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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前，南昌起义一声枪响，宣告了新型人民
军队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
一页。时间洪流滚滚而逝，城市飞速发展霓虹闪
烁，在江西南昌这座英雄城，“八一”符号永久镌刻
在这里，成为这座城市闪亮的红色名片。

人流如潮的八一广场上，八一南昌纪念塔高高
耸立；广场旁边是车水马龙的八一大道，沿道西行
不足千米就能看见八一公园；乘车从八一大桥通
过，远远便可看见退役的南昌舰停在赣江大桥上游
处……在南昌，以“八一”为名的建筑比比皆是，各
种军事历史旧址和纪念馆与居民楼交错而建。

漫步南昌的大街小巷，“八一”的印记随处可
见。不少游客都为这里浓厚的革命历史氛围与随
处可见的军事元素而惊喜。

站在八一起义总指挥所——原江西大旅社楼
下，笔者思绪被拉回到 92年前：打响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前，周恩来不辞辛苦地筹划和指
导起义各项行动，房间的灯火经常通宵不灭；朱德
战前施妙计，把敌军的几名团长以喝酒打牌名义请
去，后将他们扣留，致使敌军群龙无首；叶剑英获悉

国民党“清共”内幕，专程从庐
山赶至九江报告敌人的阴谋；
叶挺、贺龙得知这一情报后拒
绝赴庐山开会，随即率部开赴
南昌……

岁月悠悠，92载春秋已过。见证那段峥嵘岁月
和先辈们伟大壮举的灰色小楼，仍静静地矗立于
南昌市繁华的中山路。喜庆礼堂右侧，原起义军
总指挥部军事参谋团办公场所的 9号房间里，案几
上摆放着一座钟，指针还定格在南昌起义打响的
时刻——1927年 8月 1日凌晨 2时。

跟随游客的步伐，笔者来到赣江之滨的凤凰
洲市民公园，仿古观光小火车、铁轨、龙门吊等主
题设施一应俱全。百年前，这里是南昌的首座火
车站——牛行车站，也是南浔铁路的终点站。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从这里下车，经轮渡跨赣江
进驻南昌城。为纪念这段历史，南昌市在凤凰洲市
民公园启动了南昌牛行车站展示馆项目，建军 90周
年时修缮开放。周末时光，常常能看到市民扶老携
幼，在这里实地感悟八一南昌起义和人民军队诞生
的光辉历史。

南昌的一街一景满载着对革命历史的回忆，先
辈们英雄壮举在南昌人民心中埋下的红色基因种
子，伴着峥嵘岁月已长成参天大树，融入南昌这座城
市的血脉之中。在南昌，当地人对大街小巷的“八
一”符号耳熟能详：清晨，老人在八一广场锻炼身体，
很多年轻人驾车通过八一大桥上班，不少中学生吃
完早饭后赶着去八一中学上学；傍晚，一家人同去八
一公园散步纳凉……“八一”早已融入这座英雄的城
市，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江西省南昌市将“八一”符号融入城市血脉——

“八一”，一座英雄城的红色名片
■江赛清 张富华

英雄是一个时代高高耸立的精神丰
碑，蕴含着激励人们前行的伟力。

英雄的名字不只是一个符号，当那
些带着热血与温度的符号内化为城市的
精神时，它就有了生命，有了灵魂，便
融入了城市的血脉之中。

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
这些为人熟知的英雄名字，经常出现在
课本中、影视荧幕上。在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英雄的名字已刻进城市的大街小
巷，这些名字所蕴藏的精神矿藏，如同
炽热不息的火焰，沸腾着城市的红色血
液，扎根在百姓心田，为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

他们的名字，哈尔滨从

未忘记——

英雄，已融入哈尔

滨的大街小巷

一条街道就是一部红色历史，一个
名字就是一个精神标杆。

漫步哈尔滨市尚志大街，记者发
现，这条与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相平行的
街道，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

同行的哈尔滨警备区政委韩玉平告
诉记者，哈尔滨主城区有 4条以抗联英
雄命名的主要街道，分别是尚志大街、
靖宇街、一曼街和兆麟街。与之相对应
的，还有4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公园——
尚志公园、靖宇公园、一曼公园和兆麟
公园。

铭记英雄，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们
的丰功伟绩，更是为了传承英雄的精神
品格。如今，哈尔滨市上下正着力打造
“英雄城国防教育景观线”。这条景观
线，就是一曼街——靖宇街——尚志大
街——兆麟街环形红色主题街道，以及
这个线路周边的数十个革命遗址、遗迹
和纪念馆。

沿着尚志大街往南走，就到了一曼
街。在这条街上有东北烈士纪念馆、赵
一曼被捕养伤室等遗址，前来参观学习
的游客络绎不绝。

一曼公园里，南岗区人武部正组织
民兵在赵一曼的雕像前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人武部领导深情朗读赵一曼牺牲前
夕写给儿子的家书，民兵们静静聆听，
眼神里满是感动。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
员介绍，每天都有群众自发前来祭扫，
每逢清明节、国家公祭日等节日，各界
群众和部队官兵都要来此参加隆重的祭
奠仪式。
“英雄的名字与精神是永难磨灭的

历史记忆，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融入城
市景观，可以让市民时时感受到强烈的
英雄精神和英雄文化。”韩玉平说。

一条英雄街、一座红色城。几天时
间里，记者在哈尔滨多个县（市、区）
走访，甲洲路、延川大街、雅臣大街、
萧红大街、以哲公园……无数个英雄的
名字铭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岁月流逝，这些街道和公园，早已
不是曾经的模样，但永远不会磨去英雄
名字的棱角，它们自冠名之日起，就承

载着这座城市对英雄的追思与怀念。
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不能忘，新时期

的英雄同样被哈尔滨人民铭记。以苏宁
名字命名的苏宁广场，如今已成为哈尔
滨市党政机关和广大市民开展纪念活动
的重要场所；以“感动中国”人物马旭
名字命名的“马旭文博馆”已破土动
工；18 个县 （市、区） 全部建成军人
荣誉墙……

他们的名字，青少年耳

熟能详——

英雄，已成为莘莘

学子心中的航标

杨靖宇红军小学、兆麟小学、尚
志中学、一曼中学、张甲洲红军小
学、萧红小学、雷锋小学、雅臣幼儿
园……在哈尔滨，以英雄名字命名的
街道星罗棋布，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学
校也有几十所。

继红小学，原名东北烈士子弟小
学，当时接收的都是东北烈士子弟，后
更名为继红小学，意为“继承先烈遗
志，发扬红色精神”。

育红小学，前身为 1948 年中原军
政大学子弟学校“育才小学”，1949年
二野征战大西南随迁至重庆，更名为建
军小学，1952 年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
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
院，随迁至哈尔滨，1965 年易名为育
红小学，取培养红色传人之意。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

万丈涌……”在双城区采访时，正赶

上兆麟中学集会。集会前，全校数千
名师生齐唱的这首歌是李兆麟将军的
遗作《露营之歌》。校长徐世英告诉记
者，从 1946 年开始，该校就将这首歌
作为校歌，传唱至今。每年学校都有
几十名学生报考军校，先后成为原沈
阳军区国防生生源基地、海军航空兵
招生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实验基地和
国防教育实验基地。

在南岗小学采访时，校长兴奋地告
诉记者：“经上级批准，我们南岗小学
马上就要更名为一曼小学了，这可是我
们学校的好事、大事啊！”

以英雄名为学校名，不单单是一个
称谓的变化，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这
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学校师生对英雄的
事迹了然于胸。双休日节假日，不少学
生去红色场馆做义务讲解员。

5月 31日，恰逢哈尔滨市新桥小学
举行“国防教育展馆”揭牌仪式。步入
新桥小学“国防教育展馆”，首先进入
记者视线的是挂在墙上的全军十大英模
画像。这些画像，以前多是在部队里见
到，学校里还是头次见。

警备区司令员于兴邦介绍，他们从
今年 4月份启动“英模画像进校园”活
动，全市所有中小学校都将悬挂十大英
模画像。不仅如此，英模画像每进一所
学校，警备区领导都要进行一次英模事
迹宣讲。他们还精心制作了全军十大英
模宣传册页，摆放在所有学校的图书
角，学生可随时翻阅。
“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可以

更好地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市教育局
领导说，在学校建国防教育展馆，新桥小

学并不是特例，市教育局要求全市每个
县（市、区）至少要建一个学校国防教育
展馆，而实际建馆数量已远超预期。现
在，全市所有中小学都有统一的国防教
育教材，他们将与警备区联手，为每所学
校至少培养一名国防教育教员，让校园
国防教育百花齐放春满园。

他们的名字，飞入寻常

百姓家——

英雄，已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偶像

5月 10日，2018“感动哈尔滨”年
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
演播大厅举行，哈尔滨将军文化博物馆
馆长王军获此殊荣。

曾上过战场的王军，退役后搏击
商场，凭着军人的坚毅和执着成为民
营企业家。富起来后，他先后投入数
千万元创办了将军文化博物馆、开国
将帅园、东北抗联纪念园、东北民主
联军纪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
防教育基地，免费对社会各界开放，
每年参观者达数万人。
“让红色的军魂永驻这一片深情的

黑土，让英雄的精神世代相传；把红色
基因的种子埋进这一片深情的沃土，让
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下一代的根和魂，这
是一个老兵至死不渝的情怀……”当现
场宣读王军的颁奖词时，场下掌声久久
不息。

像王军一样，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
人在哈尔滨还有很多。

55 岁的退休职工穆红卫，创办东
方壮歌·东北抗联体验式国防教育基
地，将红色文化、英雄精神融入拓展课
程；搜集 32封英烈抗战家书，创办了
全国首家抗战家书馆；拍摄《少年赵尚
志》等百集抗联儿童系列剧，到全市中
小学巡回播放。

由哈尔滨市自主择业军官群体创办
的某国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开发了
《踏雪寻根——重走抗联路》《走进东宁
要塞》《与珍宝岛同行》等系列红色研
学线路，让孩子丈量人生足迹、传承红
色文化、激发爱国情怀。

由哈尔滨警备区发起的“寻访抗战
老兵”活动，引来社会各界志愿者报名
参加，他们义务寻访老兵，为老兵作
传，抢救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哈尔滨市采访，记者深切地感
到，尊崇英雄、尊崇军人已成为哈尔滨
人民的自觉行动。火车站建立军人候车
室或候车专区，设置军人专用售票窗
口、军人自主购（取）票机；机场、公
路客运站、银行、政务等公共服务机构
设置军人优先窗口；市行政区域内，现
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军队离退休干
部、伤残军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费
乘坐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免
费参观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公园、公立
博物馆等景点；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
优抚人员到市属医疗机构就医，凭有效
证件可优先就诊……“军人优先”在哈
尔滨已全面覆盖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上图：哈尔滨市红色主题街道示意

图。 孙 健制图

把英雄铭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传承英烈精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启示录

■田志国 孙 健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习主席强调指出：“今天，中国

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

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放眼寰宇，世界各国无不捍卫和

尊崇自己的英雄。在素有“战斗民

族”之称的俄罗斯，以英雄的名字命

名城市、街道、舰船已成为一种传

统，全国有33座英雄城、45座军事

光荣城市。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国度，从

岳飞、文天祥到戚继光、郑成功、邓

世昌，从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到

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从“三元

里抗英”到“八女投江”“狼牙山五

壮士”……无数英烈舍生忘死、前仆

后继、救亡图存。

英雄虽逝，精神永存。历史是一

个民族绵延不息的精神家园，也是一

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而英雄，正

是历史天空中璀璨的星辰，是伟大时

代价值取向的标杆。

虚化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

雄的民族没有魂。没有英雄，人们便

没有追求的目标，没有精神的脊梁。

苏联红军和人民打赢了反法西斯卫国

战争，却在虚无历史、解构英雄的泥

沙裹挟下思想混乱、信仰坍塌、国家

精神被一点点掏空，一夜之间红旗倒

地、国家解体。

前车之辙，殷鉴不远。我们要

永远铭记那些为捍卫国家统一、维

护民族尊严、抵御外敌入侵而牺牲

的英烈，要永远尊敬和怀念那些为

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血洒疆场的不

朽英灵。捍卫英雄，就是在捍卫民

族的历史；守望英雄，就是在守望

国家的未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东北抗联精神、上甘岭精神、

老山精神等一座座精神丰碑，就像

一颗颗绚丽的星辰，高悬于历史的

长空，指引中华民族前行的方向。

传承英雄精神，要用好法律利

剑。需要全社会强化国防教育法、

英烈保护法等法规的刚性落实意

识，常态开展执法检查，形成党委

统揽、人大监督、政府领导、军事

机关协助、各部门通力配合、全社

会踊跃参与的工作格局。对歪曲历

史、亵渎英烈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严

惩，坚决清除撕裂社会主流价值、

蛀空民族精神支柱的蚁穴。

传承英雄精神，要讲好红色思

政课。坚持革命历史进党校、进党

课、进党内政治生活，让党员干部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践行使

命；坚持国防教育进社区、进乡

村、进企业，根植民众家国情怀；

坚持英雄人物进课堂、进课本，培

育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传承英雄精神，要占领文化主阵

地。保护好红色资源，不能假借城市

化建设而拆毁承载英雄记忆的革命遗

存；创作好文艺作品，不能假借票房

收入而娱乐化英雄人物；监管好网络

传媒，不能假借所谓“言论自由”而

戏说消解英雄人物……通过多种途径

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呼唤

对英雄的敬畏，让英雄的光辉形象潜

移默化地走进每个人心中，用英雄精

神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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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西省延安市出发，驱车沿着省道 303一路
向西，两个小时后，车子钻过一个隧道，眼前豁然开
朗，同行的陕西省志丹县人武部副部长张德强告诉
笔者，志丹县县城就在这里。

志丹县原名保安县，生于斯长于斯的刘志丹，
在这里领导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
根据地，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和开赴
抗日前线提供了落脚点和出发点。1936年，刘志丹
率红 28军参加东征战役，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时
不幸牺牲，毛主席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
雄”。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故乡保安县改
名为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这一名字也沿用至今。

在志丹县城北的炮楼山和瓦窑山之间的山坡
上，笔者拜谒了志丹烈士陵园。陵园坐北向南，穿
过镶有镰刀斧头的铁栅栏门，沿着石阶拾级而上，
可见烈士纪念堂窑洞顶部竖立着一尊镌刻着“刘志
丹之墓”5个大字的石碑，石碑四周摆放着的菊花香
气扑鼻。据陵园工作人员讲，每天都有几拨人来这
里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刘志丹。
“刘志丹是志丹县人民的英雄，他的故事是我

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思想
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文化资源。”张德
强介绍说，陵园始建于 1941 年，其后多次修缮、扩
建。如今每年的新兵启运、新学期开学、民兵教育、
党员干部教育等时机，他们都会在这里组织开展红

色主题教育活动。
志丹烈士陵园正对面，是志丹中学。站在陵园

门口，便能听到琅琅书声。“学生怎么样，祖国的未
来就怎么样。”志丹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县里还有一个中国工农红军刘志丹小学，他们冠学
校以烈士之名，就是希望同学们能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将红色基因根植于血脉。

陕北人沉默少言，志丹人也不例外，但“刘志丹”
三个字绝对是一个拉近彼此距离、打开话匣子的好
办法。讲到高兴处，上了年纪的人都能随口哼唱几
句信天游：陕甘的水哟，陕甘的川哎，哪一条那个山
路没走过刘志丹……

志丹人爱戴刘志丹、尊崇刘志丹，好像他只是一
个远行未归的邻家人。在志丹县，不少居民窗户的
防护栏上，都有一颗红色五角星镶嵌其中，很多人家
中的墙壁、大门、窗户上都会贴刘志丹的肖像画，街
道多以红都、双拥、保安、爱民命名，每年应征报名的
青年中，名字里包含“志”“丹”二字的不在少数。

采访结束已是傍晚时分，志丹县将军广场迎来了
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一些家长来这里，边散步边给孩
子讲述英雄刘志丹的故事。广
场中央的刘志丹雕像下，一个孩
子凑过来问笔者：“这就是我们
的刘志丹，叔叔您知道吗？”稚气
未脱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豪感。

陕西省志丹县自1936年以英雄“刘志丹”命名后沿用至今——

“志丹”，故乡永不磨灭的英雄印记
■曹 琦 丁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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