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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燕赵大地，草长莺飞，一派

生机盎然。

太行山下，八路军 129 师司令部旧

址、河北省涉县河南店镇赤岸村，游客

熙来攘往。在河北省军区的帮建下，

这个小山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旅

游目的地。

渤海湾畔，抗日英雄马本斋烈士

的 故 乡 、献 县 本 斋 回 族 乡 本 斋 东 村 。

看着眼前飞驰而过厢式货车，村党支

部书记马现永感慨：“省军区帮我们进

行道路和村容村貌整治后，致富路越

来越通畅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踏上

乡村振兴新征程，河北省军区坚持让

红土地成为幸福地，让老区人民走上

致富路，在全省确定晋察冀军区司令

部所在地、陈庄歼灭战战斗地和李大

钊、董振堂、董存瑞故乡等 66 个红色底

蕴深厚的“革命战地、英雄故乡”对口

倾情帮扶，助力打造省级美丽乡村建

设样板村和乡村振兴示范村。

英雄故乡爱英雄

站在“军民共建蔬菜大棚”内，看着

一排排长势喜人的蘑菇，新河县西李家

庄村村民宋宪修的脸上笑容绽放。

西李家庄村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

别将领之一董振堂烈士的故乡。这里

近“九河下梢”，饱受土地盐碱化、沙化

之 困 ，贫 困 发 生 率 曾 高 达 49.78% 。

2019 年新河县脱贫摘帽。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邢台军分区开展“投入

零成本、经营零风险、就业零距离”的

“三零”产业精准帮扶,帮助该村发展食

用菌产业。送上马，扶全程。军分区

还为村里购置织布机，注册“将军情”

商标，组织民兵成立老土布生产专业

合作社和线上、线下销售中心，推动形

成产业规模和品牌效应；联合地方农

业合作社，建设生姜、冬瓜、红花和京

菊等特色作物种植基地，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

在“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李勇的

家乡、阜平县五丈湾村，保定军分区帮

助村里挖掘红色资源，结合附近王快

水库旅游开发和当地千亩桃园建设，

进行沿路绿化和墙壁红色文化彩绘，

建设休闲公园，帮助当地发展红色旅

游 ，促 进 村 民 增 收 。 在“ 狼 牙 山 五 壮

士”之一马宝玉烈士的家乡、蔚县下元

皂村，张家口军分区协调社会力量开

展消费助农，包括小米在内的优质农

副产品销路畅通……

“革命英雄、老区乡亲为新中国的

建立作出了贡献，用心用情助力乡村

振兴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真情

回报。”河北省军区领导动情地说。他

们帮助 66 个红色村每村发展壮大 1 至

2 个农业特色产业，蔬菜、特色杂粮、中

药材等 21 个特色产业已初具规模。

英雄故乡育人才

夜幕降临，隆尧县东庄头村的“乡

村振兴夜校”又开讲了。从去年 11 月

开始，隆尧县人武部对乡村干部、帮扶

责任人和村民开展政策宣讲、技能培训

和产业就业指导，先后培训 1600 余人

次，已有 600 余人经过培训发展起优质

小麦种植、波尔山羊养殖等特色项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是

关键。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荆玉师

告 诉 记 者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明 确 指

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

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河

北省军区在帮扶工作中把人才培养放

在 首 位 ， 通 过 加 强 对 农 民 的 教 育 培

训，分类培养了一批种植养殖加工专

业能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治理

骨干力量。

故城县郑口镇刘堂村是抗日英雄

节振国的故乡。故城县人武部和刘堂

村党支部结成帮扶对子后，发展优秀

退役军人、大中专返乡毕业生等加入

党组织，选拔一批以优秀民营企业家、

新乡贤、致富带头人为主的优秀人才

进 入 村“ 两 委 ”班 子 。 在 人 武 部 指 导

下，村“两委”班子带领村民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探索“党支部引领+农户耕

地入股+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经营+

龙头企业订单收购”的自主经营模式，

村 民 稳 定 增 收 ，村 容 村 貌 焕 然 一 新 。

2022 年，刘堂村被评为河北省第二批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村。

河北省军区还结合帮扶实际，以

帮扶村 65 名“兵支书”和“兵委员”为主

体，安排中校以上党员干部与帮扶村

干部开展结对帮带活动，常态组织互

学互帮互促，培养出一批带领乡村振

兴的“领头雁”。

英雄故乡重传承

清明时节，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活跃着一批少年义务讲解员的身影。

这些孩子来自邯郸市邯山区阳光实验

小学等学校，经过“课堂培训+实地讲

解 ”学 习 锻 炼 后 ，义 务 为 游 客 提 供 导

游、英烈故事讲解等服务。

阜平县柏崖村，展示村里红色历

史和脱贫攻坚成果的村史馆、双拥文

化广场不仅吸引了远近游客，也成为

村民日常活动与休闲的场所。保定军

分区帮扶干部孙传宗告诉记者，“帮建

红色景点，就是在推动村庄唤醒红色

记忆、利用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的

同时，把红色文化发展与乡村旅游紧

密结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使游客能

‘点头’，百姓有‘赚头’！”

近年来，河北省充分发挥红色资

源宣传教育功能，鼓励西柏坡、八路军

129 师纪念馆、前南峪等红色景区开发

系列红色研学产品，依托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等开展面向大

中小学生的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支持

平山、涉县等地打造全国知名的红色

研学旅游目的地。

省 军 区 积 极 引 导 各 级 帮 扶 发 展

“红色+绿色”“红色+研学”等旅游新业

态，推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民俗旅

游、研学旅游、乡村旅游等深度融合的

高质量产品和线路，让帮扶村成为重

温革命岁月、感怀时代变迁的体验地，

成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英雄模范的

打卡地。

翻看《河北省军区“革命战地、英

雄故乡”乡村振兴帮扶工作规划》，各

级帮扶项目紧紧瞄准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既有“规定动

作”，也有“自选动作”；既有近期任务

措施，也有远景规划目标，干什么、谁

来干、时间节点、资金投入、完成时限

和 责 任 人 ，清 清 楚 楚 、明 明 白 白 。 同

时 ，建 立 健 全 省 军 区 、军 分 区（警 备

区）、人武部三级主官抓帮扶工作责任

制，主要领导每年、分管领导每半年至

少 到 帮 扶 村 开 展 一 次 现 地 调 研 和 督

导，推动解决重难点问题。

强村富民，反哺老区。据不完全

统计，在河北省军区帮扶下，66 个帮扶

村累计新增农家乐 300 余家，从业人数

达 5000 余人，实现了“就地就业、就地

创业、就地致富”。革命战地、英雄故

乡，如今山青了，水绿了，生态美了，产

业兴了，百姓富了，面貌新了……广袤

的燕赵大地，一幅军民鱼水情深、阔步

迈向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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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维华报 道 ：清 明 节 前

夕，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

烈士陵园，来自砚山县第一中学、麻栗

坡民族中学等学校的师生前来祭奠先

烈。“我们要更加努力学习，奋发有为，

报效国家，不辜负你们的牺牲……”在

为每名烈士敬献白菊花后，112 名受到

“于锦雄”烈士帮教基金资助的学生代

表宣誓。

“于锦雄”烈士帮教基金是退役士

兵胡国良以卫国牺牲的江于庆、赵锦

标、王铁雄 3 名烈士名义设立的。胡国

良告诉笔者，这是铭记，也是期待。铭

记 3 位为国捐躯的烈士，期待文山学子

铭记英烈、传承遗志、努力读书，成为国

家的栋梁。

“江于庆是浙江温岭人，赵锦标是

江苏靖江人，王铁雄是安徽宣城人，他

们牺牲时都只有 19 岁，没留下后人，我

希望有更多的人记住他们……”回忆过

往，胡国良红了眼眶。30 多年前，胡国

良随部队参加边境作战，经历了血与火

的考验。退役返乡后，他创业成功，事

业蒸蒸日上。然而，他始终忘不了那片

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和长眠在那里的战

友：“烈士流血牺牲是为了国家的和平、

边境的稳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

边固边’。边民富边疆兴边防固，边疆

发展需要更多人才。作为一名老兵，我

愿意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他以

牺牲战友的名字设立帮教基金，专门用

于资助边疆学生。

胡国良退役创业以来，始终热心国

防公益事业，曾在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设立国防奖学金，鼓励优秀学生踊跃投

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他先后获得“江苏

最美退役军人”提名奖，“无锡最美拥军

人物”等荣誉。

上图：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学校组

织学生到麻栗坡烈士陵园祭奠先烈。

周效悯摄

退役老兵设帮教基金助力边疆人才培养

以烈士之名资助学子

本报讯 记者刘德安报道：“老排

长，我腿脚不便今年不能来广西了，托

他们来看看你……”清明节前夕，广西

凭祥法卡山英雄纪念碑园欧革军烈士

墓碑前，退役军人志愿者周展荣认真诵

读海南籍退役老兵李有才写来的信。

一旁，另一位志愿者通过手机微信视频

连线李有才，“直播”祭奠现场。

数十公里外的龙州烈士陵园，退役

军人志愿者苏华来到游光林烈士墓前，

认 真 擦 拭 墓 碑 后 ，向 烈 士 墓 献 花 、斟

酒；另一位志愿者将祭奠过程全程录像

后，发给在湖南的烈士家属游贵香。

连日来，在广西崇左，近千名退役

军人志愿者忙碌在各个烈士陵园，开展

代祭扫活动，他们说：“有我们在，烈士

不会孤寂。”

崇左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全市 6

个烈士陵园长眠着 5142 名烈士，还有

400 名烈士分散安葬在各地。清明节临

近，针对部分烈属及烈士亲友不便前往

祭扫的实际，崇左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

单位和百余支以退役军人为主体的志

愿服务队开展“云祭扫”活动，通过视频

连线、发送代祭录像等方式，帮助烈士

亲友代为祭奠。

龙州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林

燕霞告诉记者，她已经连续 15 年参加

清明代祭扫志愿服务。这些年，代祭扫

的委托者从最初的烈士亲友发展到普

通群众，志愿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仅

她所在的协会就从最初的 3 个人发展

到如今的 630 余人，不少志愿者带着家

人、孩子共同参与活动。在龙州烈士陵

园 1 区，记者遇到该协会志愿者农家振

带 着 7 岁 的 女 儿 农 芷 晴 一 起 擦 拭 墓

碑。农家振告诉记者，清明节不仅是祭

奠先人的时节，也是缅怀革命先烈的日

子。自己多年参加代祭扫活动，每一次

都很受触动，带孩子来是想让她也受到

精神洗礼，感恩和珍惜先烈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美好生活。

广西崇左百余支志愿服务队开展网络代祭扫活动

“有我们在，烈士不会孤寂”

本报讯 齐亮、记者范奇飞报道：

“以前来这里，导航系统找不到、手机信

号连不上、烈士纪念碑周边杂草丛生，现

在纪念设施修葺一新、村史馆专设烈士

事迹展览馆、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清

明节前夕，辽宁营口市民蒋赞再次来到

盖州市暖泉镇方屯村罗长维烈士纪念

碑，对这里的变化竖起大拇指。

“英名墙每天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前来祭拜的不仅有英烈亲属，更多的是

普通市民，‘红领巾讲解员’志愿服务期

间，前来参观学习的市民更多。”3 月 30

日，大石桥市烈士陵园，在长 40 米、高 3

米的“营口市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失踪追恤烈士英名墙”前，陵园负责人

顾大鹏告诉记者。

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

锋，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

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近年来，辽宁省营口市积极推动新时代

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

营口军地多部门联合，加强烈士纪

念设施升级改造。烈士罗长维是盖平

县（今盖州市）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纪念碑位于盖州市暖泉镇方屯村北山

南麓。2021 年盖州市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对全市范围内革命烈士纪

念设施进行专访排查时，发现这里存在

杂草丛生、无路标指示牌等问题，随即

向英烈保护工作责任主体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有关单位及时跟进修缮。2022

年，方屯村史馆暨罗长维烈士事迹展览

馆建成开放。营口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文物保护科科长王克政介绍，该市陆续

建成的十余所村史馆，均融入当地红色

历史资源，弘扬英烈事迹，做到“有物可

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真正留住乡

村的“根”、红色的“魂”。同时，军地组

成联合撰写组，遍访 26 处革命烈士纪

念 设 施 和 6 处 革 命 遗 址 遗 迹 ，征 集 史

料，梳理相关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背后

的故事，编撰成《营口红色丰碑》，成为

当地红色教育特色教材。

上图：3月 31日，市民在“营口市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失踪追恤烈士英

名墙”前祭奠先烈。 王洪利摄

辽宁省营口市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升级改造

让英烈之名熠熠生辉

3月 29日，在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新兵徐昕宇（右一）向母亲柳丽娟敬

礼告别（上图）。徐昕宇毕业于海南大学，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她的父亲是一名

退役军人，母亲从事武装工作 20多年。她说：“我要接过报国的接力棒，为国防

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右图：徐昕宇（右一）在赛场上。

接 力
■徐建国 本报记者 宋芳龙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