雄广场，便步入了董存瑞烈
士陵园，园名由萧克将军亲手题写。一
个年轻妈妈抱着婴儿走过始建于 1961年
的牌楼，中间是毛主席为南京雨花台烈
士纪念碑手写的题词“死难烈士万岁”。

董存瑞纪念馆面积不大，2300 平方
米，当时的遗物配上精当的讲解、布
置，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这位年轻英雄
走过的岁月。

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孕育了董存
瑞。儿时听故事坐过的板凳，下地干活
时用过的锄头，自制的土炸药，诉说着
那段贫寒且艰难的岁月。甚至他留下的
15 岁照片，都来自日本人发的所谓“良
民证”。举国风雨飘摇之际，董存瑞听着
革命故事长大，明白了翻身就得跟着共
产党走的道理。

此后的岁月里，他做过儿童团团
长，参加过村基干民兵队。展柜中，还
保存着他当年送过的鸡毛信、火柴信，
用过的长矛、大刀、手榴弹和手枪。年
仅 16岁之际，他实现了参军愿望，并在
戎马生涯中，转战长城内外，参与战斗
百余场，荣获一枚毛泽东奖章和三枚勇
敢奖章。

最为世人铭记的时刻，来自 1948 年
的隆化战斗。那年 5 月，为配合即将开
始的辽沈战役，掩护华北战场杨罗耿兵
团东进，董存瑞所在的十一纵队奉命迅
速果断消灭国民党十三军，解放全热
河，切断华北与东北敌军的联系。隆化
是承德北大门，解放隆化，对解放承德
及热河起到关键作用。

烈士陵园外 100 多米处，便是曾经
的隆化中学。1948 年 5 月 25 日凌晨，董
存瑞所在六连向这里发起冲锋时，东北
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忽然喷出六条
火舌，子弹密集袭来，封锁了道路。

1955 年郭维导演的电影 《董存瑞》
再现了之后的场景。屡攻不下之际，为
减少战友伤亡，董存瑞主动请缨炸掉暗
堡。千钧一发之际，他用身体作支架，

左手托起炸药包，高喊：“为了新中国，
前进！”

爆炸声消弭于历史中，留下一座安
静祥和的县城。当地恢复了那座桥型暗
堡，恢复了机枪口、铁丝网，仿若硝烟
炮火穿越时间而来，隆隆作响。人们到
桥洞下合影留念时，大都不自觉地挺
胸，举起左手。

“以此木代替烈士遗骨”

粉红色花岗岩砌成的纪念碑高达 19
米，象征着董存瑞 19载青春年华。碑中
心汉白玉上，有朱德元帅 1957年亲手题
写的“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这是对董
存瑞一生极为精当的概括。

“董存瑞烈士之墓”碑上，有一大颗
红色五角星。圆形的中式墓下，却没有
烈士遗骸——那次战争之惨烈，远非今
人可想象。四尺长的棺木中，只安放着
一块红布包裹的楠木牌位，上面用朱砂
写着“以此木代替烈士遗骨”。

70 年间，董存瑞成为举国上下，无
可替代的英雄。1950 年 9 月，他被追认
为全国战斗英雄。

纪念碑东西两侧是题词碑廊，落款
大都来自人们熟悉的领导人及知名人
士。在时间漫长的刻度中，他们对董存
瑞表达了代表性极强的感受。

曾威将军的题词，来自他对战士的
爱。解放隆化时，他是董存瑞所在的三
十二师副师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
警备区政委。他写下一句颇有深意的
话：“一个人的勇敢来自他的觉悟。”

以文采著称的人民日报老社长邓
拓，则留下一首词，题为 《董存瑞》。

“战火炼英雄，家世贫穷，幼年立志便从
戎。阶级斗争增智勇，屡建奇功。隆化
炮声隆，决胜隆中，挺身爆炸压敌锋，

手托巨雷惊天地，烈士高风”。
杨尚昆主席将生平最后一次题词献

给了董存瑞。那是 1998年，他写下“纪
念董存瑞烈士英勇牺牲五十周年”。

洪学智将军早在 1955 年，便曾被授
上将军衔。 1988年3月，他题写了“为
国捐躯，英明长存”献给董存瑞。那年9
月，他被授上将军衔，就此成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授上将军
衔的人。

贺晋年将军的一生十分传奇，他指
挥了林海雪原大剿匪，消灭座山雕，活
捉谢文东。到解放隆化时，担任过东北
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1978 年 5 月
25 日，他为自己的兵写下“纪念全国战
斗英雄董存瑞牺牲卅周年”。

艺术家韩美林给董存瑞的题词颇费
了一番思量，以漂亮的象形字，写下“光
明磊落”四字，概括这位英雄的精神。

……
这份长长的名单，仅知名者足有数

百之众，大多没能展出。在每个时间节
点，都有人前来纪念董存瑞，这是一股
从未止歇的力量。正如从他牺牲后便延
续至今的董存瑞班，依然保留其床位，

每天早上点名时，连长呼点的第一个名
字永远是“董存瑞”。

每当此时，全体人员便会肃然正
立，全班战士齐声喊：“到！”

“和平年代
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存瑞小学传来朗朗读书声。在英雄
的故乡，还有存瑞幼儿园和存瑞中学。
最早命名的是中学，董存瑞在隆化中学
牺牲后，这所中学便改称为存瑞中学，
并成为河北省知名学校。

王莉莉还记得，从上小学时起，每
年清明节都会来董存瑞烈士陵园参加祭
扫活动。有时，还会在 5 月 25 日——董

存瑞牺牲纪念日参加纪念活动。事实
上，每隔十年，人们都会隆重纪念这一
天，这一传统从未中断。

“董存瑞早已进入全隆化人的集体记
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王莉
莉向记者回忆，在隆化，这是必修课。
小学三年级时，她还代表全县少先队员
向董存瑞纪念碑献过花。

如今，作为董存瑞烈士陵园办公室
主任，她在这里已工作整整 16年。其中
有 8 年，她都在做讲解员，向来自全国
各地的人们讲解烈士生平。这些年，她
目睹着陵园越来越大，全国各地前来祭
拜英雄的越来越多。每年，这里要接待
的参观人数都在 35万人次以上。今年五
一期间，3天内接待了两万人次。

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军
人，农村党支部，青少年……不同的人
群，来这里寻找着相似的记忆和感动。

在隆化人心中，董存瑞并不是孤独
英雄。他是一个英雄群体的象征。陵园
西侧有个角亭，是革命烈士纪念亭，为
纪念在解放隆化战斗中牺牲的五千余名
烈士而修建。考虑到整个隆化占地 5497
平方公里，相当于在这场战斗中，解放

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名战士牺牲。
正是他们，换来了今日隆化、承

德、河北乃至举国之安宁。
董存瑞纪念馆中，悬挂着习近平总

书记一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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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切为党、为国
家、为人民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模范
人物，我们都要发扬他们的精神，从他
们身上汲取奋发的力量，共同为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艰苦
奋斗、不懈奋斗！”

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那个手举炸
药包的青年，在他孜孜以求的新中国，
变成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着人
们前行。

到董存瑞烈士陵园的祭拜，源于一部老电影 《董存瑞》，“为了新中国，
前进！”的激越呐喊总是在耳畔回荡，手擎炸药包的壮美身姿总是在眼前
浮动。

今年是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也是董存瑞烈士牺牲70周年，壮怀激烈的
1948！那年 5月 25日，时年 19岁的董存瑞在攻打河北隆化中学敌人暗堡时，
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毅然选择了牺牲自己。21天后的6月15日，人民日报
在河北里庄创刊。两者的关系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正是因为有了像董存瑞
这样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才有党报在和平的环境里安心办报的70年辉煌。

清晨，漫步陵园前的广场，只见三三两两的老人正伴着优美的乐曲翩翩
起舞，不远处隆化中学的操场上和董存瑞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正在操场上快乐
地锻炼，我们，则在进行着党支部活动的快乐旅程。幸福的人们，可曾想
到，我们的美好生活，有70年前牺牲的那个年轻人的一份功劳？如果活到现
在，董存瑞应该是89岁高龄了。1943年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纪念左权将军牺
牲一周年追悼会”上的题词：“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
中！”是的，可以告慰和董存瑞一样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是，我们，正在把你
们的事业推向前进；而你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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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董存瑞烈士牺牲70周年——

他手举炸药包，
成为一座灯塔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天空下起细雨，眼前苍松笼罩在绿雾中，肃静庄严。6月22日的河北承德隆化
县，白日也微凉。人们沉默着向前，驻足仰望，拿出手机拍下此刻心情。眼前这座
青铜塑像也有20年了，加上底座高达8米，天空阴沉，铜像手中高举的炸药包格外
抢眼。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人以手举炸药包的形象永存于世，那就是董存
瑞。牺牲那年，他才19岁。如今，整整70年过去了。

你，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里
严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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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董存瑞烈士纪念馆。 本报记者 叶 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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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董存瑞烈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