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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2020 年度“最美退
役军人”先进事迹发布，再一次在全
社会掀起向“最美退役军人”学习的
热潮。

讲好退役军人故事，展现退役军
人风采，礼赞优秀退役军人，激发的
是退役军人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
感，奏响的是尊崇关爱退役军人的时
代强音。

尊崇，献给这个为保家卫国作出
了积极贡献的光荣群体。

荣光，属于每一个珍惜荣誉、永
葆本色、拼搏奋斗的退役军人。

加速

“双十一”，中国空军成立纪念
日，亦是普通人眼中购物节的代名
词。2020年，这一天对广大退役军人
而言，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中
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公
布。

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退役军人
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
军人保障法》从规划立法到颁布出
台，按下的始终是“加速键”——

2018年 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成
立伊始，退役军人保障法起草就被列
为“家底工程”重点推进。4月 27日，
退役军人保障法被列入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2018年 7月 19日，退役军人事务
部成立不满百天之际，退役军人保障
法草案初稿问世。此后 1年多的时间
里，退役军人事务部多次听取军地各
方面各层面意见。

2020 年 6 月 18 日和 10 月 13 日，
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两次提请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11
月 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退役军人保
障法，习近平主席签署国家主席令公
布，自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以法之名享受尊崇，以法为盾维
护权益。“加速”立法的背后，是对广
大退役军人及现役官兵热切期盼的
真诚回应，展现出党和国家做好退役
军人工作的坚定决心，饱含着全社会
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有法可依，
让我们有了底气。”一位老兵在网络
上这样留言。
“加速”，亦是从中央到地方开展

退役军人工作的常态——
2020 年，《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管理办法》、新修订的《光荣院管理

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推动抚恤优待
政策落地见效的通知》等先后发布印
发。目前，中央层面已出台政策性文
件 52件，指导地方配套出台细化政策
措施近 600件，退役军人工作政策制
度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2020 年 7月，北京市 1个市级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16个区级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333个街道（乡镇）、6651个
社区（村）退役军人服务站全面建
成。自 2019 年 2 月国家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成立以来，全国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站）体系建设在 1年多的时间里
已日趋完善。

截至 2020年 9月，安徽省共建成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 134家，举办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 330场，帮助
3万人实现就业。为把退役军人作为
重要人才资源安置好、使用好，各级
党委政府积极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
境，加强政策扶持、强化教育培训、优
化公共服务，激励退役军人在新的战
场再立新功。

……
蹄疾步稳，踏石留印。从“组建

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国
家关心、优待退役军人，加强退役军
人保障体系建设，保障退役军人依法
享有相应的权益”如今得到坚强法治
保障，广大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正伴随着一项项政策制度的密集
出台、一个个“暖新闻”的接踵而至，
一步步成为现实。

致敬

英雄，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
忆，垒实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底座。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那是一场筋
骨与钢铁的较量，一条鸭绿江，见证
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
的军队，见证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孕育出的一群“最可爱的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

志愿军发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浴血奋
战，为保家卫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志
愿军将士及英雄模范们的功绩，党和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2020 年 10 月，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周年之际，习主席给四川省革命
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向他

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我要告诉那些为人类和平和祖

国安宁献出生命的战友，党没有忘记
我们，人民没有忘记我们。”89岁的志
愿军老兵张恒志学习习主席回信后，
湿了眼眶。

就在 1个月前，张恒志的 117 位
战友在阔别祖国近 70载后终于叶落
归根。“我们向志愿军英烈致敬，人民
英雄永垂不朽！”2020年 9月 27日，搭
载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的空军运-20 运输机飞行员与
机场塔台的空中对话，代表了全国人
民对英雄的崇敬与哀思。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那

些“视死忽如归”的民族英雄，不论长
眠何处，都值得永远缅怀和铭记。
2020 年 2月，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4部
门联合发布《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管理办法》，用法律捍卫安葬于 27个
国家约 180 处境外烈士纪念设施的
11万英烈的尊严。2个月后，退役军
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退
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
心）成立，为的是让每一方纪念碑、每
一座烈士墓纪念的忠魂都得以安息，
让每一个不惧艰险、英勇牺牲的无名
烈士都拥有“不朽的名”。

时光流逝，精神永存；前人肇始，
后继不衰。

在 2020 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先
进事迹发布仪式上，聆听了 3位抗美
援朝老兵深情讲述志愿军官兵浴血
奋战的光辉事迹后，一声集结号响
起，所有“最美退役军人”获奖者面向
舞台中央的 3位老英雄，庄严地敬上
军礼，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是致敬，更是传承。“最美退役军
人”是一个光荣群体的侧影，向世人
勾勒出老兵最美的样子——退役不
褪色，建功新时代。

这本色是军人的品格，更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无穷力量。

冲锋

2020，不平凡的一年。如果用一
个词来形容这一年中国退役军人的
姿态，无疑是“冲锋”。

白纸、黑字、红手印，请战、入列、
去战斗。

闻令而动，向战而行。一幕幕
相似的场景，在抗疫前线、抗洪前沿
和脱贫攻坚一线屡屡上演；一列列
同行的身影，在新的“战役”中冲锋

在前。
“国家和人民需要之日，就是我

们付出之时！”一位老兵朴素又真挚
的话语，道出广大退役军人的心声。

当疫情突如其来，在医疗救治的
最前线，在保障供给的“生命线”，在
社区防控的第一线，在武汉、在湖北、
在全国各地，处处闪现着退役军人重
披战甲、奋勇当先的战斗身影：他们
是星夜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是火神
山、雷神山建设工地的建筑工人，是
仓库里搬运物资的志愿者，是社区农
村防控卡点的工作人员……在 2020
年这场全民抗疫战斗中，广大退役军
人坚决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成为疫情防控中
一支“硬核力量”。

当洪水咆哮而至，一声“集结
号”，万千老兵归。安徽省枞阳县长
河水位暴涨，49名老兵在一天内从四
面八方赶回家乡，组成退役军人先锋
队出现在抗洪一线。山西省孝义市
10名退役军人在新闻中得知江西省
鄱阳县洪灾严重，自发组成退役军人
抗洪救灾志愿队，驾驶 2 辆车跨越
1300多公里，赶赴鄱阳县参与抢险救
灾……从血气方刚的青年到白发苍
苍的老人，成千上万的退役军人闻
“汛”归队，争分夺秒地转移群众、封
堵管涌、巡堤固堤，筑牢守护人民群
众的“安全堤坝”。

当人民翘首期盼，众多老兵主动
请缨，奋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2020 年 11 月 23 日，贵州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发布会，宣布贵州省 66 个贫
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这其中，离
不开贵州省 9116名“兵支书”的艰辛
付出。他们埋头苦干，“战法”多样，
带领群众攻克一个个脱贫战场上的
“堡垒”，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排头兵”，其中
贡献突出的贵州安顺“兵支书”脱贫
攻坚代表队获评 2020 年度“最美退
役军人”。

一日从军，一生是兵。老兵，是
“军人”这个身份在离开军营后的延
伸。脱下军装，“他们”变成一个个
“他”或“她”，变成大多数平凡的普通
人。然而，在一个个危急、吃劲的关
键时刻，军旅生涯熔铸的赤子情怀，
让“他”和“她”自觉迅速地汇聚成“他
们”，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不怕牺牲、
甘愿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
召必回，战必胜”的铮铮誓言。

一声“到”，一生到。脱下军装，
他们只是换个战场去冲锋！

荣光永驻
■本报记者 柴 华 杨明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文保编

研科科长韦鸿：12月15日，我和同事

们走进广西南宁市虹桥小学，举办革

命文物征集展暨“红色故事进校园”宣

讲活动。四年级3班的严予涵跑过来，

指着一个笔记本问我：“叔叔，这个笔

记本的主人陆太盛烈士长什么样呀？”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我和同事

们今年一直在寻找的。

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陵园实行封闭管理。临近清明，自治

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决定在3月 27日

为全国各地的烈属举办代祭扫烈士活

动，并全程网络直播。

工作7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组织这

种祭扫方式。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

园英烈苑安葬了179位烈士，代祭扫当

天，我要把网络直播链接一一转发给这

179位烈士的亲属。肖志龙馆长还特

意嘱咐我，对年纪大的烈属一定要耐心

教他们怎样打开链接。可我经过反复

查询联系，只找到123位烈士的亲属。

其他56位未联系上家人的烈士，

他们的家人还记得他们吗？今年 4

月，陵园发起“致敬英烈·为烈士寻亲”

公益活动。烈士信息在媒体上发布

后，作为联系人的我很快收到全国各

地烈属打来的电话。

“我是郭先醒的弟弟，姐姐牺牲

时我还小，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安葬在

哪里……”

“我是黄永宪烈士的侄子，我爸爸

一直说叔叔是烈士，他也找过很多年，

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找到……”

听着这些故事，我愈发感到自己责

任重大。现在资讯发达了，不能再让烈

属们的期待成为遗憾。经过4个多月的

寻找，我们先后和江西、广东、湖南、山东、

辽宁等地50位烈士的亲属取得联系。8

月17日，我们邀请了陆太盛等5位烈士

的亲属到英烈苑现场祭扫烈士。离别多

年后，烈士和亲人终于得以“团聚”。

临别时，陆太盛烈士的妹妹陆四

女把一个笔记本交给我，她说哥哥的

照片已经找不到了，这是哥哥留下的

唯一遗物，希望我们能替她保管。虽

然无从得知陆太盛烈士的音容笑貌，

但通过这次寻找，我相信，陆太盛已经

和千千万万烈士一样，被祖国和人民

记在了心底。我也由衷地希望，通过

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英烈

的事迹，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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