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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即将从广
西玉林启程回家的梁瑞素心中有万般不
舍。

目光越过送行的人群，入眼处尽是
红翠依偎的甜蜜。大道康庄，繁花似锦，
眼前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将和全国
人民一道迎来共和国70年华诞。

梁瑞素默默念叨：“哥哥，您看看
吧。这是您当年未曾看过一眼的地方。”

前路漫漫，隔着万重山。踏进车门
那一刻，玉林这座温暖的城市为哥哥和
自己所做的一切再次涌上心头，梁瑞素
又一次热泪盈眶。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

我倒下，将不再起来……如果是这样，你
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
的风采……”

此时，一曲《血染的风采》缓缓响
起。大家不约而同地和着曲子，唱起这
首深情的歌。

地处闹市的革命烈

士纪念广场，成为这座城

市的新地标

春天来了，坐落于玉林市玉东新区
核心地带的龟山公园，百花竞放。

这里，是广大市民游玩和休闲的首
选去处。去年 9月 30日，玉林市革命烈
士纪念广场也在此落成。

去年，玉林市军地启动“寻找无名英
烈”活动，烈士纪念广场建设项目随之被
提上议事日程，正式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关于烈士广场的建设，一开始有不
同声音。

有人说，城市建设资金本就紧张，如
今要建这么一个难见经济效益的广场，
这笔钱从哪里出？

也有人建议，不如在远离市区的地
方修建广场，不但能降低成本，征地也相
对容易。
“修建革命烈士纪念广场的根本目

的，就是让更多市民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选在寸土寸金的新区建广场，虽然
损失了眼前的经济利益，但给市民带来
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玉林市委、市政
府一锤定音。

如果说“寻找无名英烈”活动是一次
寻根之旅，那么建设革命烈士纪念广场，
就是打造一座城市新的地标和精神高
地！

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认知和记忆，往
往从它的标志性地点或建筑开始。
“广场的选址过程，本身就是一堂生

动的国防教育课。”玉林市一位领导说，
没有精神高地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
市。

革命烈士纪念广场犹如一张闪亮的
名片，不断向外传递着玉林这座城市的
时代精神。

伴随着清明前的丝丝细雨，一朵朵
洁白的小花，摆放在纪念碑前。
“妈妈，烈士睡在这里吗？”伫立在高

大凝重的碑体前，记者忽然听到一个孩
子的声音。

原来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幼子，来
这里瞻仰烈士纪念碑——随着革命烈士
纪念广场的建成，来这里漫步和瞻仰已
成为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这对来自县城的小夫妻那质朴的话
语让人感动：“我们希望孩子不要忘了今
天的幸福和平来之不易。”

或许，就在他们领着孩子献上花朵、
低头默哀的那一刻，一颗爱国种子就已
在孩子的心灵深处萌芽。

“地处闹市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已
成为玉林军民开展国防教育的主阵地。”
玉林市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张彩芬说，
广场建成后的首个清明节前后，成千上
万的市民和学生前来瞻仰，个个手捧鲜
花，向革命烈士致哀。

在杨科璋烈士纪念馆，玉林市消防
支队政治处副主任梁海宁动情地说，“杨
科璋已成为玉林市的精神象征。”

2015年 5月 29日，时任武警某消防
中队指导员的玉林籍军人杨科璋，在火
场献出了年仅27岁的生命。

杨科璋的事迹感动了全城，玉林市
决定专门为他修建一座纪念馆。对外开
放 2年多来，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参观
人员数十万人次。

把烈属的冷暖放在

心上，暖的不仅是一颗

心，更是千万家

清明节前夕的一个深夜，经过 30多
个小时的漫长旅途，梁瑞素抵达玉林车
站。出站的那一刻，她看到玉林市烈士
陵园管理处主任张彩芬手捧着鲜花，等
待她的到来。

深夜的风，凉飕飕的。可梁瑞素心
里，一股暖流涌动。
“得知我要来祭拜哥哥，张主任三

番五次给我打电话嘘寒问暖，这么晚
了还亲自到车站接我。”梁瑞素十分
感动。

玉林市去年开始的“寻找无名英烈”
活动，不但为梁瑞素找到了哥哥梁瑞聪
的信息，还为包括她哥哥在内的 48名英
烈重新修墓刻碑，了却了 48个家庭牵挂
40年的心头事。

安排住酒店、看当地的名胜、品特色
小吃……周到细致的安排，让身在玉林
的梁瑞素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他们的亲人为国家献出了生命，如

果我们不把烈属放在心上，良心难安。”
玉林军分区司令员赵立龙说。

伴随“寻找无名英烈”活动的深入开
展，全市核实烈士、烈属信息的大走访同
步进行。到烈属家走一走、看一看、问一
问，成为军地各级领导下基层检查工作
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看到穿军装的人上门慰问，烈属们

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博白县人武部
政委周海松深有感触。

这两年，周政委利用平时下基层和
每年节庆慰问等时机，已看望了全县一
半以上的烈属。他计划在自己的任期
内，到全县所有的烈属家里慰问。
“把烈士家人的冷暖放在心上，暖的

不仅是一颗心，更是千万家。”玉林市委
书记黄海昆说，关爱军烈属，不能止于温
暖一阵子，更应关心一辈子！
“前面第二个路口左转，然后直走

100 米，到了操场再步行 200 多米就到
了。”记者随博白县英桥镇民政办主任陶
声荣一起，来到村里看望抗美援朝烈士
阮福生的遗孀梁芝凤大娘。

听着陶主任娴熟的语音“导航”，看
着梁大娘与陶声荣手拉手情同母女一
样，记者真切感受到“尊崇英烈、关心
烈属”不再是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号，而
是玉林市政府各级的思想共识和行动
自觉。

太平本是烈士定，从无烈士享太
平。“对烈属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让烈士
的亲人感受到全社会的温暖，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玉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苏侃文介绍，从吃、穿、住、行、医
等方方面面，玉林市对烈属群体都有政
策倾斜和情感照顾。
“没有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我

们现在的一切。”玉林市双拥办副主任陈
清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 9000
多名玉林籍官兵血沃他乡。善待英烈，
首先要从优待烈属做起，既要特事特办，
解一时之困，更要建章立制管长远。

每一名烈士的身后，

都是一个英雄的番号，都

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对英烈的告慰，被玉林市延伸到关
爱现役军人的行动上。
“每一名烈士的身后，都是一个英

雄的番号，都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一
位玉林市领导说，每当他们瞻仰一个个
烈士的名字，都觉得肩负使命的神圣：
越是缅怀英烈，越不能辜负英烈精神的
传承人——关爱军人，尊崇军人，是对
英烈的最好缅怀。

在玉林市兴业县北市镇长华村，人
们路过一等功臣欧仔万家门时，都会放
缓脚步。他家大门正中的“一等功臣之
家”木刻大牌匾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2017年，“消防尖兵”欧仔万因工作
成绩突出荣立一等功。那年 11月 28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兴业县三级军
地领导组成了报喜团，上门送喜报。

市里请来锣鼓队，敲锣打鼓将喜报
和牌匾送到欧仔万家中。玉林市电视台
全程录像，当晚就播发了电视新闻。

这一路，让当地百姓心生羡慕：这样
的孩子多争气！

如今，“一等功臣之家”牌匾已悬挂
一年多，欧仔万的父亲欧祖仕一直视之
为珍宝。每隔几日他就会踩上高凳，细
心擦拭牌匾缝隙间的灰尘。他说，这块
牌匾让他在全村人面前长了脸。

“物质奖励固然重要，但一块功臣之
家牌匾带给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终身
荣誉，影响更为久远。”“寻找无名英烈”
寻访团团长、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彭云
说。

去年，玉林市已把悬挂立功牌匾作
为送立功喜报的一项内容，写进了正式
文件。这两年，玉林籍官兵立功的人数
持续增长。

走进玉林市玉州区大塘镇政府会议
室，一整面墙的荣誉栏格外显眼。上面
不仅有镇里的烈士名录，还有该镇获得
三等功以上荣誉的所有官兵的照片和事
迹。

去年 8 月，玉林市委、市政府和
军分区联合下发 《关于支持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 进一步增强军人职业荣誉
感的意见》。文件详细规范了现役军
人立功受奖激励机制、随军家属就
业、军人子女入学优先等内容。文件
还首次明确，要把荣立三等功的官兵
事迹写进县志，把荣立二等功以上官
兵的事迹写进市志。去年底，黎茂、
梁钊广等 54名现役功臣的事迹被收录
进市志、县志。

临别时，玉林市双拥办副主任陈清
搬出厚厚一摞资料。她告诉记者，玉林
市连续 7年组织双拥采访活动，让身处
东西南北军营的优秀玉林籍官兵在家乡
电视台、报纸、广播等媒体登台亮相，发
挥了可喜的“滚雪球”效应。去年，玉林
市应征报名人数比前年增长了近三分之
一，目前已有 3800多名适龄青年报名参
军。

站在玉林市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上，
仰望宏伟的纪念碑，回想着这几天采访
到的感人故事，记者不禁在心中默念：英
烈们可以安息了！你们的精神之花，已
在这里处处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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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碑一塔：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冯 强 通讯员 梁英海

2018年 《英雄烈士保护法》 颁布

实施，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全

民都要关爱英雄、保护英烈，让崇尚英

烈蔚然成风。唯有如此，当国家危难之

时，才会涌现出千千万万英雄捍卫我们

的家园。

英烈不能被遗忘，历史不能被掩

埋。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许多烈士

无名，英雄埋骨他乡，家人却不知其魂

归何处。不少先烈的墓碑上刻着名字，

他们生前的事迹却无人知晓。

享受着冰冷墓碑换来的和平阳光，

我们怎能不思源、不寻根？

寻找，是一种责任、一种态度，也

是贯彻落实《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实际

行动和具体体现。

无论寻找结果如何，其过程本身就

能温暖每一名烈属，告慰每一名英烈。

我们决不能让烈属们痛失亲人后又寒了

心，更不能让英雄流了鲜血还流泪。

思想、精神和灵魂上的准备，是最基

础、最不可忽视的战争准备。好了伤疤

不能忘了痛。记忆，对一个人、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有自己

的记忆，才能不断成长；有民族的记忆，

才能不重蹈历史覆辙。

岁月流逝，英雄的呐喊已经沉寂，

壮烈的牺牲也渐渐远去。烈士无名，但

不应无声。寻找，是为了永不迷路。

寻找无名英烈，不仅是为了给英雄

立名、告慰先烈，更是为了教育后人。

通过寻找，我们努力让墓碑上一个个英

烈的名字和功绩更真实可感。只有把英

烈精神融入血脉，融入民族精神之中，

才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起全民

族的精神和力量，激励军队一往无前去

冲锋、去战斗。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

生命开鲜花。”

今天，让我们从心底为英烈献上一

束纯洁的鲜花。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更为了有勇气直面现在，迈向更加灿烂

的未来。

寻
找
，是
为
了
永
不
迷
路

■
谈
汪
洋

从部队转业时，吴庆年的行李中

只有两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几件生

活用品。

时光飞逝，在玉林市民政局优抚

安置科科长的位置上，吴庆年一干就

是21年，没挪过窝。

他说：“做人不能光看得到了什

么，更要看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

有人说他傻，有人替他鸣不平，

但他却心如止水：“与那些在战场上

牺牲的战友相比，我能活着，知足

了！”

采访吴庆年，记者的心头时时涌

起一种温暖和感动。

非独吴庆年，在广西玉林采访的每

一天，感动始终伴随着记者的脚步——

玉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程刚，用一堂堂红色教育课，继续

着他的告慰先烈之旅。

大学生陆敏用牺牲烈士的故事，

开启了她支教的第一课。

玉林市军地用一场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的追寻活动，开启了“寻找无

名英烈”的漫漫征程……

2018年，共和国用一部 《英雄烈

士保护法》，告慰英烈在天之灵——

让英雄拥有崇高的荣誉……

今天，地处广西腹地的玉林，正

用崇尚英雄、关爱烈属和军人的实际

行动，告慰先烈。

享受着和平的阳光，我们永远也

不能忘记：飘扬在和平天空下的五星

红旗，是用先烈们的鲜血染成；伟大

祖国阔步迈进新时代，是先烈们用生

命奠基。正是千千万万先烈的流血牺

牲，铸就了新时代强军伟业的坚固基

座，擦亮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

“今日神州看奋起，陵园千古慰

忠魂。”让记者感到无比欣喜和欣慰

的是，这些先烈的亲人和后人，不但

理解了他们的牺牲，更愿像他们那样

去生活、去奋斗。身处伟大变革时代

的我们，始终心怀虔诚，朝着梦想的

彼岸破浪前行。

又到一年清明节，英烈往事尚在

耳。今天，我们拿什么告慰先烈？答

案，在先烈亲人一张张笑脸上，在我

们一个个幸福安宁的日子里。

国富民强，人民安康。这，也正

是先烈牺牲的最大意义所在。

今 天 ，我 们 拿 什 么 告 慰 英 烈
■本报记者 陈典宏

记者手记

占地9600多平方米的玉林市革命烈士纪念广场，将人文纪念功能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广场上，是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龟山顶上，是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纪念塔。

一碑一塔遥相呼应，构成了玉林这座现代都市的精神图腾。

梁英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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