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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历史是一个民族

绵延不息的精神家园，也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

的基础，而英雄，正是历史天空中最为璀璨的

星辰。尊重英雄，缅怀先烈，是一个民族铭记

历史、展望未来的重要方式，是凝聚人心、万众

向心的有效途径。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的当下，我们看到，那些曾为民族解放、人民幸

福和国防巩固立下不朽功勋的革命老前辈，成

为人们争相追崇的偶像。

铭记历史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传承历史

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爱国主义作家郁达夫

曾言：“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

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英雄承载着特定时代

的精神内涵，是特定时代文明方向的标杆。没

有他们，人们便没有了追求的目标，没有了精

神的脊梁。吉林省军地各级各部门注重用好

老兵这笔宝贵财富，让老兵的故事成为生动的

教材，给人们上了一堂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

这些老兵，让我们触摸到了烽火硝烟的

历史，感受到了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走近

他们，凝望他们布满岁月痕迹却无比闪耀的

军功章，翻开他们已经泛黄又充盈浓浓家国

情怀的信笺，我们仿佛读到了中国共产党艰

辛的奋斗史。

寻访老兵足迹、宣扬英烈事迹，目的就是

教育引导人民永远铭记那些为捍卫国家统一、

维护民族尊严、抵御外敌入侵而牺牲的英烈，

永远尊敬和怀念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血洒疆场的不朽英灵，永远坚定爱党信党跟党

走的信念。

时间的长河流淌不息，却不能冲淡我们对

先烈的缅怀，对历史的铭记。老兵们用他们的

经历告诉我们，是英烈的鲜血染红了祖国山

河，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在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时，更要懂得所肩负的历

史责任和使命。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大力讴歌爱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呼唤对英烈的敬畏和褒

扬，让革命老兵的光辉形象走进每个人心中，

激励每个人前行，营造弘扬英雄捍卫英雄的社

会文化生态。只有我们真诚关爱老兵，真心学

习老兵，才能培植忠诚报国的思想命脉，坚定

崇军尚武的理想追求，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之

下，永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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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就是一面旗帜，一个英雄就是一段历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吉林省委宣传部、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开展了“百名老兵口述历史”“百名英烈事迹展

播”“百名军休干部宣讲党史”系列活动。通过寻访老兵足迹，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不断坚定永远跟党走

的信念，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我家有兄弟 3 人，全部参军，弟弟在

战争中献出了生命，我 1945 年走上革命

道路，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6 月 20 日，吉林省多家媒

体在“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栏目中，

同步刊播百名功勋老兵英雄事迹。

硝烟已远，英雄暮年，不该忘却的除

了历史，还有那些创造历史的英雄们。

当年的参战老兵是国家的功臣，是党和

人民的宝贵财富，抢救性挖掘他们的英

雄事迹是社会各界的使命和责任，也是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载体。基于这

一认识，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省

委宣传部、省文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启动“情系最可爱的人·寻访老兵足迹、

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主题宣传

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历史、

永葆初心、勇担使命。这已是该省连续

第三年开展类似的活动。

他们发动全省退役军人工作部门和

社会各界，遴选 100 名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且健在的功勋

老兵，组织省内新闻媒体对他们进行面

对面采访，请老兵回忆烽火岁月，回望入

党初心。尔后，将 100 名老兵的口述历史

在各级媒体上连续刊播。同时，他们还

组织全省文艺爱好者和吉林艺术学校师

生，为每位老兵拍摄一幅人物图片、绘制

一幅肖像画、创作一幅书法作品、撰写一

篇人物传记。

“为老兵画像的过程，也是解读老兵的

过程，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为能有这样的

机会感到自豪。”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学生张哲铭，是一名刚刚退役的大学生士

兵，这次活动中，他跟随采访团寻访了多

位功勋老兵，为他们义务绘制肖像画。

6月25日，长春世界雕塑园，吉林省“喜

迎建党百年·赞颂百名功勋老兵”暨全省军

休系统书画摄影文艺作品展拉开帷幕。反

映百名参战老兵的文艺作品一经展出，立

即引来万千市民争相参观学习。

用 饱 含 深 情 的 笔 墨 记 录 老 兵

可歌可泣的事迹，用充满尊崇敬

仰 的 影 像 留 住 老 兵 英 勇 无 畏

的 形 象 。 百 名 老 兵 的 英 雄 事

迹和光辉形象，走进了千家

万户，学习老兵、致敬老兵、

宣扬老兵在吉林大地蔚然

成风。

寻访老兵足迹——

百名功勋老兵讲述革命历史

6 月 17 日，“吉林英雄赞”展播启动暨

《吉林抗日英烈谱》出版发行仪式在长春举

行。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党史研

究室、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林广播电

视台、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开展的这项

活动，成为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又一亮点。

吉 林 是 一 片 红 色 的 热 土 ，“山 山 金 达

莱，村村烈士碑”是对吉林人民爱国拥军情

怀的最好诠释。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数万吉林儿女踊跃

参战支前、奋勇杀敌、视死如归，感动并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自强不息，拼搏奉献。

为了给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更多鲜活、生动

的教材,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省委党

史研究室精心选择建党以来各个历史时期

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 100 名吉林省籍或在

吉林省战斗过的老前辈，制作宣传短片，在

吉林电视台黄金时段连续展播。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还联合省委党史研

究室，深入挖掘吉林抗日英烈史料，全面收

集牺牲在吉林、出生在吉林、主要战斗经历

在吉林的抗日英烈事迹，编辑出版《吉林抗

日英烈谱》。

其中，既有血染沙场的前方将士，也有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既有全国人民熟悉

的杨靖宇、魏拯民、陈翰章等著名抗日英

烈，也包括大量以往鲜为人知的烈士和他

们的英雄事迹。为了尽可能查清每位烈士

的详细信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党史

研究室以及省内著名党史专家投入了大量

的精力，查阅文献档案，走访英烈家属，反

复细致核对。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黎海滨介绍：

“开展这些活动，就是要通过讲述英烈故

事来讲党的故事、讲革命故事，特别通过

英烈的故事来生动阐释东北抗联、四战四

平、抗美援朝等精神，引导社会各界牢固

树立正确历史观，呼唤对英雄的敬仰，加

强对烈属的关爱，让革命英烈的光辉形象

深入人心，激励每个人奋勇前行，营造崇

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

浓厚氛围。”

“当年我爷爷带领抗联将士在长白林

海与日寇斗争，把最后一滴鲜血洒在吉林

大地，作为他的后人，我深感骄傲和自豪，

我要继承爷爷的遗志，把抗联精神传承好、

宣扬好……”仪式现场，杨靖宇将军的嫡孙

马继志动情地说。

展播英烈事迹——

百名革命英烈故事搬上荧屏

6 月 10 日下午，长春财经学院大礼堂

座无虚席，一场题为“坚持崇高信仰，传承

奋斗精神，永葆共产党人本色”的党史教育

课如期开讲。授课人是吉林省军休干部党

史宣讲团成员、吉林省军区原政治部副主

任高凤楼。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们

这些老党员虽然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为

党分忧、为民解难的思想不能变，我们也要为

党史学习教育尽一份力。”“退役军人系统开

展‘老兵永远跟党走’活动，就是要我们这些

老兵不忘初心，永远爱党信党跟党走……”年

初以来，许多军队离退休干部纷纷向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请缨，要求身体力行去宣讲党史

军史。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顺势而为，精选理

论素养过硬、军旅履历丰富、多次立功受奖的

优秀退休老干部组成军休干部党史宣讲团，

在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活动。

今年已经 74 岁的高凤楼，是吉林省国

防教育讲师团成员，退休后常年耕耘在国

防教育一线，20 余年共为社会各界讲授国

防教育课 1000 多场次，如今又成为党史宣

讲团的成员，他十分兴奋。他说：“我们这

些老党员受党教育多年，切身感受到了党

的英明伟大，我们要把这些感受告诉更多

人，把党的好声音传递给更多人。”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黎海滨介绍：

“军休干部党史宣讲团成员，均是从军队退

休的团职以上干部，他们大多年过古稀，但

为了讲好党史课，不分昼夜地查阅资料、准

备教案、精心备课，且不收一分钱课时费，

真正体现了一名老兵、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的担当，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据悉，这次集中宣讲活动，从 6 月初开

始，分赴机关、企业、院校、社区、农村等地持

续宣讲。宣讲内容主要围绕党的创新理论、

党史国史军史、国情省情形势政策、先进榜

样故事 4 个方面，全方位展现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和

非凡的奋斗历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问及宣讲活动何时结束，宣讲团成员

王有志说：“宣讲党史，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只要组织需要、群众需要，只要我们这

些老兵还能动，我们就随时准备上讲台。”

体现老兵担当——

百名军休干部深耕宣讲一线

制图：扈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