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的荆楚大地，春意盎然，活力
奔放。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
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湖北省武汉市复
工复产按下“快进键”。在日渐忙碌的
城市中，有一支队伍特别引人注意，他
们身穿迷彩服、背着消毒喷雾器，穿梭
在城市写字楼、商铺之间，这便是由22
名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消杀队。

志愿消杀队长蒋华介绍，湖北省交
通管制将全面放开，复工复产会进一步
加快，他们义务杀毒就是为了帮助企业
更快更安全地恢复生产。从 3月 25日
零时起，湖北省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
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鄂
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
动。从 4月 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
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刚开始的前几天，工作强度非常
大。队员们背着重达 55斤的双筒消
杀器实施人工作业，每到一个地点都
要把各个角落走到，人均每天步行 2
万多步。”队伍成立的第二天 9点，蒋
华就带着 8名队员，来到位于汉口丹
水池的某集团汉口公司，开始消杀作
业。经过一上午的奋战，他们完成近3
万平方米的消杀任务。简单吃过午饭
后，蒋华又和队员急匆匆地赶赴武汉
交警白沙洲大队进行消杀，随后一直
忙到下午4点半。

“这支志愿消杀队是在将军红抗
疫志愿队的基础上成立的，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初期，主要协助医院和社区
做好抗疫保供工作。”参与将军红抗疫
志愿队组建的某企业负责人傅博介
绍，起初大约有100名退役军人加入抗
疫志愿队，帮助配送医疗救援物资、接
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有时候，他们还
执行交通援助、生活服务、卡点值守、
助销蔬果、慰问退役老兵、分发捐赠物
资等任务。

“我们曾与湖北省慈善总会蓝天
救援队进行 50多天的密切合作，从他
们那里了解到武汉各场所的消杀任务
非常重。”蒋华告诉笔者，在得知这一
消息后，他便与抗疫志愿队队友商议
成立志愿消杀队，为商铺市场、福利院
所、老旧小区进行义务消杀，助力武汉
复工复产。

说干就干，队友们一拍即合。志愿
消杀队迅速派出 6名队员到蓝天救援
队接受专业消杀训练，不多久一支 22
人的志愿消杀队组建成立。他们还结
合队员的专业素质、身体状况做了岗位
分工，并对接洽审核、现场勘查、方案制
定、现场施工等作业环节制定标准化流
程。据了解，志愿消杀队队员主要是
70后、80后退役军人，少数是 90后，半
数以上是湖北本地人。

3月 29日，在金银潭工业城商户、
蓝焰电商城仓储中心执行消杀任务；3
月30日，对3个即将复工的场所义务消

杀，面积约 12万平方米；3月 31日，完
成2个老旧社区的消杀服务……“我们
做志愿服务不图名利，只愿江城更健
康。”蒋华一边翻着工作日志一边向笔
者说道，消杀所使用的设备装置、人员
车辆、药水油料、干粮饮水全部由志愿
队员自备，不收取一分一厘的费用。

为了更好地做好消杀服务，消杀
志愿队还安排了一名服务专员，负责
接待与初审预约单位的消杀需求。据
了解，他们的消杀作业“订单”已经排
到一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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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们依然会记得 2020
庚子年这个特别的春天。

疫情肆虐，城市生活被按下暂停
键，春日花开被写上静音符号。一批为
了人民生命安全而勇敢逆行的英雄，倒
在了防疫战场。这个本就带有深深哀
思基调的传统节日，因为他们的无畏壮
举，更添一份沉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根据退役
军人事务部部署，全国各地开展起“致敬?
2020清明祭英烈”网络祭扫活动，群众可
在网上为英烈献花、学习英烈事迹、为烈
士“扫墓”，这一形式得到社会广泛响应。

避免群众集会，做好疫情防控，是
发起这次活动的现实考虑。这可能让
一些人感到少了一些实地的沉浸感。
其实，每年清明祭奠先烈，重要的从来
不是形式，而是让人们产生心灵的触
动，感受英烈的崇高。

有个朋友对女儿的教育熏陶，让我
感怀。他的孩子刚上幼儿园时，朋友就
常给她讲一些英烈故事，从抗日英雄放
牛娃“王二小”，到面对敌人铡刀“生得伟
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从开始讲一个
英雄的故事，到后来讲一个战斗故事、一
场伟大战役。每年清明时节，他都会带
着女儿到驻地烈士陵园或革命旧址开
展缅怀先烈活动。渐渐地，孩子从起初
睁大眼睛懵懂地听，变成边听边问边流
泪，再到长大些后常和朋友主动讨论英

烈事迹。“没有英烈血与泪，哪有吾辈安
和康？”谈起如今成长为优秀军中“花木
兰”的女儿，这个朋友充满自豪。

但是在生活中也能看到另一种情
况。有些家长紧紧抱着“不能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的理念，整日忧心忡忡：忧
孩子成绩，忧孩子才艺，也忧孩子的生
活，而在孩子的家国情怀培植上，似乎
忧得还不是那么深切。培养孩子全面
发展，不能片面地追求“智”，德、体、美、
劳同样重要，这已是教育界的共识。跳
出急功近利的思想苑囿，对照一个个国
之栋梁的成长史，我们不难看出，无论
从国家需要，还是从孩子长远发展的角
度看，拥有爱国家、有情怀、品德高的特
质至关重要。

英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丰碑，是

一个国家前行的灯塔。从国家以法律
形式设立“烈士纪念日”，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用制度捍卫英
雄尊严；从国家层面“寻找英雄”行动，
到各行各业广泛开展“崇尚英雄、精忠
报国”等主题活动；从这次疫情防控大
中小学生网上思政课，到近日印发《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在奋进新时代强国梦强军
梦的伟大征程上，我们欣慰地看到，铭
记英烈、尊崇英烈、崇尚英烈、学习英
烈、践行英烈精神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草长莺飞，杨柳轻扬，2020年的春
天虽历经蹉跎，但美丽正在绽放。我们
从中更应该明白何为最纯真的情怀、何
为最坚强的担当，缅怀先烈不应仅仅是
清明节这一个“点”，而应贯穿人生四季。

缅怀先烈，当贯穿人生四季
■周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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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期间，我市暂停集中祭扫群
体性活动，倡导网络祭扫……”3月 30
日，山东省临沂市市委疫情处置指挥部
向全市市民推送了倡导网络祭扫的手
机消息。沂蒙革命老区历来有崇军尚
武的传统，区内坐落着华东革命烈士陵
园、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大青山革命烈
士陵园等多处大型纪念场所。今年受
疫情影响，该市多个县（区）提前借助微
信公众号、国防教育网站等平台搭建网
络祭扫通道，避免人群聚集。

“网络祭扫已兴起多年，但由于受
疫情影响，今年可能会有更多人选择
这种祭扫方式。”退役军人事务部工作
人员介绍，该部已经作出部署，要求全
国各地在清明期间开展“致敬?2020清
明祭英烈”网络祭扫活动。4月 10日
之前，中华英烈网会保持祭奠通道的
正常开启。

据 统 计 ，截 至 4月 3日 ，已 超 过
1566万人登录中华英烈网为革命英
烈献花，847万余人进入“英烈纪念
馆”、533万余人进入“陵园”祭拜，访
问数据较往年同期大幅增长。通过
留言记录，笔者还发现，今年中华英
烈网的网络祭扫通道比往年开启的
较早一些，去年清明是 4月 5日，但最
早留言记录是在 2月 14日，今年是在
2月 12日。

不少地区还立足当地网络信息平

台做好配合活动。湖南省南县动员全
县5万余名中小学生、4700多名教师、2
万余名干部群众观看“缅怀英烈、继承
革命传统”网课；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人武部利用“智慧民兵管理平台”、“长
乐未央”微信公众号向基干民兵推发倡
议书，号召广大民兵在清明期间网上祭
扫、巩固防疫成果；重庆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与某大型媒体合作，提供100条寻
亲信息，联合开展“英烈精神归故里”活
动，为无名烈士寻找亲人。

今年，网友自制的宣扬英烈事迹和

提倡文明祭扫的作品在网络上大量涌
现。打开国内一款在年轻人中较为流
行的短视频软件，笔者输入“清明”“祭
扫”“英烈”等关键词，瞬间弹出许多相
关 视 频 ，不 少 作 品 点 击 量 超 过“10
万+”，下方还有许多充满正能量的留
言，“山河无恙，国富兵强，缅怀先烈，砥
砺前行”“最好的缅怀是传承……”

“我平常不太看短视频，但在孩子
的带动下，留意了许多作品，发现它们
的感染力普遍较强，激昂的音乐配上一
帧帧英烈生前的感人画面，崇敬之情油

然而生。”甘肃省嘉峪关市退役军人鲁
胜才告诉记者，往年他都要带家人到附
近革命烈士陵园祭扫，今年虽然没能到
实地，但通过这些“云作品”，他感到自
己也接受了洗礼和教育。

对于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的人群，
有的机构还提供代祭服务，大体流程就
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或登录
相应APP进行预约，然后由机构安排人
员到指定陵园替预约人员进行祭奠。“今
年我们联系地方相关单位，为一些革命
情节浓厚的老干部提供代祭服务。”湖北
省军区荆州干休所所长梅舟川说，他们
帮助9名老干部和35名遗孀完成网上祭
扫，并将代祭服务人员擦拭墓碑、敬献花
篮的视频传回给老干部。

在倡导网上祭扫的同时，不少地区
还立足有限条件开展线下祭奠活动和
做好相关保障。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
九干休所组织人员书写网络祭扫体会；
广东省茂名军分区鼓励官兵居家制作
思念卡、书写寄语；黑龙江省泰来县人
武部开展“绿色清明，文明祭祀”活动，
民兵人员将哀思纸条贴在祭祀墙上；江
西省新干县出动民兵骨干力量帮助地
方工作人员对县城重点墓区实施管控，
为祭扫人员测量体温。

上图：3月 23日，重庆市某单位员
工参与网上祭扫。 曹 峰摄

清明祭英烈 网上寄哀思
——全国多地借助网络信息平台开展线上祭奠英烈活动

■方 园 陈建中 冠军红

本报讯 赵元涛、特约通讯员张军
报道：行走在田间地头，考察论证产业
项目，走访慰问贫困户，召开工作座谈
会……连日来，云南省昆明警备区派出
帮扶工作组深入寻甸县七星村，实施问
题集中排查，为巩固脱贫成果寻找对策。

“疫情给扶贫工作带来一定冲击，
我们要抓紧制订计划，最大限度地降低
贫困户返贫风险。”警备区领导介绍，七
星村位于寻甸县东部，世代居住着彝
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由于荒山秃
岭多，土层瘠薄、干旱缺水，之前该村农
业种植结构单一，引进产业难度较大，
一直是国家级贫困村。经过警备区连
续几年帮扶，全村176户建档立卡户已
于 2018年全部脱贫出列，但基础产业

“造血”能力还需进一步巩固提升。
“村中树木茂盛，物产丰富，野生菌

产量高，适合发展林下采摘产业，同时山
林周围草源茂盛，也符合发展养殖。”寻
甸县人武部政委方振宇告诉笔者，为了
防止村民返贫，他们计划发展功山羊养
殖、苗鸡养殖和野生菌采摘产业，确保
176户建档立卡户全部实现项目覆盖。

2016年，警备区为该村硬化道路

14公里，并把路面宽度由 3米拓展到
4.5米，为产业发展打下基础。后来，警
备区发动该村贫困户种植烤烟，并通过
土地流转的方式，帮助一部分劳动力强
的贫困户扩大烤烟种植规模。在帮扶
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烤烟产业的同时，
他们还出资帮助贫困户修建新房。

“通过警备区的帮扶，我的日子好
过了，但还是希望警备区再帮我们多发
展几个产业，这样我们的收入来源会更
多一些，心里也会更踏实。”七星村委会
考武村村民杨有顺告诉笔者，在警备区
的帮扶下，他种植了15亩烤烟，还住上
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从村里原来
的贫困户变成了收入中上水平的人家。

“群众的期盼就是工作的方向。”警
备区领导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向该村
派出了驻村干部，及时了解民意。对于
调研的结果，他们已形成初步方案，在
与相关政府单位和企业对接后，便着手
进行项目审核。

云南省昆明警备区帮助贫困村巩固脱贫成果

拓展产业，提升“造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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