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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马上就到了，来祭奠的人

很多，我得早点过去。”早上 7 点多，匆

匆吃了几口饭，71 岁的魏铁良就骑电

动车赶往几公里外的山东省昌邑市抗

日殉国烈士祠“上班”了。

昌 邑 市 抗 日 殉 国 烈 士 祠 是 1945

年 为 纪 念 抗 日 战 争 中 牺 牲 的 八 路 军

烈 士 而 建 ，是 山 东 省 建 立 最 早 、保 存

最 好 的 烈 士 祠 之 一 。 1975 年 退 役 回

乡的魏铁良，一直在镇民政办公室工

作。2011 年，烈士祠管理员因身体原

因不能继续工作，镇政府委派魏铁良

寻找接任者。

“当时镇上提出 3 个条件，管理员

必须是退役军人、党员、年龄不超过 60

岁。”照这个标准，魏铁良走访了周边十

几个村子，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人选。

当年 6 月，59 岁的魏铁良主动接过

烈士祠的钥匙，成为接任的管理员。

上任 3 天后，魏铁良才把自己去烈

士祠当管理员的消息告诉妻子，妻子和

儿子儿媳都劝他再好好想想。无论家

人怎么劝说，魏铁良却铁了心。

接过守护的担子，魏铁良便把这份

工作当作事业。他清除院子里的杂草，

补栽和修剪花草，重新粉刷院内门窗，

还把自家的花草搬过来。在他的精心

打理下，烈士祠面貌焕然一新。

魏铁良在工作中发现，有关烈士事

迹的记载非常少。为了补上这个缺憾，

一有时间他就拿着烈士名单，遍访周边

数十个村庄，寻访烈士的后人和战友，

对方口述，他笔录。这个只有小学文化

的“倔老头”，10 多年来整理出近 10 万

字的烈士资料。如今，对烈士祠里 500

多位烈士的事迹，魏铁良非常熟悉。谁

年龄最小，谁经历如何，哪几个人是亲

兄弟，他都考证得明明白白。

2018 年的一天，昌邑市一位领导

来烈士祠参观，得知魏铁良从守祠以来

每个月只有 200 元的补助，当场要求主

管部门为他解决好待遇问题。魏铁良

说：“烈士们为了国家、为了后人能过上

安稳的日子连命都不要了，就算一分钱

没有，我也会守好烈士祠。”

自从魏铁良当了烈士祠管理员，

烈士祠的变化有目共睹，前来参观祭

奠 的 群 众 逐 渐 多 了 起 来 。 最 多 的 一

天，他曾接待 14 批参观者。妻子心疼

地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累点不要

紧，重要的是把先烈们的事迹宣讲好，

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历史，把先烈们

的精神传承好。”

“经常有人问，这些烈士都很年轻，

他们有后代吗？我回答说，他们没有后

人，我老魏就是他们的儿子！”这是魏铁

良对 500 多位英烈的郑重承诺。

左上图：魏铁良讲述烈士事迹。

李艺琳摄

山东省昌邑市退役军人魏铁良坚守烈士祠12年

“我就是他们的儿子”
■禇方文 李宝朋 段增顺

“几位同志的党管武装工作述职我

认真听了，实事求是地讲，质量不是很

高。”日前，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组织召开

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林区党委书

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冯伟点评时一

针见血。

“个别单位还把党管武装工作述职

说成武装工作报告，这充分反映了部分

同志学习抓得不紧、理论素养不高……”

冯伟的点评在继续，在场的一些乡镇党

委书记和武装部长开始面红耳赤。

“冯书记的点评确实让部分同志如

坐针毡，但只有坚持问题导向，直击痛

点，才能激发大家抓武装、管武装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林区党委常委、宣传部

长、阳日镇党委书记王常彬说道。

“虽然受到了批评，但收获满满。

我履职时间不长，对党管武装到底管什

么确实理解还不到位。今天这堂课，让

我找到了工作抓手。”今年 2 月刚刚到

任的木鱼镇党委书记陈千对记者说。

“今天让我触动最大的一句话是

‘作为专武干部，抓好武装是本职、不抓

武装是失职、抓不好武装是不称职’。

反思自己的工作，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分管工作多，牵扯精力多，忽视了主责

主业。”下谷坪乡武装部长雷衡说。

“为什么要坚持党管武装？党管武

装工作平时该怎样落实？党委书记如

何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通过点

评，问号被一一拉直。

“作为党管武装第一责任人，我们

不光要挂帅，更要出征。”大九湖镇党委

书记张坤说，点评让他找准了抓武装工

作的方向，明确了目标和责任。

“这次点评辣味十足”
■尚绪文 本报特约记者 蔡国夫

本报讯 王德阳、记 者宋芳龙报

道：“民兵勤务保障分队建设，既要突出

为战急需，也要摸清潜力，科学编组。”

日前，在浙江省军区保障处（科）长集训

班上，杭州警备区保障处处长朱广恒围

绕“民兵后装勤务保障分队能力升级与

运用”课题分享的经验，得到与会人员

一致认可。

“课题式攻关组训模式，极大浓厚

了后装保障领域业务主管人员研战务

战的氛围，一批民兵后装勤务保障创新

成果应运而生。”省军区保障局局长吴

步程介绍，去年以来，他们紧贴使命任

务，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援战、建设、保

障”3 个领域，将梳理出的后装保障在

备战打仗方面存在的重难点问题，逐个

赋予所属 11 个军分区（警备区）展开集

智攻关，全面推动后装保障提质增效。

“提高战时快速动员保障能力，在

于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供得上、保得

好。”衢州军分区保障处处长杨树忠告

诉记者，他们围绕“区域综合保障中心

建设与运用”课题进行探索研究，构建

起以地方资源为依托，以高速、国道和

铁路沿线为重点，以信息平台为支撑

的军地结合国动援战综合保障体系。

去年 11 月，通过开展过境保障任务联

演联训，该综合保障体系的快速动员

力、反应力和保障力，受到联演官兵一

致好评。

丽水军分区围绕解决应急救援“吃

饭难、洗澡难、维修难”等问题，积极探

索民兵后装勤务保障分队组训形式。

去年 6 月，该军分区组织保障分队全要

素、全员额跨县（区）机动近百公里，高

标 准 完 成 单 餐 500 人 热 食 制 作 供 应 。

同时，他们还组织后装勤务保障分队

“一个过程”和区域保障中心军地资源

联合共享保障演练，一批新训法新战法

得到检验。

集训期间，该省军区还通过专家验

收评估、集体会诊、研讨交流等形式，对

各单位的成果进行集中评判，确保创新

成果可靠可行实用。

浙江省军区保障处（科）长集训紧盯保障建设难点

课题式攻关成果斐然

“这场战斗一直从拂晓打到天明，

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警卫连有 18 名战

士壮烈牺牲……”清明节前夕，前往安

徽省宿州市盛圩战斗烈士陵园祭扫的

干部群众络绎不绝，年逾古稀的守陵人

盛志席讲起 82 年前的那场激烈战斗，

眼里满含泪水。

盛志席的父母盛维藩、孔秀英是那

场战斗的亲历者。1941 年冬的一天，

借宿在盛圩村盛维藩家中的新四军官

兵突遭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危急时

刻，孔秀英勇敢地为官兵带路突围。大

部分官兵突出了重围，但担负阻击任务

的警卫连 18 名战士壮烈牺牲。战斗结

束后，盛维藩和乡亲们将烈士遗体收殓

安葬在盛圩村西南角。1981 年，为纪

念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当地政府开始在此修建烈士陵园。

“他们当年借宿我们家，是为抗日

牺牲的，他们的墓我来守！”1985 年，烈

士陵园建成后，盛维藩主动搬进烈士陵

园，义务担任守陵人。一句承诺，一生

守护。直至临终前，盛维藩还叮嘱儿子

盛志席：“无论如何都要为烈士们守好

墓。”

2005 年，盛志席接替父亲搬进了

烈士陵园。从正值壮年到如今年过七

旬，盛志席坚持每天打扫陵园卫生、擦

拭烈士墓碑，为每一位前来祭扫的群众

讲述那段战斗故事。

“一辈子守好英雄的墓，把英雄的

事迹传颂下去，就是我最大的心愿。”盛

志席告诉笔者，在他的影响下，儿子盛

小宝也加入守陵行列。“等到父亲守不

动了，我就接他的班！”盛小宝声音洪亮

地说。

在父子两代人 38 载接力守护下，

盛圩战斗烈士陵园松柏常青，花草如

锦。这几年，宿州市先后将散葬在周边

的 54 位有名烈士和 1677 位无名烈士迁

葬于此。如今，这里已成为该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盛家两代义务守护烈士

陵园，影响带动了周边群众，铭记英雄、

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在当地

蔚然成风。

左上图：盛志席为当地蓝天救援队

队员讲述烈士事迹。 蒋晓娜摄

安徽省宿州市父子两代38载接力守护烈士墓

“一辈子守好英雄的墓”
■武 建 舒 彬 苗 建

敬献花篮，奏唱国歌，重温先烈事

迹……

清明节前夕，湖南省张家界市征兵

办组织辖区适龄青年通过线上线下同

步 的 方 式 ，在 全 市 4 个 烈 士 陵 园 开 展

“缅怀革命先烈，坚定从军信念”主题活

动，引导大家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

英雄、继承革命事业，到军营建功立业。

“欢送新兵的锣声刚停，下半年征兵

的号角又响。”军分区政委罗明介绍，张家

界是革命老区，是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和中心区域，是贺

龙元帅的故乡和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

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 20多万人

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投身血与火的斗

争，6万多人为革命英勇捐躯。针对辖区

高校少、大学生新兵征集难的实际，他们

利用清明节期间不少大学生返乡祭奠的

时机，在全市组织这次集体缅怀活动。

在桑植县烈士陵园纪念碑下，95

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段希瑞，以《这一

仗如果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代也要

打》为题，深情回忆那段战火硝烟的岁

月，让参加祭奠的适龄青年深受震撼。

适龄青年李立国眼里闪动着泪光说：

“段老在上甘岭战役中连续 40 天坚守

阵地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激励我像他

那样去当兵。”

“能在线上同步祭奠家乡英烈，倍感

亲切与振奋。对英雄最好的纪念，就是

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远在长沙医学院就读的大二学生段小鹏

发自肺腑的感言，感染了众多张家界籍

大学生。远在异地的大学生们在线上为

家乡英烈献花并纷纷表示，告慰英灵就

是要以先烈为榜样，响应祖国召唤，踏着

英雄的足迹去当兵。

“赓续革命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张家界军分区司令员郭钰告诉笔者，近

年来，该市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丰富的优

势，把烈士陵园、红色旧址、历史展馆等

作为适龄青年学习党史军史的课堂，利

用清明节、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民

国防教育日等时机，开展缅怀悼念活

动，引导他们进一步增强从军报国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今年 6 月即将从湘潭大学毕业的

张大华，是校学生会主席，他已与深圳

一家公司签约。现场参加这次缅怀革

命先烈活动后，他郑重在“从军报国”的

展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下半年，我要

应征入伍！”

左上图：抗美援朝老兵段希瑞在桑

植县烈士陵园纪念碑下为适龄青年讲

述战斗故事。 张 毅摄

湖南省张家界市组织适龄青年缅怀革命先烈坚定从军信念

“踏着英雄足迹去当兵”
■张贻龙 林进光

日前，陆军第 75 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到云南省军区昆明第十离职干部

休养所聆听离休干部岳修昌讲述红色故事，坚定官兵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

信念。 李若铭摄

本报讯 记 者 王京育 报 道 ：“60

年，雷 锋 的 形 象 始 终 没 有 变 ，总 是 那

么 年 轻 ，总 是 那 么 温 暖 ，总 是 那 么 美

好……”3 月 29 日，新书《雷锋：人类美

好的向往》首发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首

都图书馆举行。

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和湖北教育

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这部新书，是《雷锋》

杂志社总编辑陶克多年研究雷锋现象

的成果。该书以翔实史料、丰富图片和

生动叙事，深入阐释雷锋精神的内涵意

蕴和时代价值，立体展现雷锋“一份大

爱”为人民、“一颗螺钉”永不锈、“一滴

水珠”入沧海的人格魅力，彰显雷锋精

神跨越时代、跨越民族、跨越文化的感

召力，回答了雷锋精神为什么“永不过

时”。

座谈会上，作者介绍了创作情况，

相关专家称赞该书是阐释雷锋精神不

朽价值的优秀主题图书；出版方还向国

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

馆等图书馆赠送了该书。

《雷锋：人类美好的向往》

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