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老兵天地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星期六E-mail:laobingtiandi2017@163.com责任编辑/柴华

人物·老兵出镜

2014年 9月 30日，我国迎来首个烈
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
雄纪念碑巍然耸立，习主席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
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2018年 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作战 68周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
大规模代表团访问朝鲜，开展祭扫交流
活动。

褒扬烈士，弘扬烈士精神，是国家
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党、国家
和军队历来高度重视烈士纪念工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步伐，我国
的烈士褒扬工作也在探索中发展，在改
革中创新，在全社会大力营造了认识英
烈、关爱英烈、尊崇英烈的浓厚氛围和
良好风尚。

褒扬政策法规不断完善

1980 年 6月，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
烈士褒扬工作的行政法规《革命烈士褒
扬条例》颁布，为批准和褒扬烈士工作
提供了法律依据。1995年，民政部制定
《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法》，
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工作从此有
章可循。2004年，《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发布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涉及烈士褒扬
和烈士遗属抚恤优待的制度。

2011年 7月，国务院颁布《烈士褒扬
条例》，全面系统地规定了烈士的评定
和褒扬、烈属抚恤优待、烈士纪念设施

管理保护、烈士事迹宣传、经费保障、法
律责任等问题，成为我国烈士褒扬工作
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01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对大
力弘扬烈士精神、广泛开展纪念烈士活
动、坚持用烈士英雄事迹教育青少年、
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完善烈属
抚恤优待政策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成
为开展烈士褒扬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14年 8月 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烈
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 9月 30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 9月
30日国家举行烈士公祭活动。

2018 年 4 月 27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这是我国
首次以立法形式维护和捍卫英雄烈士
合法权益，对维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弘扬英烈精神，促进社会正气具有重
大意义。

此外，2012年以来，《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烈士安葬办法》《烈士
公祭办法》《烈士评定（批准）档案管理
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相继颁布实
施，构建起内容完善、相互衔接、上下配
套的烈士褒扬政策法规体系，为烈士褒
扬工作持久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力制度
保障。

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持续加强

1986年，民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
对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加强管理保护
的通知》，中央财政从 1987 年开始对全
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及维修改
造给予补助。2004 年 12个部委联合发
布《关于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
费开放的实施意见》，明确各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单位向社会免费开放或优惠
开放，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2009
年，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实施全国重点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改造工程，对部分全
国重点烈士纪念设施进行重点改造。

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
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从 2011年到 2014年，全
国组织开展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
护工程，对散葬烈士墓和零散烈士纪念
碑亭、塔祠等纪念设施进行抢救性保
护。经过近 4年的努力，零散烈士纪念
设施无人管理、损毁严重的状况得到根
本改变。

据摸排，目前在朝鲜、越南、老挝、
俄罗斯、缅甸等 27个国家有我国的烈士
纪念设施，这些境外烈士纪念设施是为
了缅怀纪念在支援有关国家民族独立、
经济建设以及执行维护国际和平任务
中牺牲在境外的烈士而修建的。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管理工作，习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
后多次赴我国在坦桑尼亚、塞尔维亚、
朝鲜的境外烈士纪念设施瞻仰祭扫。
2010 年以来，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
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境外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目前已实现对 15个国家近百处境
外烈士纪念设施的实地勘察，与朝鲜、
韩国、俄罗斯、缅甸、老挝、越南、赞比亚
等国就保护管理烈士纪念设施达成共
识并签署协议。

各类祭扫纪念活动广泛开展

近些年来，各地在清明节期间因地
制宜地开展了扫墓、主题宣讲、网上祭
英烈以及走访慰问烈属等形式多样的
祭奠先烈活动，宣传他们的丰功伟绩，
形成尊崇英烈的浓厚社会氛围。

国家设立烈士纪念日后，中央印发
了关于做好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的通
知，要求烈士纪念日期间，各地和有我
国烈士纪念设施国家的驻外使领馆开
展烈士纪念活动。5年来，习主席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都会在烈士纪念日当天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全国有
2200 多个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开展

烈士公祭活动，290 多万社会各界代表
参加。朝鲜、越南等 11个国家的我国驻
外使领馆也开展相关纪念烈士活动。

2013年，中韩双方启动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经多次协
商，双方于 2014年 1月就在韩志愿军烈
士遗骸迎回安葬事宜签署协议，决定每
年清明节前，由中韩双方共同组织实施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2014
年 3月 28 日，首批 437 位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2014 年 10
月 29日，437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
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自
2014年至 2018年，共迎接五批 589位在
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均安葬在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2013年起，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志愿
军老战士和烈士家属赴朝祭扫志愿军
先烈。抗战胜利 70周年之际，首次以国
家名义赴马来西亚、菲律宾、巴布亚新
几内亚祭扫抗战英烈。中朝双方隆重
举行开城、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竣工仪
式。中国和老挝共同举行在老挝中国
烈士陵园修缮工程竣工仪式。一系列
重大专项活动的顺利实施，彰显了国家
尊重烈士的大国形象，赢得社会各界广
泛赞誉。

英烈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为了进一步彰显烈士精神的时代
凝聚力和感召力，多年来，有关部门采
取多种形式深入挖掘宣传烈士事迹和
精神内涵。2018年 4月，首次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清明祭英烈”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受众上亿人次，在全
社会激发起祭英烈、学英烈的热潮。

2000 年，《中华著名烈士》出版，收
录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牺牲的 3000 余名
著名烈士事迹。自 2014 年起，民政部
先后会同中央宣传部、国家国防教育办
公室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开展“纪念
先烈·报效祖国·圆梦中华”等一系列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遴选公布了两
批共 9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2016年起，抗日英烈名录数据库
建设启动实施，全面收集整理抗战牺牲
英烈名录。

2004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纲要》出台，积极推动烈士纪念设施创
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着力打造
了一批设施完善、功能突出、知名度高
的红色教育基地，产生了积极的社会
影响。

遗属优抚待遇全面提升

保障好、照顾好、关爱好烈士遗属，
营造尊重、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环境，
也是烈士褒扬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2011 年，国家建立烈士褒扬金制
度，规定烈士褒扬金标准为烈士牺牲时
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 30倍。此外，国家还调整完善了烈
士一次性抚恤金制度。根据此机制，烈
士遗属享受的烈士褒扬金和一次性抚
恤金标准大幅提高，充分保障了烈士遗
属的基本生活。此外，不断加大烈士遗
属医疗、住房、入学入伍、就业等方面的
优待力度，较好地解决了烈士遗属后顾
之忧，充分保障烈士遗属共享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

2010 年，民政部下发《关于做好烈
士亲属祭扫接待工作的通知》，决定由
地方民政部门统一组织开展烈属祭扫
接待工作，并对自行前往祭扫的烈属给
予适当补助。

在提高物质保障水平的同时，精神
慰藉不可或缺。每逢元旦、春节等重要
节日，各地广泛开展走访慰问烈士遗属
活动，积极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同时
动员社会力量为他们送温暖献爱心。
烈士纪念日以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7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之际，组织
烈士遗属代表参加中央和地方安排的
一系列重大活动，切实提升了烈士遗属
的荣誉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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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李树春从山东省潍坊军分
区副政委岗位退休。同年，他被潍坊市
民政局“挖”去担任筹办中的潍坊市拥
军优属促进会主席。都说双拥是连接
军地的桥梁，从那时起，李树春开始从
“桥”的这一头，走到了“桥”的另一头。

“拥军是我回馈军营的最好
方式”

李树春的选择，不是所有人都能
懂。

潍坊市拥军优属促进会是潍坊市
民政局注册的一个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组织无创收，人员无工资，活动无经费，
除了几间办公室外，其他全靠自力更
生。并且，潍坊是驻军大市，统筹全市
社会化拥军活动的促进会主席俨然是
一个高级“义务工”，既要能吃苦耐劳，
还要会协调沟通。

李树春曾获山东省“拥政爱民先进
个人”等多项荣誉，有着丰富的军地协
调经验。退休时他是副师职干部，在缺
兵少将的促进会干双拥工作，多数时候
得亲自上阵，有时还不得不向以前喊他
“首长”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请示工作，面
子上可能挂不住。
“双拥工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协调，

能靠一张嘴把事办了，还不是最大的面
子？”部队的双拥工作经历造就了李树春
朴素的认识。1990年，驻地小麦成熟，却
遭遇连绵阴雨天气，急坏了当地百姓。
就在此时，某师突然停训3天，官兵加入
抢收队伍。这个协调全师之力帮助群众
“龙口夺麦”的大动作，正是时为正连职
群联干事李树春向师首长建议的结果。
从此，整修学校人手不够、得了急病赶不
到地方医院……遇到困难解决不了，不
少驻地群众就会去找这个“李干事”。

去年“八一”，促进会组织演出队到
某部慰问。官兵已连续高强度训练数
月，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观看演出对
官兵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休整。演出现

场，拉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
汇成欢乐的海洋。

看着熟悉又变得遥远的火热军营，
台下的李树春想起了过往。他年轻时
干过生产队文书，曾下过地、沤过粪。
1978年，他参军入伍，37年间从战士一
步步地干到了副师职领导干部。“在军
营，我学习了文化，明白了道理，收获了
荣誉。如今退了，军营仍是我牵挂的地
方，拥军是我回馈军营的最好方式。”

“他能把队伍拉起来，关键是
大家信他能办实事”

有人说，世上的事有两难，一是从别
人的口袋里掏钱，二是往别人的脑袋里
装思想。这两件事，李树春都赶上了。

促进会筹建之初，李树春是“光杆
司令”，急需发展会员。但是入会就要
拿钱拿物，愿干这种赔本生意的人貌似
不多。“这是个两厢情愿的事，不能靠行
政手段强制企业或个人加入。”潍坊市
民政局双拥办副主任刘清华见证过促
进会第一次组建失利的往事，请来李树
春正是为了发动“第二次进攻”。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基础，同样
的“作战”目标，只是换了指挥员，这
一次却有了惊喜。3 个，5 个，80 个，
110 个……一年间，李树春尽己所能，
自己拿出 5万元做注册资金，发函给各
个企业，挨个给熟人打电话，一步步终
于让促进会走上正轨。
“他能把队伍拉起来，关键是大家

信他能办实事。”促进会会员、潍坊军分
区原副参谋长李义良曾与李树春有过
工作交集。他还记得，李树春任山东省
诸城市人武部政委期间，在帮助驻军协
调解决子女入学、家属安置、军地纠纷
上从不虚与委蛇。相应的，在军地共建
活动中，驻军部队只要一听是李树春发
来邀请，也都积极配合。

促进会的队伍建起来了。但李树
春没有急着开展工作堆成绩，他在想如
何克服第二个难事，让会员真正地了解
部队、走进官兵，把拥军观念固化于心
并传播给更多的热心人。

此时，李树春多年积累的政治工作

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带领会员到军营
同过“军事日”，看内务、吃兵饭、摸装
备，让会员感知基层官兵的辛苦与付
出。在潍县战役胜利 70 周年那天，他
还组织会员观看纪念展，了解 70 年前
的革命历史和 70 年间的辉煌成就，让
大家知道和平与发展的背后是钢铁长
城的坚强守卫。他还带头创办了带有
准印证号的《潍坊双拥》刊物，传递拥军
故事，凝聚拥军力量。

一点火花引燃一片火光。在李树
春和促进会会员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始自发支持促进会
工作。2018年春节，促进会开展“送温
暖、进百家、入军营”活动。一纸倡议书
发下，3天之内就召集了 56家单位及上
百名个人前来参加。

“爱有多深，情有多真。拥军
要有实实在在的心”

刚出锅的饺子热气腾腾，村民们一
碗一碗地往官兵手里送。风雨中奋战
了十几个小时的救灾官兵吃上了热乎
饭，一些年轻的官兵在接过饺子时眼圈
红了，说吃起来像家中母亲做的饭。

8月中旬，潍坊寿光发生洪涝灾害，
李树春赶到现场慰问官兵，军民相亲相
爱的那一幕场景让他动容：“爱有多深，
情有多真。拥军要有实实在在的心。”

有了实实在在的心，拥军就不会糊
弄。9月，某部向促进会发函，请李树春
帮忙策划一场送别老兵的文艺晚会。
当文艺团体把节目单定好后，李树春提
出了意见。“整体节目基调不对，应该
以体现军营文化的元素为主。还有，演
出节目有近一半与‘八一’慰问时是重
复的，有些老兵已经看过……”

有了实实在在的心，拥军就不惧繁
琐。李树春在一次慰问时了解到战斗英
雄王刚的爱人付春香原来在莱阳工作，随
部队到潍坊后劳保关系一直未得到解
决。李树春相信这个问题转交给人武部
或军分区也能解决，但他还是自己多次跑
到人社局帮付春香反映问题，了解进展。

有了实实在在的心，拥军就没有
歪念。促进会虽没有财政拨款，但有
会员缴纳的会费，有些人担心这笔资
金会成为个人“小金库”。“促进会只有
一个账号，资金全部用于拥军活动，进
出账目有凭有据，我们还专门聘请了
财务出纳。”原潍坊市委常委、促进会
总顾问刘洪清说，李树春不会开车，到
促进会办公都是自费打车，包括他前
期自掏腰包的 5 万元注册资金，也是
“抽”不出来的。

如今，促进会名声响了，很多团体
和个人慕名而来，想找李树春一起做拥
军，可李树春并不是来者不拒。“拥军不
是衣食无忧后的调剂活动，也不是心血
来潮的一时冲动，更不是个人名声的增
色招牌。”社会化拥军需要调动更多的
社会力量参与，但李树春不想让促进会
的拥军走向“庸俗化”“低级化”“物质
化”。他说，他曾是兵，知道官兵需要什
么。捧着一颗热诚的心来，给军人更多
的理解、更多的关爱、更多的尊崇，才是
真正的拥军。

一名军分区副政委退休后，心甘情愿到无创收、无工资、无经费的民间组织拓展拥军
工作。这其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情感？李树春用他的经历告诉大家——

军营是我永远的牵挂
■童光江 程凡华 本报记者 朱宏博

不久前，原北疆军区司令员、电影

《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人物之

一郭兴不幸辞世。得知这一消息，我抑

制不住内心的悲恸，泪水夺眶而出。

16年前，我和郭老有过一次较长时

间的接触，他于我而言可谓亦师亦友。

2002年，原兰州军区组织“老干部工作系

统先进典型事迹报告团”，为西北驻军和

一些地方单位作巡回报告。5月24日，我

们5位报告团成员到原兰州军区昆仑宾

馆集中，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老干部处

黄群明处长热情地介绍大家相互认识。

介绍到新疆军区洛阳干休所离休干部、

原北疆军区司令员郭兴时，他特意提高

了嗓门，告诉我们老首长就是电影《平原

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之一。大家激

动地热烈鼓掌，和老英雄握手致意。我

认真端详这位老英雄：方脸、浓眉，中等身

材，腰板挺直，虽穿着西装，但浑身透出军

人的英武，丝毫不像一名78岁的老者。

报告团试讲那天，原兰州军区机关

干部和一些干休所的工作人员把礼堂

坐得满满当当。胸前挂满勋章的“李向

阳”一开腔，就吸引了所有听众。杀鬼

子，烧炮楼，除汉奸，扒铁路，毁桥梁，炸

仓库……“李向阳”的动情讲述，让听众

仿佛身临其境，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试讲之后，黄处长组织大家召开座

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还特意让我们

互相点评。郭老对我说：“能不能把你

父亲住院你没回去探望这一段改一

改？心系老干部是应该的，但照顾好自

己的父母同样重要，不要落入典型都不

讲亲情的俗套。”那时我和郭老还不太

相熟，他的点评虽然直接，但很中肯，我

立即按他的意见修改了讲稿。

郭老很随和健谈，没有一丁点架

子。在巡回作报告的那20多天里，我每

天都找时间和郭老聊聊天，从干休所的

硬件建设到老干部的服务管理，从干休

所干部的选拔到战士两用人才的培养，

谈得十分投机。谈到他刚离休那段时间

的生活，他说《洛阳日报》一篇《“李向阳”

定居洛阳》的报道打破了他退休后的平

静，很多学校、机关都请他去作报告，他

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号召15个军休所

的200余名老干部组建了“洛阳市军队

老干部城市管理督导团”，为洛阳市城市

管理工作作出贡献，《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和中央电视台相继作了报道。

我问郭老为什么在离休后没有选择

颐养天年，还在热心回报社会？他给我

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48年秋

的一天夜里，国民党军队偷袭豫西五里

河解放军驻地，没抓到郭老，就四处找他

的家人。郭老的通信员抢在敌人前面抱

走了他不满3个月的女儿。敌人穷追不

舍，通信员撞开一家农户，把孩子交给一

个正在给小孩喂奶的大嫂后便跳窗离

开。大嫂急忙搁下自己的孩子，将奶头

塞进哇哇大哭的郭老女儿的嘴里。敌人

冲进屋，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逼问哪个是

郭兴的孩子，大嫂没有应答。敌人恼羞

成怒，将炕上的孩子刺死。战斗结束后，

这位大嫂把孩子还给郭老，他泪流满面，

“扑通”一声跪到大嫂面前……讲到这

里，郭老眼里闪着泪花，动情地说：“没有

人民群众，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我们

要知恩图报啊！”

（作者系原陕西省军区西安小寨西

路干休所所长）

和“李向阳”一起作报告
■张亚尼

致敬·心中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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