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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会英雄辈出。”

天地英雄气，浩然壮国魂。9月30

日，第6个烈士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隆

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巍峨

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再次见证了华夏

儿女向英烈致敬的庄严时刻。

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系列活动在首都北京盛大举行。放眼神

州大地，普天同庆，遍地流芳，中华儿女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缅怀与庆典一日之隔，这不是巧合。

这是以国家的名义、人民的意愿、法律的

意志尊崇英烈的体现，表达出的是最高规

格、最深情意的由衷纪念。同时，还是向

世人郑重宣告，“吃水不忘掘井人”，红色

江山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

血换来的，要始终铭记、永远缅怀。

英雄者，国家之干、民族之魂。一

个国家和民族要走向强大，就必然会有

人付出代价甚至牺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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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雄应运而生时，需

要有人为之喝彩；当传奇已成往事时，

需要有人为之纪念。“共和国是红色的，

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论走得再远，走

到再光辉的未来，光荣传统不能丢，丢

了就丢了魂；红色底色不能变，变了就

变了质。

“纪念碑是石质的，经过了岁月的雕

塑，那是胜利的象征。”海拔4800米的雅

克夏雪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世界上最高

的烈士墓，静静地躺在积雪云雾之中。邱

少云壮烈牺牲的“391”高地崖壁上，刻着

“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

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25个大字。从人民

英雄纪念碑到遍布祖国各地的烈士纪念

场所，墓碑无言，陵园无语，默默地见证着

英烈们永垂不朽的丰功伟绩。

“让生者有那永恒的爱，让逝者有那

不朽的名。”褒扬烈士功绩，弘扬烈士精

神，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

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国家公祭日，到通过

英烈保护法、修改烈士褒扬条例；从提高

烈属抚恤标准，到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

回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强有

力的国家行动，彰显着捍卫英雄、缅怀先

烈的坚定决心、鲜明导向，让高尚精神的

种子生根发芽。

“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

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从

于都河畔到沂蒙山区，从遵义古城到宝塔

山上，从大别山区到吕梁山区，从淮海战

役纪念馆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

园……习主席的足迹遍及多个革命老

区，他用深情的瞻仰、真切的话语为全党

全军注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正能量。

“当珍惜，永葆河山赤，地久天长。”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烈士孙占元的

家乡，先祭英雄后祭祖宗，已成为村里的

民俗，缅怀英烈、尊崇英雄，已成为村里

的村规；在王杰班，“王杰的枪我们扛，王

杰的歌我们唱”，每天点名第一个呼点

“王杰”，全班应答；汶川抗震后，送别“黄

继光生前所在部队”时，高举“长大我当

空降兵”横幅的12岁少年程强，已成长

为“黄继光班”的班长……这是一条永续

的血脉，这是一种不变的传承。

诗人曾说，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

死者和生者的行列。其实，英烈与人

民从未真正分开过，我们的血管里依

然流着先烈的热血，耳畔依然回荡着

先烈的呐喊，心灵依然传承着先烈的

壮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可

以欣然地告慰历史：那些为国牺牲奉

献的英烈，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

共和国不会忘记
■柴秀朝

青山埋忠骨，苍松慰英灵。风景秀丽的
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庄严肃穆，碎金般的阳
光透过茂密的枝叶印在红军烈士纪念塔上，
折射出夺目的光芒。塔的正前方地面上，铺
写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苍劲大字，与
烈士塔形成一幅完整的构图，让人心潮澎湃，
情不自禁地肃穆前行……

每一处纪念设施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
故事。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
心军事志研究室主任李涛告诉笔者，1934年
2月 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瑞金隆重举行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
礼。朱德号召大家继承先烈遗志，踏着先烈
血迹前进。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害怕群众
看到纪念塔会怀念共产党和红军，就下令拆
毁。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来到叶坪

广场，把仅有完整的“烈”字石板抬回家中隐
藏，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1955年，国家在
遗址上按原貌进行了修复。
“烈士纪念设施，在敌人眼里是必须扑灭

的革命火焰，而在党和人民群众心中，是永不
熄灭的精神火炬。”李涛说，“目前，全国共有
各类烈士纪念设施 100多万处，其中国家级
烈士纪念设施 277处，建立时间自辛亥革命

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部分经历了多次修
缮或改扩建，但记载的史料还不够准确、系
统、全面。一个国家的‘烈士记忆’关乎国家
的尊严与形象，更事关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
的集体认同。我们提出编纂国家级烈士纪念
设施卷这一想法后，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的
大力支持，并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帮助下立了项。”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卷从修志编史角
度，对 277处纪念设施的方位、形状、历史沿
革、建设与修缮历程、现状、所承载的革命历
史史实、纪念设施开发利用等情况做了全面
系统详细梳理和规范。这对于纪念和宣传革
命烈士事迹、开展爱党爱国爱军教育、传承红
色基因、规范全国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从田说。

每一处纪念设施都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让英雄故事成为“国家记忆”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
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
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
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负责纪念设施卷地图编制的工程师国
兰玲说：“当我把每一座革命烈士纪念设施
按照不同的地理坐标分别标注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版图上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这些
纪念设施所展示的一个共同的精神坐标：
共产党人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不惜牺牲、不懈
奋斗的坚定信仰。”

和平年代，战火硝烟远了，流血牺牲少
了，但英雄从未缺席。一处处烈士纪念设施
如同一座座灯塔守望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说起与这部纪念设施卷相关的后续
工作，李涛踌躇满志：“军队党史军史研究

工作者有责任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英
雄讴歌。革命纪念设施志暨国家级烈士
纪念设施卷已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
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印刷出版后，我们将
配合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在相关
网站使用最新的烈士纪念设施内容，推出
准确、翔实、丰富的革命历史和英烈故
事。下一步我们还将从适合基层官兵、地
方青少年和人民群众方便阅读的角度，把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卷这本史志工具书，
按照 5 个战区分解，增加革命历史和英烈
故事的内容，编辑成简本，使之成为激励
部队官兵和地方青年献身国防、报效祖国
的精神动力。”
“你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奋斗在你

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
都是为了新的出发。圆满顺利完成的我国
第一部革命纪念设施志暨国家级烈士纪念

设施卷为相关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极大地鼓舞了研究人员的信心。研究中
心副主任翟清华说：“让信仰之光照亮前行
道路。今后，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军队党史
军史和战史的丰富资源，在革命纪念设施志
的主题下，做好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卷、国防教育基地卷、革命纪念地卷、战役战
斗遗址卷等编纂工作，让宝贵的红色资源不
断助力中国梦、强军梦的实现。”

每一处纪念设施都是一座世代守望的灯塔——

让信仰之光照亮前行道路

从 2014 年国家设立烈士纪念日起，每
年的 9月 30日，从首都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
碑到遍布祖国各地的烈士纪念场所，从党和
国家领导人到各族各界群众，大江南北的中
华儿女怀着共同的心情，致敬英烈、缅怀英
烈、传诵英烈。
“岁月会抚平伤痕，却永远抹不去情

感的共鸣。”据统计，全国每年有 1.5 亿多
人次的群众瞻仰祭扫烈士纪念设施。每
一个深深的鞠躬，每一次深情的仰望，都
在表达对英烈的缅怀、对历史的敬畏。这
种缅怀与敬畏也同样融入纪念设施卷编
纂全程。

编纂过程中，各地烈士纪念设施管理

单位主动提供反映纪念设施建设的文稿
和图片，编写人员走进一处处革命烈士纪
念设施访谈了解，依据《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二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
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中国抗日战争史》《抗美援朝战争史》等

权威史料，对纪念设施关联的历史史实和
人物进行反复核实，收集文稿和图片进行
编修。

研究中心副主任曲林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每天都是怀着敬畏历史、缅怀先烈的
心情投入工作。在编写过程中，心灵经常受

到强烈震撼！”
“饮水思源，将心比心，历史不会因时代

变迁而改变，我们编纂纪念设施卷就是要永
远铭记英烈们的不朽功勋，让每个中国人牢
记革命先烈的牺牲奉献，让他们的精神永远
滋养民族的心灵。”副研究员黄学爵说。

每一处纪念设施都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深厚情感——

让英烈精神滋润民族心灵

为了“精神丰碑”永不褪色
——我国第一部革命纪念设施志暨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卷编纂纪实

■韩 刚 陈永红

苍山巍巍，江水泱泱。英烈精神，永
续传扬。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和第 6个烈士
纪念日前夕，我国第一部革命纪念设施
志暨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卷，由军事科
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中国地
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退役军人事务部
褒扬纪念司组织编纂完成。
“遍布各地的烈士陵园，是先烈们的

安息之所；耸立于陵园中的烈士纪念碑，
是我们永远景仰的精神丰碑。”军事科学
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主任郭志刚
告诉笔者，习主席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对烈士陵园
的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在修志编
史过程中，英烈的事迹震撼着每一位研究
人员的心灵。历时一年半时间，我们完成
了这部 87万余字、1600 余幅图片和地图
的志书编纂，既是用实际行动向苍松翠柏
掩映下的忠骨致敬，更是为了把英雄故事
永续传承，让英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永远激励国人前进。”

国防聚焦

安徽金寨革命烈士纪念塔。 陈永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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