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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片曾经遍布硝烟的红色
土地上的普通群众，对红色历史有着深
深的敬畏。

1992 年，珲春市成为 14 个沿边开
放城市之一，刘丛志来到珲春市敬信镇
防川村开办饭店。随后，他了解到，
1938年的日苏“张鼓峰事件”就发生在
这里，自家饭店后面的山，就是张鼓峰。

经营饭店的过程中，刘丛志发现，
村民经常在地里发现一些啤酒瓶，每当
这时，大家就会神情激动的把瓶子狠狠
砸碎。这让刘丛志感到不解，他凑上去
询问得知，原来这些啤酒瓶上印有日
语，应该是当年日军留下的，村民出于
对日军的愤恨砸碎瓶子。对此，刘丛志

陷入沉思——这些都是日军入侵中国
的罪证，砸了只能一时解气，不如留下
来警醒后人勿忘国耻。

于是，村民再次发现“日本酒瓶”
时，刘丛志便将其买下，此后，便“一发
不可收拾”——战时留下的望远镜、头
盔、炮弹碎片、行军锅、水壶……刘丛志
的藏品越来越多，有自己发现的、也有
从村民手中收购的。起先放在家里的
柜子中，后来收到饭馆的库房里，再后
来库房也装不下了，刘丛志便想到“开
一个展览馆”。

2005年 5月 18日，刘丛志卖掉饭店
的全部设备，再加上贷款，创办了“张鼓
峰事件”纪念馆，这是吉林省首家民办

纪念馆。
纪念馆虽然建起来了，知名度不

高，参观者寥寥无几，展柜上甚至时不
时就会蒙上薄尘。尽管如此，纪念馆内
藏品价值不容小觑，仅和“张鼓峰事件”
相关的藏品就多达 1138件，且均在国家
文物局备案。

随着珲春市的开放发展，来此经
商、旅游的人日益增长。现在，这座纪
念馆每年客流量达到 6万人次，不仅是
防川景区内的著名景点，还是吉林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是投身商
海搏激流，还是不忘初心继续坚守？刘
丛志选择了后者，与他有着相同选择

的，还有刘德武。
刘德武是汪清县小有名气的“抗战

文物收藏家”。从小他就对抗日战争历
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1988 年，年过 30 的刘德武踏上了
收藏抗日战争文物的道路。夏天到建
筑工地干活筹措资金，冬天骑着摩托车
在方圆百里的几百个村落里挨家挨户
寻访，收集抗战文物。他投入所有积
蓄，甚至到银行抵押住房贷款。聊起收
藏的心路历程，他感慨道：“想过放弃，
但没舍得，钱没了可以再赚，这些东西
没了去哪找啊！”

30 多年来，刘德武收藏了近 3000
余件抗日文物。“现在我就想着怎么能
让这些老物件发挥更大的作用。”接受
采访时，刘德武告诉记者，“这些东西都
是从这片土地上找出来的，我想让它们
留在这片土地，并通过它们，让更多的
人了解这里发生过的事。”为了这一目
标，前不久，刘德武将藏品无偿提供给
“汪清县童长荣纪念馆”“小汪清抗日游
击根据地——东满特委磨房”等纪念馆
展出。

“钱没了可以再赚，这些东西没了去哪找啊”

传承红色基因是一个涉及内容

多、开展时间长的系统工程，要完成好

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政府投入和官方

组织，人民群众的自发参与同样十分

重要。

真正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之中。

人民群众不仅是传承红色基因受众，

也是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的

主体，人民群众对红色基因发自内心

的认同，是将其传承发扬的源泉动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用红色

基因筑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精神长城，需要引导群众全民参

与、自觉践行。

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需要大力弘

扬。在东北抗联路上、在延安革命圣

地、在遍布神州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有讲述战斗经历的参战老兵、有义务

讲解革命遗址故事的宣讲员，还有无

偿捐赠私人藏品的收藏家……他们很

少考虑个人得失，用无怨无悔的坚守

和付出，在平凡的生活中书写不平凡

的人生华章。这种不求索取、默默奉

献的精神，既让人无比敬佩，更应该得

到大力弘扬，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深

受感染熏陶、自觉融入传播队伍。

人人有责的社会担当需要广泛赞

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黄土一抔

魂”，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脚下的每

一寸土地都曾浸染革命先辈的热血。

因此，每个人都有传承红色基因的义

务和责任。“时代楷模”金春燮十年如

一日立起77座烈士纪念碑，让抗联精

神接续传承，榜样力量引领带动一批

又一批普通群众以传播红色基因为荣

耀，视传承红色基因为己任。不论是

党政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是现役

军人或是社会人士，每个人身上都流

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每个人都应主

动担起这份传承的责任，在传承红色

基因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需要积极倡

导。“凡应天下之事；一切行之以诚；持

之以久。”默默无闻地从事平凡事业的

人，一朝走入传承红色基因的事业，便

能爆发无尽力量。不论骄阳烈日、雨

雪风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传承

红色基因的步伐不曾停歇。社会应该

肯定这种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赋予

他们传承红色基因领跑者的荣誉和徽

章，给予他们继续坚守初心的信心和

动力，并积极倡导这种行为，号召社会

民众同他们一样，把对于红色基因的

炽烈情感，升华为真挚的家国情怀。

崇尚英雄的民族精神需要热情

讴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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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曾有人在网上恣意丑

化、颠覆英雄形象，也有一些无知游

客在英雄雕像前做出不尊重、不敬畏

的失当言行。与这些恶劣行径产生

鲜明对比的是，红色基因的传播者尊

崇英雄人物、学习英雄事迹、践行英

雄精神。如今已是全媒体时代，社会

各界应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大力宣扬

传承红色基因的奉献者，热情讴歌崇

尚英雄的民族精神，在全社会掀起处

处体现尊崇、人人争相学习的传承热

潮，以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占领思想

舆论阵地。

正是有了全民自觉参与的传承传

播，才确保了红色基因不断赓续，英雄

精神源远流长。让我们自觉集结到传

承红色基因的先锋队伍之中，充分发

挥人民群众在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

色基因工作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

造性，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

力量。

（作者系吉林省延边军分区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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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5岁的焦春梅于 2015年主动
申请转岗汪清第四小学副书记一职，
来到汪清县县委党校，成为一名红色
故事宣讲师。

位于汪清县的小汪清抗日游击根
据地是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许多革命

烈士在这里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英
雄的故事，随着焦春梅的足迹和话语，
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宣讲抗战故事会‘上瘾’。”被问及

为什么放弃领导岗位时，焦春梅笑着告
诉记者，很多人都问过她这个问题，她
的答案始终不变，“越了解抗战英雄的
事迹，我对他们的感情就越深，就想让
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做过
那么伟大的事。”

到山村中宣讲经常要翻山越岭，
山路崎岖在焦春梅眼中只是小菜一
碟，路上时不时出没的蛇虫却让人颇
为头疼，一开始时她被“吓得直冒冷
汗”，到现在“随手找根树枝拨开就行
了”。为了做好宣讲，焦春梅经历的不
只是路上的艰辛。“我尝过草根，也体
验过‘老虎凳’，我学过舞蹈，但最多 8
块砖就受不了了……没有切身的体
验，你无法真正感受到当年战斗英雄
是在怎样严酷的环境中浴血奋战。”焦

春梅描述自己的体验时生动传神，话
到结尾已是表情严肃。她曾尝试体验
抗战英烈经历过的艰难困苦，然后将
感受加入宣讲，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
地感悟抗战英雄的伟大。

除了前往各地宣讲之外，焦春梅还
组建“红色文化教育宣讲团”和吉林省
首支少年儿童爱国主义教育宣讲队。
少年儿童宣讲队的宣讲效果超出焦春
梅的预料，不仅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
加，还有许多家长被带动，参与进来。

如果说，焦春梅的愿望，是让更多
的人了解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那
么曾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国信的担当，
就是扎根深山守护英烈英魂。

珲春市英安镇的大荒沟村村如其
名，从山外驱车前往，需要转过不知多
少弯，才能走进这个山沟沟中的小村
落。就在这样的大山深处，65岁的刘国
信已经和“13烈士墓”墓园相伴40年。

1938年 8月 18日，珲春抗日游击队

在返程途中被日军包围，13名游击队员
壮烈牺牲。村民和战友将烈士的遗体
就地合葬，这就是“13烈士墓”的由来。

1979年，延边州文物管理所找到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国信，希望他能负
责管理烈士墓园。刘国信毫不犹豫地
答应下来，一守就是 40年。“有时候一天
能来 30多个参观团。”他告诉记者，因为
长时间的讲解自己常常口干舌燥声音
嘶哑，“但是不觉得累，反而越讲越有劲
儿，要是哪天没有参观者，我还觉得挺
失落的。”

除了讲解工作，墓园的日常打扫维
护同样辛苦，但不论寒冬酷暑、刮风下
雨，刘国信都会按时前往墓园打扫落
叶、清理杂草、擦拭墓碑。国家有了新
政策，他要站在墓前“汇报”，闲暇时间
还会和烈士们“拉拉家常说说话”。
“吴彬冲锋在前，肠子都被打出来

了还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刻……”这个
墓园倾注着刘国信的心血，采访时，他
经常说着说着就开始“跑题”，声情并茂
地讲述起那些熟记于心的战斗故事，记
者甚至插不进话。

春节前夕，刘国信定居在山东的儿
子带着孙女来看他，儿子早就在山东定
居，多次提出要接父母过去“享清福”，
但都被刘国信拒绝，他说：“坚持了这么
多年，墓园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
只要还能正常活动，就要一直守下去。”

“越了解抗战英雄，我对他们的感情就越深”

“村村皆抗日，屯屯出英雄”是延边
州的骄傲，数据显示共有 17735名烈士，
烈士纪念碑和战斗遗迹多达600余处。

位于吉林市的桦皮厂烈士陵园是
为纪念 1948年 2月 16日的桦皮厂战役
而修建，在这场战斗中，654名延边籍战
士壮烈牺牲。
“牺牲的烈士有 600 多人，但有名

有姓的只有 203 个。”居住在延吉市的
92岁退伍老兵李福龙曾先后参加剿匪

战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告
诉记者，1995年，自己与战友在一次扫
墓活动中了解到，因为战争年代条件
所限，现在许多烈士的姓名资料无从
查寻，所以墓碑上只有 203 名烈士的
姓名。
“不能让革命英烈就这么成了无名

英雄。”回到家中，连续几天，李福龙都
辗转反侧，脑海里时而是战场上与战友
一同浴血奋战的场景，时而是陵园中仅

有 200多个姓名的烈士纪念碑。最终，
他决定要为这些战友“找回”姓名。

于是，他与几名战友踏上了寻找无
名烈士的道路。吉林省内 8个县市遍布
他们的足迹，民政局、档案馆、出版社不
知跑了多少遍。年纪大了视力下降，几
名老兵即使戴着厚厚的老花镜，也要一
字一句逐页翻找资料。直到 2015年，李
福龙的身体情况不允许他继续在外奔
波，才停止寻访，但每天依然在家中翻

阅书籍资料。
“我现在只有两件事情放不下，一

件是能不能把已经找回的烈士姓名都
刻在纪念碑上，另一件就是这些资料的
去处。”接受采访时，李老收集的资料就
放在他的床边，分门别类厚厚摞了十几
摞，里面有战斗进攻图、地形图、参战老
兵的回忆录、新闻报道，还有参战部队
的历史资料和相关图片。他告诉记者，
希望为这些资料找到一个能够被妥善
收藏保管的地方，好让这些战斗英雄被
更多人知晓。

延边军分区司令员梁松柏告诉记
者，为了实现老人的愿望，他们与吉林
军分区联手协调，准备将资料送进吉林
市北山烈士纪念馆进行分类展出。据
悉，在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实后，桦皮厂
烈士陵园的烈士名单，也已从 203个姓
名增加到了 470个。

“不能让革命英烈就这么成了无名英雄”

阳春三月，沉睡了整个冬季的大地还没苏醒，粉红色的金达莱花却已在这片热土上迎着寒风开放。“山山金达莱，村村烈
士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早、对日斗争反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如今，战争硝烟已散多
年，但热血不曾冷却。这里的金达莱更加娇艳，人们的爱国情怀更加浓烈，涌现出一个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群体。近
日，记者走进这片热土，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盛开在新时代的“金达莱”
■■张显锋 本报记者 杨明月 特约记者 屈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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