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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光印报道：日前，“一尘

关爱英烈子女专项公益基金”捐赠暨启

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该基金由爱心人

士、八一学院院长张一尘捐资成立，旨

在资助全国军队、公安等系统牺牲英烈

的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张一尘 20 多年来坚持为部队建设

和士官成才服务，先后为部队培养 30

多万名大学生士官。在为部队输送人

才的同时，她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先

后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开

展“好书送军娃活动”，与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军嫂爱心基金”开展“军属走边

关探亲活动”，与公益组织开展“关爱军

娃成长”等系列活动；与中华同心温暖

工程基金会“春雨基金”共同发起“筑梦

计划”，开展针对退役军人和军嫂的系

列职业技能公益培训活动。

启动仪式上，张一尘表示，英雄是中

华民族的脊梁，烈士是时代的精神坐标。

没有英烈们的牺牲奉献，就没有今天的幸

福生活，成立关爱英烈基金，为英烈子女

尽一分绵薄之力，是她多年来的心愿。

“一尘关爱英烈子女专项公益基金”启动

与 一 些 繁 华 城 市 中 心 的 地 标 不

同，安徽省金寨县城中心是一座占地

25 万平方米的革命烈士陵园。它是全

国 181 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之一，也

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红色基因库首

批试点单位。

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曾诞生 12 支

主力红军队伍，走出 59 位开国将军，被

称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在第

八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漫步陵园，

思绪万千。革命战争年代，金寨 10 多

万英雄儿女为国捐躯，占当时全县总

人口的 40%左右，被誉为“家家有红军，

户 户 有 烈 士 ，山 山 埋 忠 骨 ，岭 岭 皆 丰

碑”。多年来，为弘扬和传承先烈精神，

金寨人民像守护亲人一样守护烈士，

打造了传承红色基因的“金寨样板”。

“每一座烈士墓都是老
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决
不能让先烈被遗忘”

“金寨境内登记在册的有 1 处国家

级、178 处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

许多散落的烈士墓已集中迁葬到就近

的烈士纪念园。每一座烈士墓都是老

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决不能让先

烈被遗忘。”金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

组书记、局长张乔饱含深情地说。

张乔的外公周继德和洪学智将军

是 同 村 人 ，当 年 一 起 参 加 革 命 队 伍 。

后来，周继德因身负重伤返家休养时

去世，同他们一道参加红军的同村青

年 大 都 未 成 家 就 牺 牲 了 。 对 张 乔 来

说，现在从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和修

缮工作，就是对外公和战友在天之灵

最好的告慰。

“红色资源挖掘保护是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工程，也是擦亮

老区品牌、发展红色旅游的工程。”张

乔告诉记者，2020 年 7 月，全国 15 家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

化基因库红色基因库首批试点单位，

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成为大别山革命

老区唯一入选单位。

一年多来，以推进红色基因库建

设试点为牵引，该县将烈士纪念设施

保 护 管 理 融 入 红 色 旅 游 全 域 发 展 规

划，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着力构建以金寨县革命烈

士陵园为核心，以“赤色名镇、千里跃

进、红色暴动、长征出发、红军摇篮”5

个区域为补充的“一城五区”红色文化

基 地 ，形 成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保 护 格 局 。

此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县人民检

察院还联合印发《金寨县县级及以下

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工作

方案》，明确“信息校核全覆盖、规范整

修全覆盖、有效管护全覆盖、宣传教育

全覆盖”“四个全覆盖”工作标准，全面

提升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水平。前

不久，为推进分级管理，该县对评选出

的首批 12 处县级烈士纪念设施进行改

造升级，确保应建尽建，应修尽修。

“补偿多少钱无所谓，只
要能把烈士墓修好，我们家
世代就心安了”

端一碗水果糕点，扎一篮纸花，带

一壶老酒，点一盏灯……在金寨，每逢

大年三十、正月十五，群众都自发为烈

士“送灯”。

“谁家墓前亮灯，就说明谁家有传

世的后人。我们都是烈士的后人，我

们要为他们送灯。”“六安好人”、该县

全 军 乡 熊 家 河 村 村 民 张 功 国 对 记 者

说，按祭祖的习俗祭奠先烈，已是金寨

人的自觉行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熊家河村就是

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 25 军长征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常

委、皖西道委书记的高敬亭临危受命，

在熊家河重新组建红 28 军并将军部设

于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3 年游击战

争。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功国，从小就

对革命烈士充满敬仰，心里始终有一

个梦想：让烈士的故事世世代代流传

下去。

2014 年，在外打拼多年并小有成

就的张功国，为修建红 28 军坚持 3 年

游击战争纪念园，毅然返乡做起了“工

程监理”。

“他把修烈士墓看得特别重，选这

块地时，把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都请

过来，研究了好几天。”正在山脚下忙

农活的一位村民指着位于大包子山半

山腰的纪念园对记者说。放眼望去，

青山环抱的纪念园呈“心”形，而“红 28

军坚持 3 年游击战争纪念碑”就矗立在

“心”形中央。

在金寨县南溪镇花园村，村支部书

记王剑涛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2016 年，政府改造升级葛藤山公

安烈士陵园，需占用村民张传江三兄

弟的 4 亩地。一天，王剑涛精心准备了

一 套 征 地 补 偿 方 案 找 张 传 江 商 量 此

事。让他没想到的是，张传江二话没

说就签字同意了。

“我们兄弟仨的地，我能做主，用

多少给多少，政府补偿多少钱无所谓，

只要能把烈士墓修好，我们家世代就

心安了。”张传江朴实的话语，至今还

让王剑涛感动不已。

行胜于言。像张功国、张传江这

样用心守护烈士的事迹在金寨还有很

多。多年来，老区人民就是这样用行

动守护英灵、告慰先烈。

“接过红色接力棒，当
好金寨传人是我们这代人
的使命”

用战功勋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带

领学生认识洪学智和皮定均两位开国

将军，并通过互动游戏和趣味解说引

导学生探寻金寨的厚重历史……金秋

开学第一课，金寨县第二中学老师张

志荣为二中小学部学生上了一堂“将

星璀璨”观摩示范课，45 分钟的课程引

人入胜，精彩纷呈。

“把红色故事打造成鲜活教材，这

是‘大别山精神红色教育课程’进校园

活动的生动实践。”该县人武部政委陈

卫告诉记者，让红色课程走进中小学

思政课堂，目的就是让红色基因融入

青少年血脉。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动起来’

‘火起来’，把烈士纪念地变为现场教学

的课堂很重要。”该县长岭乡实验中学

老师李军是乡红军纪念园的义务讲解

员，除接待瞻仰纪念活动外，他经常把

学生带到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的长山冲

卡口处。他说：“只要站上来，就仿佛看

到红军将士们从山下冲上来，前仆后

继地冲锋……”他用这种方式让学生

们铭记，是红军将士的无畏牺牲才换

来了革命的胜利。

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

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胡遵远，

自 2014 年从事党史工作以来，全身心

投入金寨革命历史的搜集整理和编撰

工作，先后牵头组织征集几千件红军

文物资料，编纂出版 40 多本红色文化

书籍，撰写了数百篇宣传红色金寨的

文章，作红色宣讲报告 300 多场，被誉

为老区党史战线上的“孺子牛”。“为何

要如此投入？”面对记者提问，他动情

地说：“接过红色接力棒，当好金寨传

人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几

年，老区人民从光荣传统中汲取力量，

激发出巨大的发展潜能，金寨摆脱贫困

走向振兴。从 2014 年到 2019 年，全县

12.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去年，

县委、县政府被表彰为“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该县还先后获评“全国文明

县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

今年 6 月，金寨县第十五次党代会

明确将“建设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县”作

为首要目标。“红色是金寨的本色，是

我们的根和魂。有红色基因这个强大

动力源作支撑，未来的金寨一定会更

加美好。”六安市委常委、金寨县委书

记汪冬如是说。

压题照片：每天都有群众自发到金

寨县革命烈士陵园瞻仰。 李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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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个烈士纪念日前夕，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武部组织党员到青岩红军烈士墓开展祭扫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

承红色基因。图为该区人武部副部长龙剑为烈士墓碑描红。 谢 霞摄

本报讯 邬军、记者晏良报道：“我

长大也要当兵，像解放军叔叔一样手握

钢枪保卫祖国！”9 月中旬以来，西藏日

喀则军分区派出宣讲小分队以“高原

戍边模范营”先进事迹为教材，深入驻

地中小学校开展国防教育。真实的故

事，深情的讲述，在广大师生中引发强

烈共鸣。

近日，习主席给“高原戍边模范营”

全体官兵回信，勉励他们强化使命担

当，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忠诚

履行好卫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

再立新功。“‘高原戍边模范营’的先进

事迹，就是最鲜活的国防教育教材。”该

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迅速成立宣讲小

分队，整理相关资料，以生动的史实和

鲜活的故事向驻地师生讲述“高原戍边

模范营”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忠诚履行

卫国戍边职责的先进事迹，坚定师生的

强国志、报国心，激励广大学生刻苦学

习、逐梦军旅。

记者在日喀则市第一高级中学看

到，宣讲小分队的动情讲述深深感染着

台下的师生。听到动情处，不少学生流

下了热泪。活动一结束，师生们就自发

把 想 对 戍 边 官 兵 说 的 话 写 在 爱 心 卡

上。“同学们用卡片传递真情，表达了对

戍边官兵的敬意。我相信这次深刻的

精神洗礼，会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红色的

种子。”校长薛庆师说。

在日喀则市岗巴县小学，“高原戍

边模范营”5 名官兵饱含深情地向学生

们讲述了他们忠诚卫国戍边的故事。

一个个鲜活感人的细节，让学生们仿佛

身临其境，看到他们曾经战斗的情景；

一张张风雪弥漫的照片、一件件磨破的

巡逻服，再现了他们甘于吃苦、甘于奉

献的精神风貌，台下不时响起热烈的掌

声。“解放军叔叔讲得真好，我长大也要

去当兵。”该校一年级学生普琼说。

强 军 故 事 进 校 园 ，培 育 戍 边 接 班

人。通过此次宣讲活动，驻地广大师生

纷纷表示要向“高原戍边模范营”官兵

学习，关心支持国防建设，以更加优异

的成绩报效祖国。

西藏军区“高原戍边模范营”先进事迹成为国防教育活教材

强军故事进校园 培育戍边接班人

本报讯 张名坤、田桂庆报道：为

信仰执着坚守，为英烈接续守护。山东

省高唐县琉璃寺镇张洪珠、张曰平父子

从 1953 年 至 今 义 务 守 护 烈 士 陵 园 68

年，赢得社会广泛赞誉，张曰平先后获

评“感动聊城年度人物”“山东省道德模

范”等。

1939 年 3 月 5 日，中共鲁西北区委

机关随八路军 129 师先遣纵队由冠县、

馆陶向泰西大峰山区转移途中，在高唐

县琉璃寺镇与日军遭遇。在这场战斗

中，48 名官兵为国捐躯。战斗结束后，

48 位烈士的遗体被分别葬在附近的许

楼、徐庙、琉璃寺、吴营、大吕庄、大桑

庄等处。1946 年 6 月 23 日 ，这些烈士

的遗骸被迁葬至位于徐庙村的烈士陵

园。20 世纪 50 年代，这里由于疏于管

理，村里的牲畜常常来吃草并踩踏坟

头。地势低洼，每到雨天这里还常积成

水洼。

那时，在济南柴油机厂工作的退役

军人张洪珠回家探亲，看到烈士陵园的

景象后十分忧心。当兵 8 年，张洪珠参

加过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目睹过许多

战友的牺牲，因此对葬在这里的 48 位

抗战烈士充满敬意与感情。“我不去上

班了，我要守着这些烈士！”张洪珠说到

做到，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徐庙村。平

时，他搬着马扎守在墓地附近，看到猪、

羊等牲畜过来就驱赶。在很长的时间

里，陵园内仅有一间小屋，张洪珠一人

住在这里日夜守护。1990 年 12 月，当

地政府修建了陵园大门、院墙、值班室

等，张洪珠的看护条件才有了改善。

2012 年秋，在山东省委、聊城市委

的支持和烈士亲属的关心下，陵园重

建，2013 年 10 月正式建成。遗憾的是，

张洪珠没有等到这一天，他于 2012 年 3

月去世。张洪珠去世后，张曰平接过了

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父亲临终前嘱

咐我，要接好班，为烈士守好墓。”张曰

平告诉笔者，从那时起，他和妻子便住

进陵园，日夜守护。

每年除夕，按当地风俗，张曰平都

将烈士“请回家”过春节，在陵园纪念堂

内摆满一桌饭菜，把第一碗出锅的热腾

腾的水饺敬上。平时，有参观者来访，

张曰平就担任义务讲解员，对烈士的英

勇事迹，他如数家珍。

“我会继续守护这些烈士，以后我

走了，还有我的儿子。”如今，已年逾古

稀的张曰平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

的年轻人知道烈士的故事，传承烈士

的精神。

守墓父子兵 两代护忠魂
山东省高唐县张氏父子接续守护烈士陵园68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