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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9日，内蒙古《北方新报》刊登了一则
为湖北省仙桃市沔阳籍烈士王贤光寻亲的消息，消息
传到千里之外的湖北省仙桃市，很快就在该市网民的
朋友圈里刷屏了。

得知烈士长眠地后，一场寻找烈士后人的行动在
仙桃军地之间迅速展开。在本地寻找的同时，仙桃市
委联合仙桃市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史志研究
中心和报社、电视台等军地部门组成的10人寻访团，
奔赴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祭扫烈士。

“王贤光烈士，家乡人民来看望您了……”在纪念
碑前，仙桃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王中明的一席家

乡话带来了老家的思念。从1930年17岁参加革命离
开家乡，到1941年28岁牺牲于内蒙古，王贤光再未回
到家乡的土地。如今，襄河的水、家乡的土摆放在骨
灰盒前，寻访团成员轻轻擦拭灵龛，插上紫色勿忘我，
把水和土摆进去，让家乡温暖的气息陪伴烈士。

寻访期间，成员们先后走访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
馆、王贤光烈士战斗和牺牲的地方等，获得了包括王
贤光烈士牺牲时间、地点和英勇事迹等重要信息。由
于种种原因，寻访团成员始终未找到记载烈士家人的
信息。

寻找仍在继续，精神已经传承。湖北仙桃市以

寻找王贤光后人为契机，在全市核实登记、整理了
2017名烈士信息和先进事迹，统一归档存放在革命
烈士纪念馆。参加此次寻亲的一位烈属王占祥说：

“我的祖父王柏清在抗日战争期间是一名中共地下
交通员，在战斗中身中数弹，牺牲时年仅39岁。这次
祖父的事迹终于被录入纪念馆，我们全家都感到很
欣慰。”

一次寻找，为了永远铭记英雄精神，更是为铭记
这片具有革命精神的红色土地。

2019年9月初，一座纪念潜沔农民运动领导人胡
幼松烈士的纪念馆刚落成，与之同时，沔阳县第一个
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处东岳庙、张难先纪念馆、杨显
东纪念馆、沔阳人民革命烈士纪念馆、红军坝烈士纪
念碑等英雄纪念设施也修缮一新。如今，它们已经成
为了仙桃这片红色热土上的精神高地。每逢重大节
假日，市民都自发前去祭扫；每当举办重要庆典活动，
它们都会成为党政机关的首选地。

寻找，为不能忘却的记忆

以城市名义以城市名义致敬英雄致敬英雄
■杨 勇 孙建辉 本报记者 朱 勇

“天降神兵只听说，撒豆成兵没见过，贺龙将军有妙计，红军越打兵越多。”这首至今仍然流传在江汉平原的革命歌
谣，其反映的历史已载入我党我军光辉史册。1930年7月7日，红二军团在湖北江汉平原诞生。数以万计的江汉儿女参
军入伍，抛头颅、洒热血，为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9年，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省仙桃市先后开展寻访功勋老兵、修缮红色旧址、编印英雄故事书籍等活动，在
全社会形成学习英雄、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汇聚起爱党爱国爱军的强大力量。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是激励我们前行的
强大力量。习主席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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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省仙桃市通过寻访功勋老
兵、修缮红色旧址、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民兵分队、
编印英雄故事书，把英雄形象高高举过头顶，用英
雄壮举时时激荡心灵，让英雄情怀深深融入血脉，
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和思想共鸣，崇尚英雄、尊
重英雄已在全市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和价值共识。

步入新时代，每名国动人都必须深化理论武
装，坚定政治立场，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教育，旗帜鲜明批判各种“解构英雄”的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揭穿别有用心之人“言论自由”的幌
子、“学术研究”的外衣、“还原历史”的噱头，以爱
国情怀铸牢忠诚品格，以英雄气概砥砺革命精
神，以民族气节涵养血性胆气，以必胜信念坚定
奋斗意志，从英雄身上汲取奋进力量，自觉在平
凡的岗位上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接续奋斗，使英
雄精神成为这个时代积极进取的道德共识和价
值追求，成为我们踏着英雄足迹不断前进的力量
源泉，接续推进英雄为之拼搏奋斗的伟大事业。

时代呼唤英雄，英雄光耀时代。新时代，期
盼“尊崇英雄”蔚为风尚，“争当英雄”化为行动，
光荣永远传承，英雄不断涌现。

让尊崇英雄成为时代风尚
■卢守雄

2019年秋，仙桃市举行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暨
《永远的传奇》《军营仙桃好男儿》赠书仪式，全市 9所
高中共获赠图书500本。

打开《永远的传奇》我们可以看到老兵们回忆的
峥嵘岁月：93岁的老兵胡大九说，“与牺牲的战友相
比，我很幸运”；94岁的老兵张卿乡谈当年战场杀敌感
受，“只想着把敌人消灭，哪怕流血牺牲也要拼到最
后”；90岁老兵许永树谈艰苦岁月，“野草我都吃过，朝
鲜战场上行军有时一天只能吃3块饼干……”

再谈起编印《军营仙桃好男儿》的初衷，仙桃市人
武部部长傅志阳告诉记者，为了激励更多有志青年投
身军营建功立业，他们连续4年开展了“军营仙桃好男
儿”采访宣传活动。深入部队基层一线，挖掘鲜活事
例，全方位、多视角反映官兵的先进典型和精神风貌。

陈文新是书中的采访对象之一，现为空降兵某部
工程师。入伍 28年，先后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 5
次。面对镜头，他还是略显紧张地说，“通过这种特殊
的方式面对家乡父老，感觉既亲切又自豪。”

在做好仙桃籍先进代表在家乡媒体宣传的基础
上，他们还将官兵的先进事迹印制成书，在全市进行免
费发放。官兵代表彭竞彰的母亲杜红先在收到《军营
仙桃好男儿》这本书时激动地说：“儿子参军后一直没
有回过家，这本书上记录了他在部队的生活，我们也了
解到他的表现，很放心，全家永远都支持他。”

英雄故事不仅激发官兵爱军精武动力，也在地方
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中产生了良好反响。“通过学习
身边的英雄故事，能够在广大青年干部和学生中起到
更好的典型引领作用。”仙桃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说，他
们将这两本书籍列为市委党校年轻干部成长工程培
训班必读教材、作为学校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教材，
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尊崇军人、当兵光荣的
浓厚氛围，真正让崇军尚武、支持国防和尊崇军人成
为社会时尚。

著书，续写新时代英雄故事

2019年清明节前夕，在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
胡家台抗日旧址，一场特殊的命名仪式正在进行。仙
桃市人武部以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涌现出的革命烈士
姓名给基层民兵分队命名，10支民兵分队的队旗光
荣地写上了胡幼松、李之龙、邓赤中等先烈的英名。

在命名大会上，当地媒体对命名仪式进行直
播，网友纷纷点赞。以中山舰首任舰长李之龙烈士
命名的西流河镇李之龙民兵分队排长闵昌俊，作为
命名应急分队干部代表，手抚鲜艳的队旗，庄严宣

誓：“我来自李之龙烈士的家乡，从小就听着烈士的
英勇事迹长大，如今光荣地成为李之龙民兵分队的
一员，今后一定要继承先烈遗志，争做新时代的合
格民兵。”

像李之龙民兵分队一样，以烈士命名的其他9支
队伍在大项任务面前都是站排头、争第一。2019年
12月6日，仙桃市人武部组织全市22支民兵分队开展
练兵比武活动，前几名全是以烈士命名的民兵分队，
还包揽了个人成绩前10名。

“前方道路发生交通事故，请民兵道路抢修分队
迅速出动，抢修道路、疏导交通……”2019年 10月上
旬，武汉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召开前夕，仙桃市人武部
组织李之龙民兵分队队员在武汉“西大门”仙桃市西
流河镇开展应急演练。闵昌俊迅速组织30名民兵应
急队员，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救援任务。军运会召
开期间，人武部还组织100多名民兵应急队员到执勤
一线，全天候备勤值守，全时段检查过往车辆和人员，
确保进入武汉市的车辆和人员安全可靠。

在烈士精神的感召下，仙桃市民兵队员更加自觉
地把遂行各项任务作为锤炼过硬本领的重要契机。
该市陈场镇胡幼松民兵分队 30名队员，其中共产党
员18人，退役军人13人，去年以来先后参加治安巡逻
56天、环境整治11天、军运会安保备勤12天，都以高
标准、零差错的要求圆满完成任务。

命名，民兵队伍凝心铸魂

走进胡幼松纪念馆，讲解员谭丽丽介绍：“这里
每天都有近千人来聆听英烈故事，最多的时候我一
天要讲解 10场。工作虽然辛苦，但这是红二军团留
给仙桃人民的精神财富，我们讲解员付出再多都值
得。”如今，这样的革命旧址已经成为仙桃红色旅游
的热门选项。

起初重建胡幼松纪念馆时，项目选址地有幼松
村居民祖坟 148座，原以为这些坟墓的迁移是最困

难的事情，没想到镇村干部动员后，村民们不到 1天
的时间全部无偿迁移完成。“没有革命先烈的牺牲奉
献，哪有今天的美好生活？建烈士纪念馆我们全力
支持。”村民钟文杰第一个带头迁移了自家的祖坟。

在此基础上，仙桃市将胡幼松纪念馆与李之龙故
里、仙桃革命烈士纪念馆、鄂中特委旧址等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串联起来，形成连片红色旅游景点。如今，
辐射全市各个乡镇的红色旅游路线成形后，人气初

显，成为人们缅怀先烈、砥砺前行的最好教育场所。
“每次参观都有新的收获，革命先辈无私奉献精神是
激励我们建设国家的动力源泉。”先后多次瞻仰仙桃
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剅河镇干部刘伟感慨万千。

“我现在人老了，但还要将战斗故事传下去。”93
岁的退伍老兵李华廷，曾在辽沈战役中连续七天七夜
操作 60公斤的重型机枪，手指虽已变形但无怨无悔。
1958年退伍回到仙桃老家，坚持60余年义务宣讲英雄
事迹，教导后人不忘先辈遗志。如今，仙桃市像李华
廷一样的义务宣讲员就有10多名，他们把学习英雄精
神融入到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之中，组织“红色故事宣
讲团”。该市还组织拍摄了《奇袭胡家台》《沔州烽火》
等红色文化影视作品，通过再现仙桃历史风云，让英
雄精神牢牢镌刻在人们的心里。

建馆，红色文化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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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永远的传奇》《军营仙桃好男儿》书籍。
图②、图③：赠书仪式。
图④：瞻仰烈士纪念碑。
图⑤：聆听战斗故事。
图⑥：集中观看功勋老兵和“军营仙桃好男儿”先进事迹视频。
图⑦：以革命烈士命名民兵分队仪式。 朱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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