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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吉林磐石市区以西 20 公里外，群峰

环立，密林幽幽。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

遗址，静卧在这片不起眼的林间旷地。

“这里是地窨子遗址，我们发现了

锄、铧、碗、罐等生产和生活用具，还发

现了子弹和弹夹，充分证实红石砬子遗

址群是集武装斗争、生活、生产于一体

的抗日根据地。”在一处抗联遗址前，吉

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石砬子抗联遗

迹考古队领队孟庆旭介绍。他们在这

片面积 32 平方公里的遗址保护地上，系

统考古调查发现了 3000 余处抗联遗迹，

证实为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

好的抗联遗址。

1931 年，东北抗日武装、磐石赤色

游击队成立。1932 年，红石砬子抗日根

据地创建。这是我党在东北地区创建

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杨靖宇将军

曾在这里浴血奋战。2021 年 7 月起，吉

林省军地组织力量对以红石砬子抗日

根据地为代表的 21 处东北抗联遗迹进

行系统考古发掘，出土各类遗物近 400

件，其中发现的地窨子遗存、带火坑的

房址、训练用的大型平台等训练生活设

施，解决了东北抗联历史研究“有史无

迹”的难题。

“红色遗迹承载着红色记忆，保护

好红色资源，是对英烈的铭记。”参与红

石砬子抗日根据地考古挖掘的吉林革

命军事馆建设办公室研究员杜云中介

绍，随着近年来保护开发不断深入，吉

林省的红色资源“矿藏”愈显丰富、作用

愈发明显。

2022 年 9 月 18 日，在长春东北沦陷

史陈列馆前，参观者早早排起了长队。

该馆改陈 4 年后复展的首日，人们自发

前来奔赴这场与红色记忆的对话。2019

年，吉林省编制发布《吉林省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规划纲要》《吉林省东北抗联文物

保护专项规划》，公布革命文物名录，推

动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旅融合发展，

构建融研究、保护、开发、弘扬为一体的

红色资源保护体系。东北沦陷史陈列馆

作为该省重点保护开发单位名列其中，

迎来建成后最大一次改造升级。

改陈后的东北沦陷史陈列馆，是全

面反映东北十四年沦陷史、重点展示东

北人民艰苦卓绝抗日斗争、大力弘扬伟

大抗战精神尤其是东北抗联精神的专

题类纪念馆。纪念馆的“缅怀东北抗战

英烈和英雄群体”专题展，是我国目前

展出收录人数最多、信息较为完整全面

的东北抗战英烈史料事迹库。吉林省

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艳梅介绍，近年

来该省在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基础上启

动“红色吉林数据库”建设，对吉林的革

命和战斗遗存、英烈事迹进行数字化建

档工作。

为引导各地挖掘红色资源、讲好英

烈故事，吉林军地科学谋划、精心部署，

印发《吉林省进一步传承发展红色文化

实施方案》，在全省实施红色文化研究

阐释工程、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工程、红

色文化宣传教育工程、红色文化精品创

作工程、红色旅游发展工程，深入挖掘

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

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新中国汽车工

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

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三地三摇篮”

红色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吉林省现有革命旧

址 269 处、烈士纪念设施 541 处、革命历

史类纪念馆（博物馆）28 家、馆藏革命文

物 6000 余件（含珍贵文物 724 件）、各类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70 余家。在刚刚公

布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名单中，吉林

省共有 9 处烈士纪念设施入选。

见证
寻找拨动心弦的故事

在吉林省安图县夕阳红小区的一

栋 二 层 小 楼 里 ，有 一 间 颇 具 特 色 的 工

作室。展架上陈列着安图籍革命烈士

生 平 事 迹 档 案 、历 史 照 片 和 史 料 书 籍

等各类文献资料 3000 余册。这间藏室

是 退 役 军 人 金 万 春 创 办 的“安 图 英 雄

档案室”。

年过七旬的金万春从安图县人武

部部长岗位转业后，先后寻访 10 多个省

市，行程 8 万多公里，整理完善当地烈士

档案 1100 多份，搜集 9 万多幅珍贵史料

图片和百余件革命文物，创作编写 8 本

近 200 万字的红色读本。

谈起寻访烈士的心路历程，金万春

说：“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这片土地上走出

去的兵，寻找整理他们的事迹，就是为了

不忘记我们的来时路。”前不久，他主动

联系县人武部，计划将收集的史料无偿

提供给正在建设的吉林革命军事馆。

和金万春作出相同选择的，还有把

理想写进深山的焦春梅。

从汪清县城驱车 30 多公里，沿着曲

曲折折的山路，记者来到焦春梅的“大

本 营 ”—— 小 汪 清 抗 日 游 击 根 据 地 遗

址。原在汪清县第四小学担任副书记

的焦春梅，在英烈精神的感召下，主动

来到汪清县爱国主义教育中心，成为一

名红色宣讲员。

在焦春梅心中，宣讲英烈故事成为

一种“需要”。当被问及为什么放弃领

导岗位来到山上时，焦春梅说：“越了解

抗 战 英 雄 的 事 迹 ，对 他 们 的 感 情 就 越

深，就越想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做过这么伟大的事。”

为做好宣讲，焦春梅和团队要经常

到村里采访调研。起初，途中时常出没

的蛇虫吓得她“直冒冷汗”，如今，她从容

地“随手找根树枝拨开”。“首先触动自

己，才能打动别人。我尝过草根，也体验

过‘老虎凳’。只有对烈士们的经历感同

身受，才能讲好他们的故事。”焦春梅说。

山 水 为 脊 ，红 色 为 脉 ，精 神 为 根 。

在吉林，像焦春梅一样的英烈精神“擎

旗手”还有许多。扎根山村与“十三烈

士墓”相伴 40 余年的义务守陵人刘国

信；收藏保护 4000 余件革命文物的“抗

战文物收藏家”刘德武；抢救式整理记

录 400 多位老兵故事的“红色文化活字

典”孙艳华……

“这支志愿者队伍，是吉林省全民

参与红色资源保护、弘扬英烈精神的缩

影，也是助推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有生

力量。”吉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徐

开林介绍，近年来军地联合出台《关于

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新时代全民国防教

育的意见》《吉林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

改 进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工 作 的 落 实 举 措》

等，统筹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志愿者

参与红色资源保护工作，通过完善制度

体系，鼓励引导更多人参与到红色资源

保护、英烈精神传承和国防教育中来。

回响
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五班！”“你撑着，我们带你回去！”

“我想好了，我儿的名字叫铁板！”……

2022 年春节期间，电影《狙击手》热映，

一句句“超燃”的台词直击人心，让观众

“哭湿了口罩”。

这部以抗美援朝战争中“冷枪冷炮

运动”为背景的电影，讲述了志愿军指

战员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与美军

狙击小队展开殊死较量的故事。

随着《长津湖》《水门桥》《狙击手》

等电影的热映，带“火”了吉林省集安

市、临江市两座边境小城。这里不仅是

多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更是红色故事

的发生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往

“打卡”。

白山黑水，长河落日。当年运送志

愿军和物资的集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

桥巍然依旧。时光，在这里定格——

1950 年 10 月 19 日傍晚，中国人民

志愿军秘密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

口、辑安（今集安）3 个口岸跨过鸭绿江，

开赴抗美援朝战场。当年，先后有 42 万

余名志愿军指战员、10 万余名后勤保障

人员，从集安渡江入朝。另有 10 万余名

志愿军指战员从临江跨过鸭绿江，参加

第二次战役，血战长津湖。

光影刻录历史。“以电影为艺术载

体，融入共通的情感表达，对于讲好红

色 故 事 、开 展 国 防 教 育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吉林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吉林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

推出了许多再现血与火历程的影片。

“舞台上出现烈士名单的时候，我

的眼泪哗一下流出来了”“整个观剧过

程，我的眼眶都是红的”……4 月 1 日，

在观看大型原创红色情景话剧《白山红

雪》后，来自通化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

的讲解员们感慨不已。《白山红雪》的上

演，丰富了“文旅+教育”的内涵，使东北

抗联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异彩。

除《白山红雪》外，该省还推出话剧

《不朽的旗帜——杨靖宇的五天五夜》

《吉林·1948》等一批主旋律作品，举办

“唱 响 新 时 代 永 远 跟 党 走 ”交 响 音 乐

会、“红色铸魂 国防筑梦”百校万人国

防教育课、“唱支山歌给党听”群众性文

艺汇演等活动，通过寻求红色文化与旅

游、教育、艺术的结合点，全方位、多角

度讲好党史军史、英烈故事，激发干部

群众、部队官兵和广大青少年爱党爱国

爱军热情。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鼓

舞着我们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砥砺前

行。”延边军分区政委马林华说。年初，

该军分区组织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培训，官兵和民兵打起背包，爬冰卧雪，

以模拟紧急情况下的拉动点验形式重走

“抗联路”。风雪中，一面面以英烈名字

命名的队旗，闪耀在白山黑水间。

图①：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英烈雕

塑墙。 资料图片

图②：吉林省通化市军地举行缅怀

英烈活动。 李 彬摄

图③：吉林省四平军分区组织官兵

深入中小学校开展国防教育。

周春旭摄

图④：吉林省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

遗址出土的东北抗日联军使用过的火

坑遗存。 吉林省委宣传部供图

图⑤：吉林省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

资料图片

守护白山黑水的红色根脉
——吉林省军地保护红色资源、传承英烈精神纪实

■王兆贵 孙亚男 本报记者 孙有权

吉林，一片被无数革命志士鲜血浸染过、无
数奋斗者汗水浇灌过的土地。红色，是这片土地
厚重的底色。

民族危亡之际，莽莽苍苍的长白林海，一条
条泥泞的小路通往民族独立的大道；解放战争时
期，危机四伏的战场，人民群众踊跃支援辽沈决
战，高奏的凯歌荡气回肠；抗美援朝时期，“抗美

援朝第一渡”踏印着 42万余名志愿军将士的足
迹，“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英雄赞歌吟
唱至今。

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5月 1
日，是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 5周年。近日，记者走
进吉林的白山黑水，探寻统筹保护红色资源、推
动英烈精神传承的坚实步履。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

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

的脊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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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

斗的力量源泉。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设

立烈士纪念日，到施行英雄烈士保护

法；从出台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

法，到制定烈士公祭安葬办法，一系列

致敬英烈、崇尚英烈的行动，推动烈士

褒扬工作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纪念设

施管护水平有力提升，英烈精神宣传

弘扬成效显著，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

激发了强国强军力量。

学习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是

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也是赢得胜利

的重要保证。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

色血脉，就是要在缅怀中传承奋斗之

志，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

强大力量。

弘扬英烈精神，需要军地形成合

力 。 守 护 英 烈 、做 好 新 时 代 烈 士 褒

扬 工 作 是 军 地 共 同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

应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坚 持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服 务 、为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服 务

的 方 针 ，解 决 制 约 烈 士 褒 扬 工 作 创

新 发 展 的 矛 盾 问 题 ；发 挥 好 省 军 区

系 统 军 地 桥 梁 纽 带 作 用 ，强 化 统 筹

协调，调动各方资源，会同各级党委

政府将烈士褒扬工作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定期研究解决困难问题，统筹

推进工作落实。

弘扬英烈精神，需要建好军史平

台。烈士纪念设施、军史场馆等红色

资源，具有凝心聚魂、资政育人的重要

功能。积极发挥好烈士纪念设施、军

史场馆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努力把烈

士纪念设施、军史场馆建设成干部群

众红色教育的开放课堂、部队官兵参

观见学的教学基地、青少年赓续革命

传统的实践营地，广泛开展入党、立

功、成人等仪式教育，进一步强化使命

感、荣誉感、责任感。

弘扬英烈精神，需要激发社会积

极 性 。 鼓 励 高 校 、企 业 和 个 人 等 社

会 力 量 ，借 助 现 代 化 手 段 积 极 打 造

革 命 遗 迹 和 英 烈 事 迹 保 护 开 发 工

程，围绕红色故事、英烈精神创作优

秀 的 文 化 艺 术 作 品 ，发 挥 好 红 色 资

源 的 教 育 功 能 。 广 泛 组 织 干 部 群

众 、部 队 官 兵 和 青 少 年 学 生 开 展 志

愿服务、实践学习等活动，通过扩大

教育覆盖面，让尊崇英烈、传承英烈

精神深入人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要在保护红色

资源、褒扬英烈中叩问初心使命，在赓

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中砥砺打

赢本领，将英烈开创并为之奋斗的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赓
续
传
承

奋
斗
前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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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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