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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濮阳市油田十三中学的学生们来到南乐县西邵乡霍苑村，寻访112岁的抗战老兵卢喜才爷爷，听他讲
述当年战斗的故事。 毕兴世摄

这是一次找寻，更是一次祭缅。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通过对一至

五批归国在韩志愿军烈士上千件遗物的
整理，发现了数十枚印章，其中 24枚印
章上的文字清晰可辨。根据烈士遗物中
的信息线索，其中有3位烈士的户籍所在
地是吉林省。该省延边军分区和延边州
退役军人事务局迅速研究制定寻亲方
案，几经周折，数十名工作人员，上百个
沟通电话，几千次信息转发，终于找到了
陈曾吉和郑东春烈士的亲属！

近日，记者先后来到图们市和龙井
市，走进烈士亲属家中，听他们讲述记忆
中的英烈故事。

陈曾吉烈士的遗骸是 2014年第一
批迁回的。记者在图们市月晴镇马牌村
见到了陈曾吉烈士亲属——二弟媳金春
今老人。随着金春今的讲述，陈曾吉烈
士的形象在我们面前一点点清晰起来。

“他个子高高的，长得很精神，唱歌特别
好。他还非常照顾我们这些弟弟妹妹，

是一个好人。”1947年，17岁的陈曾吉参
军入伍。直到1955年，陈曾吉的烈士证
送到家中，家人才知道他已经牺牲。和
烈士证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张陈曾吉的
军装照片。从那以后，陈曾吉的照片就
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几十年过去了，
金春今一家人从磨盘村搬到马牌村，从
泥草房换到砖瓦房，可无论在哪，陈曾吉
的照片都一直挂在家中的墙上，“我婆婆
说了，我们要一代一代把这张照片传下
去……”

大哥牺牲了，保家卫国的精神依然
在传承。金春今自豪地说：“我有两个儿
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也都当了兵。三
弟家三个子女也都当过兵。我们全家人
都认为当兵光荣。”

相隔百里的龙井市白金乡白金村，
郑东春烈士的亲属心情同样激动。白金
村咸朴洞 078号，大门口五星红旗迎风
飘扬。看到记者一行的来访，85岁的吴
彩凤老人话语中有些哽咽：“他的遗骸已

经回到祖国，还有遗物留下来，真是太好
了，太好了，谢谢国家！谢谢！”

吴彩凤回忆，郑东春是家中长子，
1949年参军入伍，曾参加过海南岛战
役。“大伯哥最后给家里的信说，部队可
能要赴朝作战，让我们不要找他，之后就
再没了消息。”自打那以后郑东春再也没
有联系过家人。“每一个家人团聚的节
日，婆婆总是念叨着大伯哥，所以我们
对他也有很深的感情。直到婆婆去世，
我们就把大伯哥的那封信，给婆婆一起

‘带走了’。”郑东春的侄子说，如今英雄
归来，他们要把郑东春的事迹补写到族
谱里，让郑氏的子孙都为大伯骄傲。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人武部和梅河
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也已经
找到金玉明烈士的档案，正在进一步搜
寻关于他的信息，寻找英烈亲属的脚步
从未停歇……

穿越万里，我们始终等着你。
跨过山河，我们一定找到你。

跨过山河，我们找到你
■本报特约记者 屈雷宇

近日，好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
4》上映，一张张票根在朋友圈刷屏，
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看着用电影特
效打造出来的美国英雄，笔者不禁
反问，我们的英雄什么时候能重新
夺回青少年的精神高地？

作为70后，笔者小时候收集的
小人书是董存瑞、邱少云的故事，画
板报经常描绘的是黄继光、刘胡兰
的形象，王二小送鸡毛信更是我们
游戏时模仿的对象。当时少不更
事，不能完全懂得英雄人物的崇高
信仰，但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
满腔爱国热情已在我们幼小的心底
生根发芽，此后经年一直潜移默化
受着他们胸怀正义、敢于牺牲精神
的影响，处世为人。

当前，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人
们的价值观也面临着多元化的冲击，
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狭隘民族
主义伺机冒头、兴风作浪。步入互联
网时代，青少年一代更是吃着薯片、
看着大片、玩着芯片长大，他们的价

值观明显受网络思潮影响：过分溺爱
和娇惯，不愿面对失败并从中吸取教
训；过分注重分数，忽略了人格、体格
和道德完善；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缺
乏集体情怀、社会担当等。

青少年责任担当意识的弱化，
原因是多重的，但这与总是用软绵
绵的糖化思维去影响和约束孩子不
无关系。如何传递好弘扬英雄精神
这支火炬，发扬好这份光与热，让英
雄形象在青少年心中重放光芒？笔
者认为：潜移默化要做熟，只有让青
少年对英雄故事耳熟能详、脱口而
出，甚至是如数家珍，才能引导他们
进一步去探索其背后的信仰灵魂；
自觉接受要追新，无论是社会、学校
还是家庭，弘扬英雄事迹都不能固
步自封，曾经的小人书、黑白电影可
都是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在今天
的孩子们眼中，吸引他们的不只是
形式创新、内容更新，更要贴近新时
代的大众审美，探索青少年的真正
需求；精神传承需挖深，信息爆炸时
代，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会
轻易接受模式化说教，更善于主动
追求，与其“喂到嘴里”，不如让他们
主动“找来吃”，才能真正让英雄情
怀扎根青少年心底。

在全面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当下，只有让青少年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
能真正使他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才能真正激发青少年对
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的内动力，才
能真正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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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陵江边到黄浦江畔，这曲英雄
史诗，依然激荡，深沉回响。

4月 2日，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
动暨革命烈士精神进校园报告会在上
海复旦大学拉开帷幕。“上海活动只是
第一站，今年内，让烈士回家活动将继
续走进四川、江苏、陕西等地，将 310位
红岩烈士的事迹、史料送回他们生活、
学习、战斗过的地方，让他们的精神在
年轻一代中发扬光大。”负责承办此次
活动的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
心党委书记朱军介绍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近
日，记者走近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参与
者和聆听者，感受活动的内涵魅力，探
寻如何有效引导新时代青年人传承红
色基因、努力做好追梦者和圆梦人的
方法路径。

有温度的历史讲出来
3段感人至深的故事、153件烈士相

关文物史料、60分钟的宣讲、2小时的话
剧……穿越 70多年的时光，13位上海
籍的红岩英烈“回到”了他们曾经学习、
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他们的名字在这
块土地上再次流传开来。

无论是作为中学生必读名著《红
岩》，还是经典的影视剧人物“江姐”“小
萝卜头”，红岩英烈都是大众所熟知的，
如何让观众触摸先辈们真实的“血肉与
灵魂”，激起新时代青年人的情感共
鸣？讲了 19年王朴烈士故事的红岩联
线金牌讲解员刘帅说，这一次“送王朴
回母校”的活动，让他打开了新的视角。

“在抗战胜利初期，社会上的有志
青年都如在座各位一样，在思考两个
问题：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何在？二
是自己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王朴烈
士也不例外。”来沪之前，刘帅便为此
次讲解定下了方向，讲述一个有血有
肉的、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的故事：

“王朴出生在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家庭，
5岁就入读私塾，而后考进复旦大学新
闻系，在当时也是一名‘高富帅’，他的
家庭给了他选择出国留学的机会，但
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他通过
《新华日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而后
又查找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许
多马克思主义著作，更加坚定了为共
产主义奋斗的信念。1946年王朴如愿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虽然英雄们不惧怕死亡，但也从
没有放弃生的希望，用现在的话来讲，
他们也渴望并争取着逆袭成功！”活动
结束后，2018级历史学系的沈欣怡在留
言簿上这样留言。她告诉记者，先烈们
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让她备受鼓舞，尤
其是了解了胡其芬烈士撰写的《最后的
报告》更让她深感钦佩，“报告所做时间
在第一批、第二批烈士遇难之后，当时
江姐等人已经牺牲，胡其芬沉痛而清晰
地记录了国民党的罪行,并经过缜密思
考提出营救意见。她真是令我敬佩，简
直就是我的偶像！”

此次红岩联线还带来了费巩烈士
与妻女合照、何柏梁烈士狱中收条、王
朴烈士手迹等实物和图片资料，组成红
岩英烈事迹展，摆放在复旦大学光华楼
志和堂中，让师生更加近距离地接触和
理解红岩精神。

可触摸的历史送上门
“时代不同，想法自然也不同。从

这个角度讲，也可以理解有人担忧英烈
先辈与今日青年是否存在代沟的问题，
而我们就是要‘修补’这道代沟，让当代
青年跨越时空差距去感受英烈精神。”
本次活动组织方红岩联线社会教育工
作部社教科工作人员付金梅告诉记者，
她曾担任过 5年的大学辅导员，这份经
历对于理解当代青年兴趣爱好有非常
大的帮助。

为了让历史生动起来，活动的演、
讲、展等多种形式穿插进行。话剧《红
岩魂》、川剧《江姐》作为“演”的部分，吸
引了大批观众。“小说《红岩》家喻户晓，
改编的电影、歌剧、电视等有很多版本，
如何避免脸谱化的呈现，让青年学子易
于接受，我们从形式到内容都做了全新
演绎。”重庆市话剧院院长张剑介绍道，
他们在《红岩魂》音乐创作中注入了流
行元素，舞台上还采用了透明、超薄的
LED冰屏。演到小萝卜头牺牲的一幕

时，冰屏上五彩斑斓的蝴蝶展翅飞翔、
如梦似幻，深深打动了年轻人的心。

4月下旬，记者在红岩联线文化发
展管理中心办公室看到，工作人员正在
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下一步他们将陆续
赴包括江竹筠故居、许晓轩故居、黄显
声故居、罗世文烈士史料陈列馆、王朴
烈士纪念馆、小萝卜头纪念馆、杨虎城
将军纪念馆等地开展活动，以及走进红
岩烈士曾经就读过的四川大学、重庆大
学等高校，通过系列宣讲活动、通过与
高校共同成立“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共
建基地，让更多年轻人重温红岩烈士的
学习成长经历。

“我们拒绝说教，而是尽力再现历
史，让一位位可亲可敬可学的青年榜
样，走进年轻人中间，走进他们的头脑
里。”重庆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重庆
警备区政治工作局主任王治表示，近年
来，红岩联线作为全国国防教育基地，
每年不但有上千万游客慕名而来，而且
全市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把英烈精
神送进学校、送进企业、送进军营、送进
社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历史承载的信仰在传承
“学医后，很多人问我是否后悔过

当初的选择？我也的确曾感到过迷
茫。”报告会后，2014级本科生吴松阳

在会场里坐了良久才离开。他不同寻
常的举动吸引了记者的关注，聊起对于
这次活动的感受，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五
星好评，同时道出了他的感受：“今天的
活动，让我了解到王朴学长的故事，他
牺牲时比现在的我大不了多少，我不禁
想象：如果他活在当下，是否也会像我
们一样度过大学时光；或者我若出生在
战争年代，是否有勇气做出和他一样的
选择。有他的指引，让我看到在追寻
梦想的道路上，我不孤单！”说完这句
话，吴松阳背起双肩包，礼貌地与记者
告别，他那略显稚嫩的脸上扬起了灿
烂的微笑。

“数字是最好的说明。”复旦大学宣
传部部长周鹏表示，据不完全统计，从
开展至今，约有190支团队、4000余人次
参观了展览，更有超万人次的网络浏览
量，复旦大学和上海籍红岩英烈事迹展
已经被同学们称为复旦校园最红展览。

“红岩精神的魅力是不会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褪去的，就如同青年人的理想
信仰永远熠熠生辉。”正在新闻学院念
博士二年级的范佳秋，同时担任着硕士
研究生的辅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红岩
英烈事迹展在校园开展后，他几乎每天
都来，观摩、拍照、查找相关资料，他告
诉记者，经常能听到一些学弟学妹们讲

“怀疑人生”，常常讨论“面包还是玫
瑰”。这次活动，他不光是自己受教育，
还会把所见所闻与更多人分享，引导同

学们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懈努力，担起
家国天下的责任。

自觉传承、积极传播，才能让红岩
精神散发的正能量感染更多人。站在
事 迹 展 的 场 地 里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2016级硕士石璞主动找上此次来校做
宣讲的红岩联线工作人员，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

“我是复旦大学博讲团的成员，今
年我们准备组建校史和国史宣讲团，今
天我来听宣讲，收获很大，特来拜师请
教经验。”石璞恳切地说。和他一样，历
史系2018级学生张姿是班上的团支书，
她平时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组织同学
们定期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活动。“我之
前对重庆最大的印象是抖音上的‘网
红’城市，但是今天，给了不一样的灵
感。我都想好了下次团员大会讨论的
内容：拨开网红的薄雾，探寻重庆的红
岩底色！”这名00后的宣言，不禁让记者
想起了小说《红岩》的结尾：

“晨星闪闪，迎接黎明。
林间，群鸟争鸣，天将破晓。”
共和国不会忘记，中国人必须铭

记，红岩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
而他们用鲜血染成的旗帜，必定

会由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来守护和传承
下去。

上图：复旦大学师生前来参观红岩
烈士事迹展。

重庆红岩联线提供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重庆军地多部门联合举办让烈士回家活动暨革命烈士精神进校园报告会，走
进红岩英烈的母校、家乡，传承红色基因，让红岩精神在新时代青年心中绽放光辉——

一场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杨青江 刘雪莲 本报记者 左庆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