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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 拭 墓 碑 、清 除 杂 草 ，向 烈 士 鞠

躬、敬献花篮……清明节前后，上海烈

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的 16

支区级服务队和 3 支市直属服务队队

员在上海市各烈士陵园一直忙碌着。

他们作为社会力量协助烈士陵园开展

安全排查和维护，为烈属提供良好祭

扫环境。

“上海公布施行的《上海市红色资

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明确，鼓

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

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红色资

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工作。”服务队

负责人孙禧领介绍，2021 年 9 月，在上

海市双拥办指导下，上海烈士纪念设施

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成立。如今，服务

队人数已达 400 余人。

“我们作为志愿者，可以依法积极

参与设施保护、事迹宣讲和秩序维护等

工作。”在奉贤区烈士陵园，奉贤区志愿

服务队一分队队长唐东海，组织队员开

展一月一次的红色故事宣讲和《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学习。

唐东海介绍，服务队成员来自各行

各业，有军属、退役军人、学生、老师、职

工等，考虑区位和人员特点，奉贤区下

设了 5 个分队，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包

干到分队，提高纪念设施保护效率。

一次常态化巡护中，志愿者发现一

处烈士纪念设施出现破损情况，及时向

有关部门报告。在市里规划安排下，他

们同管养单位一道开展翻新工程，使烈

士纪念设施焕然一新。

收集整理英烈事迹材料、宣传英雄

事迹、为军烈属排忧解难……这是浦东

新区志愿服务队负责人达飞和队员一

年多来的工作。

2021 年 11 月，浦东新区志愿服务

队受浦东新区双拥双退中心委托，对浦

东新区 1000 余份烈士档案进行整理，

为每份烈士档案制作目录、形成电子档

案。在此基础上，他们深入挖掘 1000

余位英烈事迹材料，深入企业宣传英烈

事迹，组织 2000 余名退役军人员工开

展“学英雄见行动”主题实践，积极投身

拥军优属志愿服务。

“保护好烈士纪念设施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历史责任。”孙禧领坚定地说，去

年，全市超 3660 人次志愿者参与烈士

纪念设施守护志愿活动。下一步，服务

队将与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单位开展

深度合作，参与健在英雄模范口述历史

等抢救性工程，传颂英烈事迹，为传播

红色文化贡献社会力量。

上海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

志愿参与，传承保护红色资源
■本报记者 樊 晨

3 月 31 日，由江苏省苏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国网苏州供电公司、苏州市

档案馆共同举办的苏州英烈红色档案

专题展，在苏州烈士陵园正式拉开帷

幕。来自苏州各界的 130 余名党员干

部和青年群众前来观展，成为实景思政

课堂第一批受众。

苏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清明节，他们推出实景思政课堂

“行走的思政课”，红色档案专题展是其

中重要环节。实景思政课提供多条行走

线路，每个点位均有工作人员讲解或引

导，于 4月 1日至 4月 30日向公众开放。

烈士立功奖状、牺牲时穿戴的军装

和军帽、生前使用过的听诊器……参与

活动人员穿越由不同历史时期烈士故

事组成的长廊，透过一件件展品，感悟

烈士家国情怀。

“只能用震撼来形容此刻的心情。”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苏供薪火”志愿服

务队志愿者毛琰懿去年加入整理英烈

红色档案工作，在专题展，她第一次看

到成套的实物，被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深

深打动。

2022 年，苏州市启动退役军人红

色档案抢救性记录保护行动暨“口述历

史”活动，组织人员对苏州市有档案记

载的，事迹突出、作出重大贡献的退役

军人，逐人整理档案、拍摄记录影像，完

成“一人一档”汇编，留下永不磨灭的红

色记忆。

活动当日，苏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青工委与国网“苏供薪火”志愿队联合

成立英烈文化青年宣讲团，军地多家单

位联合苏州科技大学等 7 所高校成立

“弘扬英烈文化青年联盟”。

苏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褒扬

处副处长李慧娟表示，宣讲团和联盟成

立后，将广泛组织团员青年和高校学生

开展红色主题团课、宣讲英烈事迹、重

读先烈家书等多种形式的英烈文化宣

传活动，赓续红色血脉。

据悉，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烈士褒

扬工作创新发展，今年，苏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将继续在全市范围开展第二

批“口述历史”活动，并广泛开展“致敬

英雄 关爱烈属”行动，为烈属逐一建档

立卡、跟踪服务，制订关爱烈属实事清

单，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崇尚英烈、缅怀

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的浓厚氛围。

江苏省苏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用活资源，打造红色教育阵地
■王 慰

弓步冲拳、穿喉弹踢、马步横打……

日前，在江西省鹰潭市八一小学举行的

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挂牌仪式上，学

生演示的军体拳虎虎生威，赢得在场来

宾的阵阵掌声。八一小学校长秦恺介

绍，学校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成

效显著，校园内形成热爱国防、关心国

防的良好氛围。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陈祥榕、肖

思远等解放军战士毫不退缩，坚持战

斗，因为，在他们的脚下，就是祖国的国

土……”八一小学四（一）班教室里，道

德和法治课老师姜丽丽引用新时代卫

国戍边英雄群体的感人事迹，为孩子们

讲授《神圣的国土》课程。

讲 台 上 ，老 师 感 情 充 沛 ，动 情 讲

述 。 讲 台 下 ，学 生 目 不 转 睛 ，听 得 认

真。当听到戍边烈士牺牲时，学生吴文

铄忍不住红了眼眶，“我知道和平来之

不易，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学校把学科教育和国防知识有机

融合在一起，如体育课上，体育老师会

教学生们打军体拳。”姜丽丽说，像这样

结合国防教育的常规课程，在八一小学

并不鲜见。

“同学们看我示范：两脚跟靠拢并

齐，两脚尖向外分开约 60 度……”在八

一小学的操场上，陆军某部军士郑义华

为学生讲解立正、敬礼、齐步、正步等动

作要领。学生认真模仿解放军叔叔的

动作，如一棵棵小白杨般站得笔直，郑

义华不时走进学生中间，纠正动作。

为进一步深化国防教育，八一小学

在鹰潭军分区的牵头协调下，常态邀请

驻军部队优秀官兵代表作为“兵教师”，

为学生讲授国防教育“每月一课”。

“系列国防教育让学生潜移默化中

更自律、坚强。”姜丽丽说，国防教育不

仅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怀，对他们自

身成长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秦恺表示，下一步，学校将建成军

事广场和军史馆，为学生提供实地了解

国防和军事知识的平台，让国防教育

“营养餐”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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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凤凰

岭青山巍峨，晋绥散葬烈士遗骸集中安

葬仪式在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举行。

山西省军地领导与吕梁市机关单位工

作人员、退役军人、军烈属、学生和群众

代表共 500 余人参加活动。

吕梁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

仅兴县就有 2000 余名八路军官兵为国

捐躯，许多烈士散葬于山野沟壑。1953

年，兴县筹建晋绥解放区革命烈士陵

园，122 位烈士被妥善安葬。由于种种

原因，大多数烈士遗骸还散葬于临县、

岚县、方山各处。

“一次走访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

散葬烈士墓因为年久失修、无人看护，

杂草丛生，已无法辨别，迫切需要集中

管护。”吕梁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兼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朱兴星介绍，

吕梁市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发动民兵广

泛收集烈士信息，寻找散葬烈士。为烈

士寻亲、集中安葬散葬烈士成为吕梁军

地一项重要工作。

四川德阳籍烈士米侦全是这次集

中 迁 葬 的 一 位 烈 士 。 1969 年 6 月 ，米

侦全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安葬于岚县

东村镇东村，其墓地一直由东村村民

守护。

50 多年来，烈士亲人只知烈士牺

牲于山西，但不知安葬何地。今年 3 月

17 日，寻亲山西公益帮扶中心工作人

员陈永峰，在岚县革命烈士陵园的烈士

墓碑碑文上发现线索。了解情况后，吕

梁军分区帮助联系求助四川军地相关

部门，很快找到了烈士亲弟弟米侦述。

“这么多年了，终于知道了哥哥的

安葬地，实现了我和家人一直想要祭奠

哥哥的心愿。”集中安葬仪式后，米侦述

抹着眼泪激动地说。

“不落一块骸骨，不少一件遗物。”朱

兴星介绍，按照这一要求，10年来，军分

区先后迁回 698 位烈士遗骸，安葬在晋

绥解放区烈士陵园凤凰岭墓区。

据介绍，近年来，吕梁军地着力提

升改造烈士纪念设施，出台《吕梁市烈

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总

体工作实施方案》，对全市 1563 处烈士

纪念设施应修尽修，并实现动态信息化

管理。同时，规划建设晋绥解放区烈士

陵园凤凰岭墓区二期工程，建成后可再

安葬 1000 至 1200 位烈士。

山西省吕梁市军地

应迁尽迁，集中安葬散葬烈士
■朱卫华 马慧鑫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海明

“孩子们，长眠在这里的 87 名无名

烈士都是当年在陇海线铁路阻击战中

牺牲的。你们一定要继承先烈遗志，弘

扬英烈精神，刻苦学习，立起报效祖国

的宏伟志向……”3 月 28 日，在山东省

曹县朱洪庙镇文庄村烈士陵园，义务守

护陵园的文庄村村民赵成军，为前来祭

扫的学生讲述先烈战斗故事。

1946 年底，与曹县相邻的河南省

商丘市李门楼火车站打响陇海线铁路

阻击战。次年初，在此役牺牲的 87 名

解放军战士被安葬在文庄村。

村民杨性勇亲历烈士埋葬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办教师的他，义

务担任烈士陵园讲解员，并将那段历史

整理成文字资料。

据杨性勇回忆，那年他还不满 10

岁，为躲避白天敌机轰炸，村民只能在

晚上悄悄地埋葬烈士。由于年龄小，大

人负责安葬填土，他提着灯笼照明。

“当时，因条件所限，没能留下证

明 烈 士 身 份 的 文 字 记 载 。”杨 性 勇 遗

憾地说。

黄土埋忠骨，英气昭后人。烈士

牺牲后，文庄村村民把守护烈士墓当

作一份责任传承下来。

每年清明节前夕，文庄村村民都

会自发到烈士陵园清除杂草、擦拭墓

碑 、修 剪 花 木 等 ，为 前 来 悼 念 的 当 地

干 部 群 众 和 中 小 学 师 生 提 供 良 好 祭

扫环境。

65 岁的村民杨运海义务守墓已有

10 多年。他告诉笔者，有一年，政府计

划修缮陵园，村民们听说后自发捐款，

在陵园内栽植了 100 多棵松树、柏树、

玉兰等树种。

“这些烈士是为新中国成立牺牲

的，牺牲时都很年轻，我们坚持守墓，希

望 有 朝 一 日 烈 士 的 亲 人 能 够 找 到 他

们。”义务守墓的杨性岭感慨地说。

76 年来，在文庄村村民的悉心守

护和见证下，这座无名烈士陵园已成为

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到清明节和

烈士纪念日，附近的群众和学生都会来

到墓地祭扫，缅怀先烈丰功伟绩，聆听

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

山东省曹县朱洪庙镇文庄村村民

传承接力，义务守护烈士陵墓
■王晓新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鲁亚

编者按 英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承载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习主席深刻指出：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在英烈保护
法实施5周年之际，多地举行烈士褒扬、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为烈士祭扫等活动，推动形成捍卫英烈、学习英烈的良好氛围。

“妹妹，这 3000 块钱你先收好，我

到部队就有津贴了，以后有啥困难可以

随时联系我！”今年上半年入伍女兵起

运前，家住郑州市二七区的大学生士兵

马铭悦，再次对连续 8 年结对帮扶的残

疾女孩小徐进行爱心捐助。

马铭悦和小徐相差两岁，情同姐

妹。2016 年，长期致力于关爱特困儿

童、残疾家庭的郑州一家志愿互助中心，

发起“十帮一”捐资助学活动。小徐是受

帮助者之一，她自身残疾，其母因意外导

致三级肢体残疾，父亲因过度劳累患上

重度腰椎间盘突出，家庭十分困难。

2016 年 5 月，了解小徐一家的情况

后，马铭悦和热心公益的军人父亲商量

后，决定一起结对帮扶当时上小学四年

级的小徐，直到她大学毕业。

自此，马铭悦经常到小徐家看望，

一来二去，和小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

友。在相互影响下，马铭悦养成勤俭节

约的好习惯，每年将长辈给的压岁钱和

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一共 3000 元，

交给小徐购买学习用品。

从小生活在军人家庭的马铭悦，在

父亲耳濡目染下，立志长大后从军报

国。她经常给小徐讲述自己在部队大

院的所见所闻，分享军人叔叔带她一起

体能训练的故事，并鼓励小徐也养成坚

持锻炼身体的习惯。在马铭悦鼓励引

导和自己积极锻炼下，小徐中考体育多

个项目拿到满分。

在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中，姐妹俩

共同成长。小徐多次被学校评为“三好

学生”“学习小标兵”，并入选郑州市二

七区“百名自强好学生”。马铭悦被评

为郑州市“新时代好少年”。

高考后，马铭悦怀揣着从军梦想打

算报考军校，但因成绩不理想未能如

愿。到长春工程学院就读后，了解到在

部队成为优秀士兵有报考军校的机会，

就向数理化成绩优异的小徐请教学习

方法。在小徐的帮助下，马铭悦数理化

成绩得到较大提升。

今年初，马铭悦积极报名应征，并

顺利通过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役前教

育选拔。得知定兵消息后，马铭悦第一

时间同小徐分享喜悦。

征得郑州市征兵办相关领导同意，

小徐在母亲陪同下来到训练基地，将自

己写的一幅篆体书法作品“博雅达观”

赠送给马铭悦。

这对小姐妹约定：今后要继续相互

帮助，携手奋力拼搏，争取到明年 6 月，

小徐以优异成绩考进理想的大学，用自

身特长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马铭悦在干好本职工作同时，争取机会

考上军校，扎根军营为强军事业奉献青

春和汗水。

一对小姐妹的约定
■张翼飞 冯英军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霍尔果斯边防连官兵走进驻地民营企业，向企

业员工宣讲两会精神。 蒋 坤摄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建功中学学生在诸暨市米果果小镇国防教育基地

参加国防教育活动。图为基地教官为学生讲解装备知识。 杨 新摄

晋绥散葬烈士遗骸集中安葬仪式现场晋绥散葬烈士遗骸集中安葬仪式现场。。 田黎阳田黎阳摄摄

共同守护民族闪亮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