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国防视野 E-mail:generaljun@vip.126.com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军胜 潘娣

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英雄

的浩然正气充盈于天地之间。“青山处处埋忠

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近百年来，无数忠魂埋

骨他乡，无数英雄长眠山河，他们用热血浇灌

的大地，如今已是鲜花盛开，他们理应被尊崇

和缅怀。

在全社会树立缅怀英烈、关爱烈属的良

好风尚，是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重要内

容。今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等5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组织服务

工作的意见》，明确了烈士亲属在祭扫期间食

宿、交通等方面的保障标准，以及在交通出行

和文化服务方面享受的优惠优先政策，为烈

士亲属异地祭扫提供服务保障，让他们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社会的尊崇。这

一措施温暖军心民心，对大力弘扬英烈精神、

关心关爱烈士亲属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退役军人事务部在网上发起的

“寻找英雄”活动，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踊跃

参与，许多无名烈士的线索被收集起来，其

中一些无名烈士已得到确认。为了让无名

英雄有名，帮助烈士找到亲人，军地科研单

位构建了国家英魂DNA数据库，并利用技

术手段帮助一些无名烈士找到了亲人。

2019年9月29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

行了一场“认亲”仪式，英雄烈士与他们的亲

属在时隔近70年后终于“团聚”，他们的事迹

也被郑重地记录下来，英雄的史册中又多了

一串闪亮的名字。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

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这方面，历史有过深刻教训。经济上繁荣富庶

的宋朝一直被打上“羸弱”烙印，原因就在于那

是一个“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时代，那些浴血疆

场的英雄的悲惨下场让人深感痛惜。“英雄困

饿古犹今”“自古英雄困里闾”“白日消磨英雄

尽”“天下英雄暗破颜”……这些当时流传下来

的诗句，歌哭着那个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

顿。结果，宋朝几乎整个时期都处于被动挨打

局面，并最终亡国，以致时人发出“更于何处觅

英雄”的沉痛呼唤。

“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政权十分尊崇英雄。1949年9月

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决

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

亲自起草、周恩来亲笔题写碑文。“人民英雄永

垂不朽”，成为向历史致敬、向英雄致敬的民族

精神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后，每逢重大

节日和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

都要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纪念活动。平日里，自

发前往瞻仰纪念的人群更是络绎不绝。英雄

的丰碑，始终矗立在人民心中。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2014年8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把9月30日定

为烈士纪念日，在这一天普遍举行纪念英烈活

动，以法律的名义捍卫英烈荣光，树立尊崇英

雄的鲜明价值导向。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

能英雄辈出。”为人民英雄立碑，为保护英

烈立法，加强烈士亲属异地祭扫服务保障

工作，为烈士“寻亲”让无名英雄有名……

一项项有力举措的相继出台，凝聚激发社

会正能量，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正如《人

民不会忘记》那首歌所唱：“血沃中华的先

烈，人民不会忘记；魂壮千秋的英雄，人民

牢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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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见证

土的颜色，是会改变的。
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在鹰潭市余江区春

涛镇东门村，村民鲁娥莲家屋后的荒坡上，黄
土质地坚硬、热浪蒸腾。

8月 15日午后，陆风女、陆四女两姐妹和
大嫂鲁娥莲来到荒坡上。陆风女手握锄头开
始刨地，一下接一下。在庄稼人的力气与耐心
下，黄土慢慢松散开来。3人蹲下身，用双手
捏碎土块，一捧捧装进罐子里。

眼泪就是这时突然落下的。在一声又一
声尾音绵长的“小哥哥”的呼唤中，黄土仿佛听
懂了它的使命：跨越千里，见证烈士和他的亲
人阔别52年的“重逢”。

装了满满一罐的黄土，外面裹着红布，被
视若珍宝地抱在怀里。细细观察会发现，留在
3 人指缝和掌纹间的黄土，被汗水和泪水浸
润，已微微泛红。

一抔土，就是这样变红的。

母亲·等待

每名走向战场的士兵，都有一位等待他回
家的母亲。

1968年的一天，11岁的陆四女放学回家，
在屋后的荒坡上，看到了从广西南宁归来的母
亲黄冬花。1周前，黄冬花乘车赶到南宁的解
放军 303医院，看望重伤的小儿子陆太盛。此
前，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陆四女曾向母亲
提出请求：“我也要去玩。”

母亲回来后，陆四女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母亲整个人瘫坐在荒坡上，哭着向她描述陆太
盛的情况，“不会说话，不能吃东西，也不认识
人……”

从此以后，特别是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
后，黄冬花度过了很长一段以泪洗面的日子，4
个女儿也跟着哭成一团。

然而，黄冬花很快意识到，日子还要继续，
不能让整个家一直被悲伤笼罩。想儿子的时候，

她就一个人跑到屋后的荒坡上悄悄地哭。那些
强行咽下的痛，不久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她
患上了“心口疼”的毛病，身体一直不好。

此后的许多年里，直到 1998年去世，黄冬
花并未主动提起这位为国捐躯的儿子，更不曾
拿儿子的烈士身份去要求什么。

读完初中，陆四女听说当地有针对烈属就
业的照顾政策，她请求母亲去找找政府，被母
亲不假思索地拒绝。

陆四女的小儿子邵新军记得，小时候去外
婆家时，总能看到外婆对着小舅的照片流泪。
这张照片是随着烈士证一起送到家中的，照片
下方有两行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也许
是从小看着这张军装照长大的原因，到了服役
年龄，邵新军提出去当兵。遗憾的是，他虽心
意坚决，却未能如愿。

今年 8月 17日，邵新军从广州赶往南宁，
和家人一起祭奠小舅。在小舅的墓碑前，目睹
母亲上气不接下气的痛哭，他暗下决心，母亲
和姨妈身体不好，以后每年清明，他会到南宁
代为祭扫。至于名字里那个无法成真的“军”
字，就当作长辈们留给他一生的纪念。

黄冬花去世后，陆太盛的照片随她深埋于
黄土，离那片荒坡并不远。

据 1982年 8月出版的《江西省革命烈士英
名录》记载，江西共有姓名记载的革命烈士
248578名。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许许多多和黄
冬花一样的母亲。

战士·出征

“当兵是干嘛呦，小哥哥？”1965年 11月，陆
太盛参军离家前，3个妹妹一脸认真地问他。
“就是去打敌人。敌人打我们，我们要打

回去。”
“那哥哥你多打几个敌人。”
“好，你们在家里听爸妈的话。”
那时，3个妹妹并不懂得哥哥这两句话背

后的危险。然而，23岁的陆太盛很清楚：南部
边境战火燃烧，战士们唯有勇往直前。

1967 年，陆太盛随所在部队踏上抗美援
越战场。前线战事激烈，战斗中，陆太盛同班
7个人，其中 5人牺牲。陆太盛腰部中了 4颗
子弹，被后送到解放军 303医院治疗，1968年 6
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

在战友张善荣眼里，陆太盛是一个非常
“积极、乐观的人”。陆太盛常鼓励这位同年入
伍的老乡：“我们一定要为国家作贡献，不能丢
江西人民的脸。”

1967 年 6月，陆太盛重伤的前一天，张善
荣和他聊天。两人聊起别的连队受到的攻击
时，张善荣叮嘱陆太盛：“你要小心一点，必要
的时候可以卧倒，能躲就躲一下。”高炮手战位
明显，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必要时卧倒会
大大降低风险。陆太盛回答：“这怎么能行，我
就在这个位置上，不能躲的。”

年久岁深，我们无法得知是什么点燃了陆
太盛参军报国的热情。在妹妹们的记忆中，哥
哥是个善于苦中作乐的人，割麦子时喜欢唱

歌，歌声常随着镰刀的舞动在田间飞扬。那首
《我是一个兵》的歌词和曲调是如此熟悉，她们
自然而然地唱了出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
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祭扫·“团聚”

南宁的雨下了一天，179 束菊花被放在
179座烈士的墓碑前，同悲同泣。

一抔抔乡土洒在陆太盛的墓碑上，在雨水
和泪水的浇灌下，变得更加鲜红。悲痛从墓碑
前蔓延开来，笼罩着陵园里的每一个人、每一
朵花。

8月 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和自
治区退役军人康复中心联合主办，广西英烈褒
扬事业促进会承办的“致敬英烈·为烈士寻亲”
祭扫烈士仪式在自治区烈士陵园举行。陆太
盛、李社然、张炳生、雷一桂 4位烈士的亲属，
从江西、湖南、广东等地跨越千百里，来到广西
和亲人“团聚”。

烈士陵园的英烈苑内，长眠着 179 名烈
士。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许多烈士牺牲时，部队
没能联系到他们的亲属，民政部门颁发的《革命
烈士证明书》上，也大都无法明确烈士埋葬的地
点。今年4月，“致敬英烈·为烈士寻亲”公益活
动发起，为安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还
没有联系上家人的 56位烈士发布寻亲信息。
截至目前，已联系到50位烈士的家人。
“这个事情意义重大。”广西壮族自治区烈

士陵园文保编研科科长韦鸿说，当他们联系上
辽宁籍黄永峰烈士的侄子黄思路后，对方告诉
他，这么多年，家人们一直在寻找，几乎走遍了
广西所有能走到的烈士陵园。

在返程的高铁上，陆太盛烈士的 3个妹妹
对陪同的余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说，
“家人们多年的心病终于可以放下了，谢谢你
们这一路的照顾与陪伴。”
（注：本文中烈士陆太盛，当年参军时，新

兵花名册登记名字为陆大胜。医治无效牺牲

后，烈士陵园为其立碑，因当时核实条件所限

及口音问题，误登为陆达胜，发放的革命烈士

证明书误写为陆太胜。英雄已逝，魂归大地，

英雄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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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里的“重逢”
—随江西籍烈士陆太盛家人赴广西异地祭扫纪事

■本报记者 杨明月

今年 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5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组

织服务工作的意见》，对做好烈士亲属异地

祭扫组织服务工作作出明确规定。符合条

件但因故不能参加组织祭扫的烈士亲属，

经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审核并开具“烈士亲属异地

祭扫介绍信”后，可自行前往祭扫，享受相

应服务保障，原则上每年1次，每次不超过

3人。

今年“八一”前夕，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上门走访另一位

烈士李来新的家人时，告知他们关于异地祭

扫的新政策。

1979年 2月，李来新参加边境作战，

壮烈牺牲，荣立一等功，安葬在广西凭祥

匠止烈士陵园。41年来，家人多次前往广

西祭扫。

2019年是李来新烈士牺牲 40周年。

2019年清明节前夕，李来新烈士的三妹李

红娥找到余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请

求：“老母亲80多岁了，我们想带母亲去

看看。”

“必须安排好。”余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严东明告诉记者，他以前在当地民政

局优抚科工作，非常理解烈属想去祭扫的心

情，破例给李红娥家9名亲属开具了去广西

祭扫的介绍信。

严东明见证了烈属祭扫政策的逐渐完

善。“以前是3年一次，现在调整为1年1次，

基本能够满足烈士亲属的祭扫需求。”

了解到每年都可自行前往祭扫并有所

保障，李红娥向余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

2021年进行异地祭扫的申请，余江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已将这一申请上报江西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1979年，李来新牺牲后不久，二妹李金

娥和家人前往广西祭奠。在哥哥的墓碑前，

她决定“接过哥哥的钢枪”，参军入伍。

今年的 9月 30日，是第 7个烈士纪念

日。纪念烈士，是为不忘初心，是为珍惜现

在，更是为开创未来。

1930年夏，年轻的共产党员裘怀古在就

义前写下遗书：“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胜

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

不能忘，怎敢忘，永难忘！

永远的铭记
■杨明月

新闻延伸

1968年 6月，工程兵 32支队 305大队 51中队战士陆
太盛，参与抗美援越战争负重伤后光荣牺牲。年仅 26岁
的他，长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

今年4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组织安
排下，自治区烈士陵园发起“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借助

政府和志愿者的力量，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找到烈士陆太
盛健在的亲人：大姐陆润女、大妹陆风女、二妹陆秋女、小妹
陆四女和大嫂鲁娥莲。8月16日，在余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陪同下，4位烈属（陆润女由于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跨越千里，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祭扫。

烽火举南疆，登车别故乡。

丛林闻角鼓，铁骑卷丘冈。

阵地无亲友，边关有国殇。

魂追千里外，掬土泪沾裳。

英雄祭
■丁增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