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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清明至，祭奠英烈时。
英烈这个称号，皆是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用胜利和功绩赢来的。对英烈
理应颂扬和褒奖，决不能容许一丝一毫
的亵渎。

对英烈的认识越高，维护英烈尊严
的行动就越有力。英烈者，军之剑，国之
干，民族之魂。英雄烈士的事迹、形象和
精神价值，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
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
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如何对待英烈，
关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乎敌我认
知空间的战争，直接影响总体国家安
全。维护英烈尊严，就是维护政治安全、
文化安全；捍卫英烈权益，就是捍卫国家
利益、国家安全。

军旅作家王树增曾参加一档电视节
目，当被主持人问及“如何评论网上说黄
继光是假的”时，当场予以怒斥并严词告
诫：“祖宗不能说着玩！”的确，英烈的尊
严高高耸立，挺起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
名片和金字招牌，标识的是正确的价值
观、荣辱观、道德观，爱惜之、珍视之、呵
护之都恐不够，又岂能“说着玩”！

现实生活中，却有那么一些历史虚
无主义者，借助网络、微信等平台，不时
传来质疑英烈、抹黑英烈、诋毁英烈的声
音。他们常常披着学术外衣，打着理性
反思、还原真相、重新解读等幌子，在脱
离时代背景和历史实际的情况下，对支
离破碎的史料进行篡改拼接，进而得出
所谓“历史真相”，颇具迷惑性。

欲灭其国，先毁其史。欲颠覆一个
国家，先要解构其历史，毁灭支撑其浩浩
青史的英雄烈士。历史虚无主义者诋毁
英烈尊严的做派，不是闲着无事，而是通
过亵渎英烈，冲击社会共识，抹杀我党我

军的革命史，歪曲我们革命的正义性真
理性，进而危及我国政治安全、文化安
全，达到动摇我国国家政权的目的。如
果我们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就可能在意
识形态领域失去话语权，在认识空间的
战争中打败仗，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
是不可估量的。

尊崇英烈，敬重历史，反对虚无，是
每名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苏联的教
训值得我们反思。1991年，当苏联的媒
体在时任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的授意
下，大肆刊登反马克思主义的小说及理
论文章时，苏联 2000万共产党员选择
了噤声。当苏联中学里的马列课被取
消时，以重视历史教育而著名的知识分
子也选择了沉默。从 1991年 12月 25日
始，苏联国旗便消失在克里姆林宫上
空。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有很多，不与
历史虚无主义者作坚决斗争是一个重
要原因。

反对虚无主义、维护英烈尊严永远
在路上。对那些抹黑英雄的人，我们不
仅要发出正义的讨伐，还要亮出法律的
利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85条明确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
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日前，英雄
烈士保护法草案正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不久我们将有专门法律保护英雄烈
士。如果历史虚无主义者敢露头，就要
及时采取法律手段，让他们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了解历史，才能自觉捍卫历史真相；
读懂英烈，才能有力维护英烈尊严。每
名国人只有系统学习历史尤其是中国革
命史，深入学习英烈事迹尤其是近代以
来的革命英烈，真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英烈精神，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反对错
误的历史观，以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战
胜历史虚无主义，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
应有的贡献。

维护英烈尊严
就是维护国家安全

■李志华

本报讯 林云、特约记者杨西河报
道：3月下旬，记者从江西省萍乡军分区
下发的一份通报中看到，今年征兵报名
网站开通仅两个多月，芦溪县适龄应征
青年报名率就达100%，尤其是大学生的
报名比例远远高于往年。该县围绕现役
军人最为关注的“荣誉、家庭、后路、权
益”等问题，抓实“节日走访慰问、立功受
奖报喜、涉军维权援助”等 8项工作落
实，汇集起了当兵光荣的强大正能量，使
十九大中“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这一精神落到实处。

芦溪县历史久远，传统厚重。该县
县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劲松
感到，作为“红土地上的军民融合协调
部”，人武部在为军服务方面有着得天独

厚的条件，必须着眼增强军人荣誉感自
豪感，把实事办到实处。经过调研论证，
军地联合出台《芦溪县为军服务实施细
则若干规定》等政策性文件，着力抓实

“节日走访慰问、立功受奖报喜、实际困
难帮扶、涉军维权援助、优抚落实督导、
就业技能培训、退伍返乡迎接、退役安置
协调”8项工作落实。

立功受奖喜报能不能及时送到官
兵家中、退伍返乡能不能感受到当兵光
荣是现役军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该县人武部把落实立功受奖报喜和退
伍返乡迎接作为8件实事中的一个重点
抓好抓实。要求在接到部队寄发的喜
报后，与民政部门一道大张旗鼓送喜上
门，对荣获三等功以上的官兵，明确要

求在军人家庭悬挂“功臣之家”光荣牌，
并按照标准落实奖励金额。今年新春
前夕，县人武部领导与乡镇干部一道，
冒着严寒将人武部收到的 25份立功喜
报和“功臣之家”匾牌、奖金，敲锣打鼓
地送到了立功官兵家中，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氛围。

解决好退伍士兵就业安置问题，是
激发适龄青年踊跃参军的一个有效举
措。他们加强与人社、民政等部门退伍
安置协调，每年都要免费组织就业技能
培训，帮助退伍军人谋取生存所需的一
技之长。去年底，该县退伍战士刚返乡，
县人武部就组织民政、人社、司法和发改
委等部门，专门为退伍战士举办就业招
聘会，帮助他们了解就业政策，拓展就业
渠道，尽快投身家乡经济建设。两年来，
先后有 120多名战士参加培训，69名在
部队表现突出的战士提前上岗。

走开“让光荣之家成为小康之家”
的帮扶之路是该县人武部拓展为军服
务模式的一个特色做法。人武部坚持

把贫困复员退伍军人纳入精准扶贫计
划，帮助他们尽早脱贫致富。芦溪籍战
士章理生退伍后与村民合建果园种养
专业合作社，因技术缺乏、资金不足，种
植的果林一半坏死、放养的鸡鸭大半病
死。人武部在协调为其申请低息贷款
的基础上，联系技术人员上门提供技术
指导。目前章理生的果园面积扩展到
800余亩，年产值 200余万元。在他的
带动下，全村有 8名退伍兵加入他的合
作社。

为确保为军服务“八位一体”制度体
系常态落实，人武部党委联合地方双向
用力，在民政、司法、人社等部门设立联
络员，构筑完善县、乡、村三级为军服务
管理网络，全县 9个乡镇均以党委书记
任组长、专武部长任副组长、民政所长任
信息联络员，村、社区居委会均建立为军
服务组织，形成了“上下一条线、纵横成
网络、各级有人抓、活动经常化”的齐抓
共管格局，确保全县为军服务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

“八位一体”构筑军人荣誉制度体系
围绕军人关注的“荣誉、家庭、后路、权益”等问题，抓实“节日走访

慰问、立功受奖报喜、涉军维权援助”等工作落实

3月28日，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革
命烈士陵园里，冬青凝绿、松柏滴翠。

78岁的烈属薛志娥，在众人的搀扶
下，穿过丛立的烈士碑林，来到父亲薛广
山的墓碑前，哭喊着“老爹啊！我终于找
到你了！”她紧紧握着集宁区人武部政
委马宏飞的手，向前来瞻仰的人群诉说
起了这些年难忘的经历。

故 事 的 开 头 就 足 以 震 撼 人 心 。
1948年，革命烈士薛广山在解放战争
中牺牲时，薛志娥只有 8岁。70年来，
薛志娥虽然多方寻找，但由于力量有
限，一直没有弄清楚父亲的遗骸葬在哪
里，这是她一生的心病。

今年春节前夕，集宁区人武部在组
织慰问辖区军烈属时，薛大娘告诉大
家：“今年正好是我老爹诞辰100周年，
如果能够找到他的陵墓，那我真的是死
也无憾了！”

薛大娘的一席话，深深的触动了在
场的所有人，马宏飞当即就带着人武部
的同志们在薛大娘面前立下了“军令

状”：“大娘，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帮您完
成70年的夙愿！”

由于年代久远，部队多次改变隶属
关系，薛大娘提供的信息又非常模糊，
原始档案中已查找不到薛广山烈士的
有关信息，寻访工作一波三折。

为了尽快找到有用的线索，人武部
的同志们几乎查阅了手头上所有可以
找到的信息资源，从内蒙古军区军史
馆，到集宁区党史区志档案馆，再到集
宁区民政局……与此同时，他们还向许
多兄弟单位发去信函，希望能够得到协
助，甚至还放弃了不少休息时间前往天
津、河北等地实地查访，但始终没有得
到回音。

没有人气馁。时间来到3月10日，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在两百多公里以
外的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民政局档案
中记录了薛广山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一
些信息，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薛广山烈士
本人，但与薛大娘提供的信息非常吻合。

民政局的同志在电话里说：“你们

可以去天镇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找找，那
里也许会有他的墓碑。”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集
宁区人武部副部长柳峰和政工科长刘飞
立刻驱车赶往天镇县进行实地确认，谈
起当时的情形，他们俩仍然记忆犹新。

由于不熟悉路线，两人一进天镇县
境内，便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出租
车司机王荣娥得知柳峰一行的来意后，
拉着他们来到了烈士陵园。临下车时，
王荣娥说什么也不肯收80多元的打车
费,虽然这足足是她半天的收入。

经过接力寻找，柳峰和刘飞果然在
天镇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找到了薛广山
烈士的墓碑，并最终确定天镇县革命烈
士陵园就是英雄的埋骨之地。

在返回集宁区的路上，柳峰拨通了
薛大娘女儿王仙果的电话，老人一听说
找到了，“哇”就哭了，边哭边说：“老爹
啊！你咋跑那儿去了呢！”

在人武部的安排下，3月28日，薛广
山烈士遗属一行20多人踏上了前往天

镇县革命烈士陵园祭奠的路。在此之
前，人武部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专
门协调了当地人民医院的2名医护人员
随行提供医疗保障；而在得知消息后，
王荣娥也早早的守候在高速出口，静候
烈士遗属的到来……

巍峨的烈士陵园里，挤满了前来瞻
仰的群众。在祭拜时,马宏飞特意叮嘱
人武部的同志们录像、拍照。他说，回
去后要把祭拜过程刻成光盘,分发给薛
大娘的街坊邻居们。“我们就是让大家
都知道,薛大娘的父亲是革命烈士,是
为解放战争牺牲的。要让全社会都尊
崇军人，尊崇英雄。”

离开烈士陵园时，记者抬头看到高
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一
段碑文：亘古以降，生也默然，死也无
名；默然而有灵魂，无名而存事迹。

图①：3月 28日，在人武部同志的
陪同下，薛志娥踏上了祭奠父亲的路。

图②：薛广山烈士的儿媳妇薛玉花
在烈士墓前展示烈士证明书。

1948年，革命烈士薛广山在解放战争中牺牲。70年来，其女薛志娥一直惦记着
父亲尸骨葬在何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武部得知消息后，多方寻找，终于
在清明节前寻觅到了英雄的埋骨之地——

为了完成一位烈属70年的夙愿
■张庆东 本报记者 方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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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 4月 2日电 记者费
士廷、宫玉聪报道：好儿女志在四
方，有志者奋斗无悔。2018年征兵
宣传教育进高校活动今天在天津
南开大学启动，标志着今年全国征
兵宣传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高度重视大学生征兵工作，先
后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一大批优
秀大学生参军入伍，改善了部队兵
员结构，提升了官兵文化素养，增强
了驾驭先进武器装备能力，有效提
高了部队战斗力，为强军兴军注入
了新鲜血液。

去年 9月，阿斯哈尔?努尔太
等 8名南开大学学生怀揣报国理
想，携笔从戎投身军营。习主席亲
自给他们回信，勉励广大青年学子
在军营锻炼成长，淬炼成钢，表达
了党和国家对青年人的关怀和嘱
托。为深入贯彻习主席给南开大
学学生重要回信精神，充分调动兵
役机关、教育部门和高校的组织动
员力，激发大学生参军报国政治热
情，军委国防动员部、教育部将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征兵宣传教育进
高校活动。

启动仪式上，军委国防动员部
领导、教育部领导就高校征兵工作
讲了话，勉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助
力强军伟业，绽放绚丽青春。南开
大学参军入伍大学生代表、全国首
届“爱我国防”大学生演讲大赛获奖
代表也分别发了言。仪式结束后，
与会军地领导、会议代表一同观看
了南开大学“牢记主席嘱托、勇担强
军使命”主题文艺演出，并来到征兵
政策咨询现场，与青年学子进行了
互动交流。与会学生表示，一定积
极响应习主席的伟大号召，把爱国
之心化为报国之行，把热血挥洒在
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绚
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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