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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风起正清明。清明祭英烈，是
追思和缅怀英雄的方式，也是传承和弘
扬英烈精神的契机。

在新中国诞生70周年的这年清明，
人们追寻先辈足迹、体会精神传承、凝
聚奋进力量，向历史致敬、朝未来出发。

和平勿忘先烈，幸福

铭记英雄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烈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脊梁，承载着跨
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道路上，曾有多少革命先烈，满怀理
想信念，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前仆
后继。”位于浙江嘉兴的南湖革命纪念
馆馆长张宪义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和强盛国力，正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无论时空如何变迁，革命先烈应该
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爱戴和缅怀。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
史时期，无数烈士为民族复兴、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矢志奋斗、英勇牺牲，夯实
了共和国大厦的坚实基座，铸就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丰碑。伟大的国家不会丢
弃过去的历史，挺立的民族不会忘记自
己的英雄。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师徐立佳指
出，缅怀崇尚英雄，是世界各国弘扬和

培育民族精神的通行做法。“古今中外
的大国兴衰史告诫我们，一个有英雄情
怀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有
英雄情怀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崇尚英烈、
捍卫英烈，把英烈当作中华民族最闪亮
的精神坐标，用英烈的事迹和精神教
育、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浦东干部
学院教授刘昀献认为，“抛弃传统、丢掉
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我们应在全社会加强公民权利和义务
教育，培育讲公德、知荣辱，学英烈、作
奉献的良好风尚。”

英烈事迹可歌可泣，

英烈精神历久弥新

英烈虽已逝去，但英烈精神所承载
的红色底色，是滋养和激励我们党和人
民顽强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韩振峰表示，英烈精神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重
要体现。
“英烈精神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弘扬英烈
精神，就是要弘扬那种为了党、国家和
人民利益无私奉献、拼搏进取的精神。”
韩振峰说，在当前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紧密结合核

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
优秀美德和精神，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更加接地气，更有现实针对
性，更能取得实际效果。

伟大的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精神的引领。中
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在当今时代，英
烈精神具体体现在心中有信念、心中有
家国，体现在一种牺牲精神和奉献精
神，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为了家国天
下，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用自己的生
命担当伟大的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没有牺牲和奉
献精神，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时代不同，对理想信念矢志追求

是相同的。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英烈
精神，就是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
奋斗，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种
信念、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辛鸣
表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党和国家
事业扛在肩头，敢于担当作为，做到心
中有大我，以小我成就大我。

传承红色基因，铸就

红色信仰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清明祭英烈的根本目的，在于传

承国家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
曾担任《离开雷锋的日子》《建国大业》
等电影编剧的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王兴东说，文艺工作者担负着“培根铸
魂”的神圣使命，要讲好英烈故事，铸牢
民族精神的支柱。用严谨认真的创作
态度，多样化的艺术形式，让英烈“复
活”在银幕上、文字间，不断提升对红色
信仰的守望、对红色基因的传承。
“在青年心中种下什么样的种子，

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上海交通大
学钱学森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兼副馆长
盛懿认为，传承红色基因是思政教育的
重要内容，爱国奋斗精神是思政教育的
重要主题，重点在于挖掘红色资源、活
化红色基因、激活情感体验、提升精神
境界，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从嘉兴南湖的红船到南昌城头的
红旗，从瑞金的“红井水”到长征路上的
“红军被”……正是有了红色基因的赓
续，我们才有了前赴后继的勇气、开天
辟地的志气、制胜未来的底气。
“红色基因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

淬炼的先进本质、思想路线、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的总称。”中国人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王易说。

王易认为，应该充分挖掘、激活传
统资源中的红色基因，不断丰富、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和形式，让广大青
年学生在传统资源的再现学习中，触摸
历史、铭记传统、体悟精神，自觉将红色
基因镌刻在心中，让红色基因永不变
色、代代相传。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记者胡

浩、林晖、朱基钗、史竞男）

让信仰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专家谈赓续传承英烈精神

清明寄哀思，鲜花送忠魂。清明
时节，我驻外使领馆、维和部队、
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举行祭扫活
动，祭奠长眠于海外的中国英烈。

5 日，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
中资机构以及华侨华人代表等 150 余
人来到达累斯萨拉姆市郊外的中国
专家公墓，为曾经在坦桑尼亚参与
援建却不幸殉职的 69 位中国专家和
技术工人扫墓。中国驻坦桑尼亚大
使王克在致辞中说，坦赞铁路是中
非友好的丰碑和标志，今天我们在
此凭吊为修建坦赞铁路献出宝贵生
命的烈士们，表达我们的崇敬之情
和无尽哀思。

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 5日在位于
布隆迪西部的布琼布拉乡村省举行
李海烈士墓祭扫活动。在布中资机
构、孔子学院、华侨华人代表等 40
余人和布方官员参加活动。李海在
1978 年参加布隆迪水电站项目建设
过程中不幸殉职。中国驻布隆迪大
使李昌林说，祭扫烈士墓，是要告

慰已经离开的英烈，祖国人民没有
忘记他们，也希望让布人民了解中
国人民的使命感和国际主义精神。

5日，中国驻黎大使王克俭、中
国赴黎维和官兵等百余人来到杜照
宇烈士纪念碑前，深切缅怀维和英
雄。2006 年 7 月 25 日，杜照宇所在
的观察哨所遭到以色列军队轰炸，

包括杜照宇在内的 4名联合国军事观
察员不幸牺牲。王克俭在致辞中充
分肯定维和官兵为维护南黎和平稳
定作出突出贡献，同时号召大家传
承和发扬维和英烈的牺牲奉献精神。
（新华社北京 4月 6日电 参与

记者：高竹、李斯博、吕天然、尹博、蒙
卓霖、刘伟）

清明寄哀思 鲜花送忠魂
—我驻外使领馆及维和部队举行祭扫活动

新华社广州4月6日电 （记者丁
乐）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坐落着千
余平方米的叶挺将军纪念园，每年约有

80 万人次来这里参访。纪念园内挺立
着一座策马奋战的雕像，上书的“领导
抗敌 卓著勋劳”，正是叶挺将军铁骨
铮铮、戎马一生的写照。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1896 年
生于广东惠州一户农家。启蒙老师陈
敬如为其改名“挺”，意为“人要上行、叶
要上挺”，有挺身而出、拯救中华之冀。

叶挺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
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河北保定陆军
军官学校。1917 年他在《新青年》上发
表长信，抒其“振污世，起衰弱”之志。

1924 年，叶挺前往苏联学习，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 20 多年都奋战
在艰苦辉煌的革命斗争中。

1925年回国后，叶挺任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参谋处长，后改任独立团团长，
参加北伐战争。他带领独立团进攸县、
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贺
胜、陷武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铁

军”威名由此远播，“北伐名将”享誉中
外。

1927 年 8 月，南昌起义号角吹响，
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同年 12月，叶挺参
与领导广州起义，成为工农红军总司
令。起义失败后，他漂泊海外。

在日寇入侵、国家存亡之际，叶挺
毅然归国，汇聚南方八省健儿，出任新
四军军长，指挥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
日根据地，一年内对敌作战达 500 多
次，毙伤日伪军超过 7000 人。1940 年，
叶挺率部取得反“扫荡”重大胜利，被各
界称为“中华民族的干城”。

1941 年，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叶挺
谈判时被非法扣押，先后被囚于上饶、
桂林等地。被囚 5年多，叶挺不惧国民

党威逼利诱，写信表示“个人之操守至
死不可变”；并作《囚歌》明志，要“在烈
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 年 3月，叶挺终于获释。出狱
后第二天即致电党中央，希望重新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复电，称赞叶挺
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
业进行了 20 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
严重的考验，决定接受叶挺重新加入中
国共产党。4月 8日，因飞机失事，叶挺
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
“四·八”烈士陵园。

英雄事迹广为传颂，铁将精神代代
传承。以叶挺为主要人物的红色革命
题材粤剧《初心》2018 年在广州公演，
之后将在北京、上海等地唱响。作为
叶挺当年求学的学堂，惠州腾云小学
建有红色革命传统陈列室，并时常举
行红歌合唱与演讲比赛，让勇于担当、
刚正不屈的叶挺精神深深种在新一代
人心中。

叶挺：拳拳爱国情 铮铮铁骨义

叶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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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5日电 （记
者许缘）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
会（IIF)5 日发布报告说，预计今年新兴
市场的资本流入将增至 1.26万亿美元，
高于去年的1.14万亿美元。

报告显示，今年流入中国的国际资
本可达到约 5750亿美元，流入其他新兴

市场国家的资本约为 6850 亿美元。国
际金融协会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新兴
市场资本流入的关键驱动因素。

IIF 资本流动跟踪工具追踪包括中
国、巴西、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的全球 20
多个主要新兴市场，并发布其股票和债
券实际资金流数据。

国际金融协会

中国将继续驱动新兴市场资本流入

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 （记者颜
亮、韩洁）4月 3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华盛顿共同主持第

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讨论了
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
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文
本，取得新的进展。双方决定就遗留的问
题通过各种有效方式进一步磋商。

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利结束

（上接第一版）然而考虑到麦贤得的身体
状况，她的内心斗争也比较激烈。

与父母几经商量后，李玉枝表示要
见过面后再决定。在部队干事和单位同
事的陪伴下，她就在那场乒乓球赛中开
始了对麦贤得的暗中“考察”。

赛场上，尽管麦贤得输了球，但他那
不服输的劲头，给李玉枝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我就想，英雄也应该有个家，

也需要有人来照顾。”经历了激烈的思想
斗争，李玉枝下定决心，“这千斤重担，就
让我来一肩挑吧！”

本来觉得娶妻无望的麦贤得，得知
有个姑娘愿意嫁给他，开心之余反倒犹
豫起来。他担心自己拖累了别人，就决
定两人正式碰面后再谈婚事。
“见面时，我们像闷葫芦似的，都低

着头，很害羞。”说起第一次相亲时的情
景，李玉枝至今仍忍俊不禁，“我问他身
体怎么样、工作忙什么，他一共回答了我
4个字——‘吃药’‘种菜’。”

麦贤得虽然不善言辞，但经过后来
的多次交流，李玉枝还是被他单纯质朴
和勇敢坚强的品质所打动，更加坚定了
爱护他、守护他的决心。

1972年“六一”儿童节这天，麦贤得
和李玉枝举行了婚礼。

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上，麦贤得高
兴地唱了几句《沙家浜》中的唱段《十八
棵青松》。

李玉枝也清了一下嗓子，放开歌喉：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
在肩……”

李玉枝的唱腔带着些潮汕口音，但
她唱得动情：“当时，我也知道往后自己
肩上的责任很重，唱这首歌就是想向大
家表明自己会照顾好麦贤得的决心。”

“一定要挺过去，因

为这个家不能没有我”

麦贤得虽然是 70多岁的伤残军人，
但精神矍铄。医务人员告诉记者：“麦贤
得能恢复到如今的状态，简直就是医学
上的奇迹。”

而在这份奇迹背后，有李玉枝数十
年来付出的巨大心血。回想当初刚结婚
的时候，李玉枝对照顾伤残丈夫虽然有
心理准备，但也没想到会那么难。

受伤病影响，麦贤得时而会出现情
绪难以自控的情况。

刚结婚不久的一天，麦贤得突然一
把扭住李玉枝的胳膊，大喝一声：“你往
哪里跑？”

顿时，李玉枝的胳膊就被扭出一块
乌青。等麦贤得神智恢复清醒，看到抹
泪的妻子，他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

类似这样的委屈，伴随了李玉枝很
多年。

一次深夜，麦贤得突发癫痫。他浑
身抽搐，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

被惊醒的李玉枝顾不上害怕，她一
骨碌爬起来，披上外衣，冲出门去请军
医。经过军医的紧急治疗，麦贤得渐渐
恢复了平静。

医生走后，李玉枝小心翼翼地清理
麦贤得身上和被褥上的污渍。因为担心
麦贤得的癫痫再次发作，李玉枝整晚不
敢睡觉。困倦难耐的时候，她拿出清凉
油擦在眼皮上，猛觉精神为之一振，两行
热泪瞬间从脸上滚落。
“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

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困苦的生活中，
李玉枝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的承诺，“老麦
这个人，人品好、心肠热、对人真，我要照
顾好他。”

从那次麦贤得夜间发病之后，每晚
睡觉前，李玉枝都用棉线，把自己的手系
在麦贤得手腕上。深夜，麦贤得稍有动
静，李玉枝就可以立即察觉，并迅速起
身、及时护理。

多年来，凭借这项“专利”，李玉枝一
次次对发病的麦贤得采取紧急救护措
施，使麦贤得获得了最贴心的照顾。

这根棉线也成为李玉枝和麦贤得之
间别样的浪漫。

无论经历怎样的坎坷，李玉枝始终
像一棵大树，替麦贤得遮风挡雨。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麦贤得一度

受到不公正对待。
一次受了委屈，麦贤得再也不说话、

不吃饭、不吃药，两眼呆滞失神，癫痫病
的发病频率也越来越高，夜间还经常做
噩梦。

看到麦贤得的身心状况不断恶化，
李玉枝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她颤声劝
说道：“阿麦，你千万要想得开啊！天大
的事由我顶着，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
我们现在有家庭，有一双儿女，你应该和
我们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麦贤得被李玉枝的真诚所打动。他
含着泪水，向李玉枝点点头，终于开口说
了句：“我的好玉枝……”
“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我都在

心里安慰自己，说服自己，咬紧牙关，一
定要挺过去，因为这个家不能没有我。”
回忆婚后 40多年来的风雨坎坷，李玉枝
眼里泛着泪光。

“我要带着老麦多做

有益的事，报答社会”

“什么是英雄？”在麦贤得少年时的
母校潮州市饶平县汫北小学，记者随口
问道。
“英雄就是为国家作贡献的人。”六

年级学生麦正楠的回答得到同学们的一
致赞同。他们告诉记者，这是麦爷爷和
李奶奶讲过的。

由于麦贤得和李玉枝经常回这所学
校开展公益活动，战斗英雄的故事早已
在孩子们的心中扎了根。
“我和老麦的心是相通的，我们都希

望通过教育，把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
去。”李玉枝告诉记者，几年前，麦贤得再
次病危，经全力抢救才康复起来。从那以
后，他们的这种愿望变得更加强烈。李玉
枝说：“老麦的命是党和国家给的，我要带
着老麦多做有益的事，报答社会。”

在和麦贤得商量后，李玉枝拿出自
己的工资购买书柜、课桌和书籍，帮助汫
北小学建成了阅览室。她以麦贤得的名
义在学校设立“英雄奖学金”，鼓励孩子
们勤奋好学。

他们还向汫北小学提供了大量资
料，建起“英雄事迹展馆”作为潮州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先后接待了 21万多人
次前来参观学习。

英雄精神不老，战士本色不改。对
东部战区海军官兵们来说，麦贤得和李
玉枝的事迹是无声的激励，更是催征的
号角。

麦贤得、李玉枝夫妇每年都回老部
队——“海上英雄艇”所属的东部战区海
军某导弹艇大队，给年轻官兵讲述当年
的战斗故事。
“麦贤得受战伤影响，说话不是很方

便。很多时候，都是李玉枝充当他的‘发
言人’。”麦贤得的老战友刘国江介绍说，
“在传播和弘扬英雄精神的过程中，李玉
枝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麦贤得英雄精神的感召下，“海上
英雄艇”官兵积极投身强军实践，狠抓练兵
备战。在去年的某大型演练中，他们应急
排除多个故障，圆满完成任务，年底更在上
级组织的装备管理评比中荣获第一名。
“海上英雄艇”现任教导员李志峰告

诉记者，不仅大队的官兵听了李玉枝的
讲述很受震撼，自己女儿听了李阿姨讲
的英雄故事，也喊着“长大我要当海军。”

英雄夫妇的努力正影响着越来越多
的人。

在李玉枝的倡议下，广州市海珠区某
部队营区内建成了一个供军嫂们交流活
动的场所。内设的“玉枝咨询室”最受军
嫂们的欢迎。在这里，李玉枝为很多面临
困境的军嫂排忧解难，提供心理援助。

一位军嫂说：“玉枝大姐的故事激励
着我们每一名军嫂，夫妻之间只要同心
协力，就能为国为家作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李玉枝多次被省、市评为“军
人模范妻子”“英雄妻子”，他们的家庭还
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而她都把奖金捐
给了希望工程，并先后多次向汕头市残联
协会、甘肃省定西县贫困地区献爱心。

李玉枝告诉记者：“军功章和奖状
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们要一代代传
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