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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宜宾学院机关第一党
总支来到四川宜宾市南溪区滨江路上
的朱德和孙炳文雕像前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近 20名党员瞻仰雕像并重温入
党誓词。

在宜宾市这座长江边的城市里，
人们说起英烈，总是会提到朱德和孙
炳文：一位曾经在南溪居住过数年，
一位则是土生土长的南溪人。两人的
友谊也在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一段佳
话。

1885 年，孙炳文出生在南溪城郊
魏家山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穷的
他，一直靠亲戚资助才能读上书，所
以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1908 年，孙
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 （现北京大学的
前身）。在校期间，孙炳文不仅学习成
绩十分优异，还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

在革命信念的驱使下，孙炳文以
笔为矛，致力于国民革命。他经常出
席同盟会的各种会议，撰写宣言、文
件和来往函电，积极开展活动。在南
北议和、革命失败后，孙炳文被推任
《民国日报》总编辑。他的文章犀利深
刻，极富鼓动性，深受读者欢迎。后
来，因经常撰文痛斥袁世凯篡国复辟
的罪行，孙炳文遭到北洋政府通缉，
只得带着妻子返回老家南溪。

回南溪后，孙炳文抱着“读书救
国，教育兴邦”的想法，积极投入教
育事业，但诸多挫折令他深感壮志难
酬。1917 年，孙炳文经人介绍和时任
滇军将领的朱德相识。两人发现彼此
理想志向相同，都有相见恨晚的感
觉，成为莫逆之交。1918 年，孙炳文
投笔从戎，应邀到朱德旅部协理军政
事务。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
后，孙炳文与朱德共同组织了学习小
组，阅读和介绍革命进步书刊，深感
依靠军阀振兴不了国政。1921 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已经离开军队的
孙炳文听闻后，萌生了出国留学、寻
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想法。

1922年 9月，孙炳文与朱德一同登
上邮轮，从上海前往法国巴黎。10月
下旬，两人在柏林当面向周恩来陈述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
深为感动，介绍和帮助两人加入中国
共产党。从此，孙炳文的政治生命开
始了新的起点。

1925 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
起了大革命高潮。革命形势的迅速
发展，急需大批革命骨干力量，中
共 中 央 号 召 旅 欧 党 员 回 国 参 加 革
命。孙炳文于同年秋回国，先到北
京，年底到革命的中心广州，任国
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
广东大学教授。

1926年 6月，孙炳文调任国民革命
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与周恩来、郭沫
若、邓演达等人工作交往密切。同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国民革命
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一方面
负责领导粤、桂及闽南工作，另一方
面负责筹备经费、枪械、医药和补充
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的工作。

1927 年 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
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 6 日，
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
揭露。4月 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
往武汉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而被逮
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
到他的痛斥和严正拒绝。4月 20日，孙
炳文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仅
42岁。

孙炳文遇难后，朱德闻讯十分悲
痛。 1945 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朱
德亲自撰文纪念孙炳文，称赞他是
“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
士”。
“对敌人是嫉恶如仇，有灭此朝食

之概；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
之感。”坚定的革命意志与高尚的品
格，让孙炳文烈士为后人铭记。家乡
南溪区的红色旅游规划中，孙炳文纪
念馆正在新建，预计 2020 年竣工，届
时将会和朱德旧居陈列馆、朱德纪念
馆等一起供市民、游客瞻仰。

（新华社记者 杨 迪）
上图：孙炳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革命锐志留佳话—孙炳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
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
的英雄烈士，功勋彪炳史册，精神永垂不朽。

第三条 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
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国家保护英雄烈士，对英雄烈士予以褒扬、纪念，加强
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维护英雄烈士尊严和
合法权益。

全社会都应当崇尚、学习、捍卫英雄烈士。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将

宣传、弘扬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和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做好英雄烈士保护工作。

军队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做好
英雄烈士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经费列入本
级预算。

第五条 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国家在首都北京天
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仪式，缅怀英雄烈士。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军队有关部门应当在烈士纪念
日举行纪念活动。

举行英雄烈士纪念活动，邀请英雄烈士遗属代表参加。
第六条 在清明节和重要纪念日，机关、团体、乡村、

社区、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军队有关单位根据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英雄烈士纪念活动。

第七条 国家建立并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纪念、缅
怀英雄烈士。

矗立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
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
永久性纪念设施。

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其名称、碑题、碑文、浮雕、图形、
标志等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建设
和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加强对英雄
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对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

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
定，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中央财政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修缮保护，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
助。

第九条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应当免费向社会开放，供公
众瞻仰、悼念英雄烈士，开展纪念教育活动，告慰先烈英
灵。

前款规定的纪念设施由军队有关单位管理的，按照军队
有关规定实行开放。

第十条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健全服务和管
理工作规范，方便瞻仰、悼念英雄烈士，保持英雄烈士纪念
设施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
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不得侵占英雄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不得破坏、污损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

第十一条 安葬英雄烈士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军队
有关部门应当举行庄严、肃穆、文明、节俭的送迎、安葬仪
式。

第十二条 国家建立健全英雄烈士祭扫制度和礼仪规
范，引导公民庄严有序地开展祭扫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英雄烈士遗属祭扫提
供便利。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引导公民通
过瞻仰英雄烈士纪念设施、集体宣誓、网上祭奠等形式，铭
记英雄烈士的事迹，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的精神。

第十四条 英雄烈士在国外安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该国外交、领事代表机构应当结合驻在国实际情况组织开展
祭扫活动。

国家通过与有关国家的合作，查找、收集英雄烈士遗
骸、遗物和史料，加强对位于国外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修
缮保护工作。

第十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记述
历史。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军队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英
雄烈士遗物、史料的收集、保护和陈列展示工作，组织开展
英雄烈士史料的研究、编纂和宣传工作。

国家鼓励和支持革命老区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开展英雄
烈士事迹和精神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

第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将
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英雄烈士事迹和精
神纳入教育内容，组织开展纪念教育活动，加强对学生的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第十八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信等
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以英雄烈士事迹为题材、弘扬英雄烈士
精神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出版物的创作
生产和宣传推广。

第十九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播放或者刊登英雄烈士题材作
品、发布公益广告、开设专栏等方式，广泛宣传英雄烈士事
迹和精神。

第二十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以捐赠财产、义务宣讲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帮扶英雄烈士
遗属等公益活动的方式，参与英雄烈士保护工作。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捐赠财产用于英雄烈士保护
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实行英雄烈士抚恤优待制度。英雄烈
士遗属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教育、就业、养老、住房、医疗等
方面的优待。抚恤优待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
应并逐步提高。

国务院有关部门、军队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关心
英雄烈士遗属的生活情况，每年定期走访慰问英雄烈士遗属。

第二十二条 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
迹和精神。

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
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
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士
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英雄
烈士的名誉、荣誉。

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信、市场
监督管理、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发现前款规定行为
的，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二十三条 网信和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在对网络信息
进行依法监督管理工作中，发现发布或者传输以侮辱、诽谤或
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信息
的，应当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和其
他必要措施；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上述信息，应当
通知有关机构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阻断传播。

网络运营者发现其用户发布前款规定的信息的，应当立
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
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运营者未采取
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措施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侵害英雄烈士合法

权益和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
的部门、网信、公安等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
依法及时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
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
关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履行职
责过程中发现第一款规定的行为，需要检察机关提起诉讼
的，应当向检察机关报告。

英雄烈士近亲属依照第一款规定提起诉讼的，法律援助
机构应当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第二十六条 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
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的，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及时
劝阻；不听劝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英雄烈士保
护工作的部门、文物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规定给予批评教育，责
令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

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
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侵占、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改
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被侵占、破坏、污损
的纪念设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的规定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在英雄烈士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法自2018年 5月 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2018年 4月 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的东山公
园内，一座墓碑坐落亭中，背倚青山，庄
严肃立。拾阶而上，只见亭上刻着“鞠躬
尽瘁千秋仰，取义成仁万载传”，无声传
递着后人对革命先烈陈赞贤的深切缅怀
和崇高敬意。

陈赞贤是中共早期的著名工人运动
领袖之一，1896 年生于江西省南康县
（现为南康区）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投笔
从戎，参加革命活动。

1925 年，陈赞贤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被党组织派到广东南雄任总工
会委员长。不久，又被党组织派往国民革
命军第2军第 5师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

1926年 7月，北伐战争开始，陈赞贤
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江西赣州领导工农
运动。在陈赞贤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成
立了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他任支部书记，
同时兼任国民党赣南党务及十七县工农
运动指导员。在中共赣州特别支部领导
下，赣南各县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
党员，宣传革命道理，推动工农运动，声
援北伐战争。

1926 年 11 月，赣州总工会成立，陈
赞贤当选为总工会委员长。赣州总工会
一成立，立即发动全市工人开展以保障
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
工作制为中心内容的斗争。为了推动罢
工运动继续高涨，在总工会领导下，又举
行了全市钱业店员的大罢工并取得胜
利。这是赣州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大罢工。彼时，工人运动开展得
轰轰烈烈，素有“一广州、二赣州”之称。

然而，赣州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引

起了地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右派的恐慌
与仇视，他们勾结起来企图扑灭工农运
动的熊熊之火，大革命的形势开始逆转，
白色恐怖已经迫在眉睫。

1927 年 3 月 6 日，进驻赣州的国民
党反动军队以所谓“制造阶级斗争”“扰
乱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等罪名逮捕了
陈赞贤。敌人逼陈赞贤签字解散总工会，
停止工农运动。陈赞贤斩钉截铁地说：
“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
签！”“我从事工农运动，何罪之有？你们
镇压民众，破坏革命，才是大罪弥天！”国
民党反动军官手拿着蒋介石的密令，恶
狠狠地说：“蒋总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
枪毙你！”说完，反动军官及十几个刽子
手同时开枪射击，陈赞贤身中 18弹，高
呼：“打倒新军阀！”“工会万岁！”“中国共
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

功。”在陈赞贤的重孙陈金金看来，曾祖
父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真理、艰苦
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
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在短
暂的一生中，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
丹心和为实现共产主义所表现出的铮铮
铁骨，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我学习的楷
模。”他说。

陈赞贤 1918 年在南康创办了东山
高等小学，如今更名为东山中心小学。绿
树掩映下的东山中心小学干净整洁，走
进校园，耳边传来阵阵读书声。校园内竖
有一尊陈赞贤塑像，后面墙上刻有“弘扬
赞贤精神，培养时代英才”几个大字。一
直以来，弘扬“胸怀大志、追求真理、爱国
爱民、勤俭奉公、无私无畏、敢为人先”的
赞贤精神，是这所学校德育教育的一项
重要内容，也是南康人坚定遵循的信念。
“从小就听村里的长辈们说起过爷

爷的革命故事，知道他为人民的解放作
出了很多贡献。作为他的后代，更要弘扬
他的精神，老实做人，真诚做事。”陈赞贤
的孙子陈定华告诉记者，高中毕业后，他
自学成材，学会了修自行车、摩托车和小
汽车，还学会了加工粮食。通过辛勤劳
动，陈定华家里盖起了两栋红砖房，日子
正越过越好。

（新华社记者 陈毓珊）
上图：陈赞贤（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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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工人运动先驱—陈赞贤

小甸镇，安徽省寿县东南部的这个小
镇看似并不起眼，但它是安徽省第一个农
村党组织诞生地。镇东一处园林式建筑非
常醒目，园内高耸的“寿县革命烈士纪念
塔”是小镇的标志性建筑，每年吸引大量
游客、师生、党员干部前往瞻仰、参观和学
习。革命烈士曹渊的纪念墓也在其中。

曹渊，原名俊宽，字溥泉。1920年，曹
渊考入安徽芜湖工读学校，被推选为校学
生代表，参加安徽芜湖学联并成为领导成
员之一。1921年，因参加声援安庆“六二”
惨案，被校方勒令退学。同年秋，考入安徽
芜湖公立职业学校，被选为校学生会主
席。1922年秋，因为该校校长与学监对学
生健康漠不关心，致使一名学生死亡，曹
渊带头参加斗争，被校董事会开除学籍。

1924 年，曹渊考入黄埔军校第一
期，入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月，
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派到黄埔军校教导
团学兵连任党代表。1925年部分黄埔军
校教职员和学生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
联合会”，曹渊是该会的骨干分子。2月
初，曹渊率领学生连参加讨伐陈炯明的
第一次东征，其“神勇”表现受到党代表
廖仲恺的赞扬。6月，曹渊调任一团三营
八连连长，在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
龙眼洞战斗中，曹渊率兵迂回敌后袭击
成功，一举夺取胜利。第二次东征战斗
中，奉命为团预备队，击溃数倍于己的敌
人，挺进潮汕。后因功晋升为第一军第三
师九团一营营长。

1926 年 5月，曹渊被派遣到叶挺独
立团任第一营营长。6月 2日，叶挺独立
团被敌军围困，曹渊率一营支援，当夜赶
到黄茅铺投入战斗。次日凌晨全团全线
反击，击败敌军 6个团，又乘胜追击占领
攸县，取得北伐战争中第一次大捷。进军
龙山铺途中，一营被敌援兵两个团包围，

曹渊集中全营火力，在当地农民协会的
支援下，击溃敌军并占领醴陵城，又连下
浏阳、株洲。8月 19日，一营作为前卫，协
同友军攻下平江。

吴佩孚为了阻挡北伐军的前进，拼
凑 2万余人，亲自部署防御汀泗桥，并组
成千余人敢死队攻到北伐军第四军军部
附近，叶挺派曹渊率部支援。一营经过连
续冲杀，将敌军的敢死队击溃，军部转危
为安，曹渊和一营受到传令嘉奖。8月 27
日，叶挺独立团占领汀泗桥。

8月 30日，在攻打贺胜桥战斗中，曹
渊指挥一营救出身负重伤的二营营长许
继慎，并组织一、二营官兵与敌军争夺贺
胜桥头阵地，打败吴佩孚亲自指挥的敌
军主力，打开了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大
门——贺胜桥。

9月 1日，各路北伐大军云集武昌城
下，曹渊率一营为突击前锋，全营大部分官
兵临战前均留下家书，表示誓与敌人决一
死战的决心。9月 5日凌晨，曹渊率一营冒
着城头弹火竖起云梯，登城与敌军肉搏，大
部分官兵壮烈牺牲，仅剩10余人。在这场
战斗中，曹渊头部中弹牺牲，年仅24岁。

曹渊等烈士的牺牲精神激励着独立
团广大指战员。10月 10日，武昌城终被
占领。战后，独立团党支部决定在洪山建
墓，将攻城以来各次战斗中牺牲的官兵
与曹渊合葬。墓的前面竖立了一个碑坊，
上面横额刻着“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墓
前竖立一个墓碑，碑上横刻“精神不死”
四字，中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
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左边刻曹渊
等 191 位烈士英名，右边刻“先烈之血”
“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
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四句话。

周恩来赞扬他“为谋国家之独立，人
民之解放而英勇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
的”。叶挺称他是“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
我最好的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曹渊被追认为革命
烈士，编入《中华英烈传》。在其家乡安徽
寿县小甸镇，还设有寿县革命烈士陵园，
曹渊的照片及光辉事迹陈列于陵园烈士
事迹陈列室。

安徽寿县小甸镇宣传委员曹玉飞是
曹渊烈士的第四代亲属，谈到先人的英
勇往事，曹玉飞仍然很感慨，每年清明的
定期祭拜是对先人最深的缅怀，“最敬佩
他能坚定自己理想信念的精神，舍小家
顾大家。这些始终激励着我们成长和投
身党的事业。”

（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上图：曹渊（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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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的革命军人”—曹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