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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9 月 29 日 电 王 志

平、王久力报道：为大力弘扬抗美

援朝精神、纪念志愿军英烈，由八

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电

影 《长 津 湖》， 于 9 月 30 日 在 全 国

公映。

影片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

一个志愿军连队在极寒环境下坚守

阵 地 奋 勇 杀 敌 ，为 长 津 湖 战 役 胜 利

作 出 突 出 贡 献 的 感 人 故 事 。 片 中 ，

杨 根 思 抱 起 炸 药 包 与 敌 人 同 归 于

尽 、令 敌 人 为 之 动 容 的“ 冰 雕 连 ”等

场 景 ，生 动 再 现 了 志 愿 军 官 兵 不 畏

强 敌 、视 死 如 归 的 战 斗 精 神 和 英 雄

气 概 。 不 少 专 家 表 示 ，该 片 是 一 部

优秀影片，故事震撼人心，人物形象

鲜活，镜头语言丰富，让人们再一次

深切感受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深

远意义和永恒价值。

电影《长津湖》
今日全国公映

本报讯 记 者 安普忠、王凌硕

报 道 ：国 家 航 天 局 引 力 波 研 究 中

心 9 月 26 日 在 中 山 大 学 珠 海 校 区

揭 牌 成 立 。 该 中 心 依 托 中 山 大 学

建 设 和 运 行 ，旨 在 推 动 我 国 空 间

引 力 波 探 测 重 大 科 技 攻 关 稳 步 实

施 ，加 快 航 天 领 域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步 伐 ，助 力 我 国 从 航 天 大 国 向 航

天 强 国 迈 进 。

国家航天局引力波
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9 日电 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宣传部以

云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刘永

坦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

称号。

刘永坦，男，汉族，1936 年 12 月生，

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

授，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我国对海

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他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始终致力于我国对

海远程预警技术研究和装备发展，为祖

国筑牢“海防长城”；他追求真理、勇攀高

峰，率先在国内开展新体制雷达研究，带

领团队成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

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

制雷达；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坚守学

术道德和科研伦理，甘为人梯、奖掖后

学，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培养了

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荣获 2018 年度

国 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 ，2019 年 被 评 为

“最美奋斗者”，2021 年被授予“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入选“3 个 100 杰出人物”。

刘永坦同志的先进事迹经媒体报

道后，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广大科

技工作者、高校师生认为，刘永坦同志

是科学素养深厚、组织领导能力突出的

战略科学家，践行科学家精神的杰出典

范；是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

“大先生”，教书育人的优秀代表；是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忠实守护者，新时

代共产党员的先锋榜样。大家纷纷表

示，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 精 神 ，立 足 两 个 大 局 ，心 怀“ 国 之 大

者”，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为

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主动担负

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为深入实施新

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努力拼搏奋斗，在

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实现人生价值，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中宣部授予刘永坦“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28日到

民族文化宫参观“党的光辉照边疆 各族

儿女心向党——全国兴边富民成就展”。

参观过程中，汪洋仔细观看展览，

认真听取讲解，并不时询问有关情况。

他指出，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加快边境

地区发展，事关民族团结、边疆巩固，事

关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兴边

富民各方面工作扎实推进，边境地区、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

就，特别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与

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族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凝聚

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呈现出“中华民

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

面，充分证明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本次展览是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精神的一项具体举措，展览由国

家民委主办。

孙 春 兰 、曹 建 明 、巴 特 尔 和 中 央

军委委员张升民一同参观展览。

汪洋参观全国兴边富民成就展

共和国功勋人物

国庆节前夕，“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李延年受邀为广西军区某直属单位官兵

上一堂党史学习教育课。这位 93 岁的

老兵，以自己的军旅生涯为主题，通过声

情并茂的讲述，激励年轻官兵传承发扬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军营建功立业。

平日里，李延年很少提及自己的赫

赫战功。“所有荣誉不仅仅是给我个人的，

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我们要永远

铭记为新中国牺牲的英雄们。”李延年说，

现在和平安宁的生活是烈士用鲜血换来

的，我们要珍惜今天的日子，祝福祖国更

加繁荣昌盛。

笃定信念跟党走

1928年，李延年出生在河北省昌黎

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时，他跟着

同乡来到东北长春一家粮食加工厂当学

徒，说是当学徒，实际上他还要服侍老

板，时常挨打受骂，满肚子都是苦水。

1945 年 10 月，怀着“跟着共产党为穷苦

人打天下”的朴素想法，李延年在长春参

军入伍，成为一名革命战士。

“那段时间虽然累，但大家士气高

昂，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李延年随部

队执行扫除长春外围残敌的任务，白天

紧张战斗，晚上抱着枪打个盹，时刻准备

投入战斗。在战斗中一直表现英勇的李

延年，1947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的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 10 纵队参加黑山阻

击战，负责阻击兵力数倍于己的国民

党廖耀湘兵团。

“我们连夜急行军，双腿跑赢了敌

人的汽车，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预定地

点修筑工事。”李延年清楚记得，当时

部队正在抢修工事，敌人以数倍兵力

扑了上来，我军英勇抗击，一批批战友

血洒前沿阵地。一个战友牺牲了，另

一个就立即补上去，许多战友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战斗一场接着一场。辽沈战役结

束后，李延年又参加了平津战役，作战勇

敢的他多次立功受奖。1950 年 8 月，李

延年参加湘西剿匪期间，被提拔为连队

指导员。

战火硝烟写忠诚

几十年军旅生涯，李延年最难忘

的 一 场 战 斗 ，是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的

346.6 高地收复战。

1951 年 10 月，李延年担任志愿军

某营七连指导员，他所在营奉命对失

守的 346.6 高地实施反击。“敌人的炮火

猛 烈 ，我 们 营 接 到 命 令 执 行 强 攻 任

务。”李延年回忆，自己所在营攻击时，

发现敌人每隔 3 分钟左右就会进行一

轮炮击，掌握这个规律后，他和战友利

用这个间隙悄悄摸上去。经过激烈战

斗，终于把高地夺了回来，但电台被炸

毁，后方指挥所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

敌人一轮又一轮压向我军阵地。

李延年所在连只剩下 40 多人，其他连

队情况更差。全营弹药严重不足，打

完弹药的官兵靠捡拾敌人的武器，打

退敌人一波又一波进攻。李延年冒着

炮火到各班了解情况，及时对阵地人

员进行组织动员，将友邻连队剩余的

战士编成班，明确指挥关系，继续投入

战斗。战斗中，李延年被一发炮弹的

碎片击伤，鲜血渗透衣背，他却浑然不

顾，带领官兵坚守阵地，直至得到上级

命令才撤出。

1952 年 11 月，李延年被志愿军总

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荣立特等功，

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

立二级勋章。

1979年，年过五旬的李延年作为广

西军区原某边防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

了边境自卫作战，多次冒着炮火硝烟深

入前线传达上级指示，组织运送伤员，

出色完成各项任务，荣立三等功。

随 后 ，李 延 年 被 提 升 为 师 副 政

委 。 他 一 直 战 斗 在 边 防 一 线 ，直 至

1983 年离休。38 年从军路，李延年留

下的是冲锋的身影。

永葆本色当好兵

多年来，不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

上，李延年淡泊名利，坚持原则。只要

身体条件允许，他去距离不远的学校给

学生作报告，都是骑自行车前往。干休

所工作人员对他说：“您年纪大，又是一

名战斗英雄，可以要求派车保障出行。”

李延年却说：“我只是尽了一名战士的

本分，不能向组织提要求。”

李延年的妻子患病 10 多年，儿女

不在身边，家里也没有请保姆，从买菜

做饭到添衣喂药，妻子的大部分生活

起居都由李延年来照顾。他常说，党

给了我们这么多待遇，没什么后顾之

忧，作为一名党员，一定要活到老、学

到老、奉献到老，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作为老战士，我见证了牺牲战友的

忠诚和无畏，有责任把战友们的故事讲

好，把革命传统传下去。”离休后，李延年

先后担任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给

学生们作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报告。他

坚持常年读书看报听广播，刻苦学习党

的理论，经常纸笔不离手，随手做笔记。

他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类政治学习书籍，

书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理论要点

和心得体会，一笔一画写满对党的忠诚。

这些年，李延年把自己在枪林弹雨

中获得的各类奖章证书，捐献给了博物

馆、军史馆。“作为一名军人，在战场上

要惊天动地，走下战场要甘于平淡。”李

延年说，“我这辈子就想当一个能打胜

仗的好兵，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祖国。”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

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祖国
■苏 筱 本报特约记者 冯 强

9月 29日，在重庆北开往万州北的 C6406次列车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工作人员和重庆铁路公

安处民警在“我为祖国送祝福”活动上一同献唱歌曲。 新华社发

英魂不泯，浩气长存。

人民共和国 72 周年华诞之际，第

八个烈士纪念日也将到来。以国之名

缅怀英烈，是对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牺牲英烈的

深情礼赞，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

守护与延续。

唯有传承英烈的风骨，才能挺起中

华民族的脊梁；唯有铭记英烈的遗志，

才能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

征程上，英烈们以生命写就的壮丽诗

篇，正如明灯般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铭记，那经时间沉淀
愈发璀璨的记忆

抱着父亲的画像，秦厚美泣不成

声。这是她 70 多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

秦忠富的容貌。

秦忠富生前是一名志愿军战士，

1951 年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秦忠

富的母亲不愿意相信孩子牺牲的事实，

给当时尚未出生的秦厚美起了个小名

“等妮儿”，希望她能等着爸爸回来。

这跨时空的“相聚”源于山东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等单位联合发起的一场

名为“英烈面孔——为革命先烈画像”

活动。通过模拟画像专家的笔触，100

位牺牲烈士的容颜以这样特殊的方式

再现。

一笔一画，描摹的是烈士的容颜，

追寻的是对烈士的记忆：那惊心动魄的

故事、那坚定伟岸的身姿、那穿透时空

的精神，永不敢忘！

怎么能忘？那“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毅然决然——

“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

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

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1928 年 10 月，在给身怀六甲却同样身

陷囹圄的妻子赵云霄写下绝笔信几天

后，陈觉高唱《囚歌》英勇就义。5 个多

月后，赵云霄强忍悲痛喂完襁褓中的孩

子最后一顿奶，便追随了丈夫的脚步。

也有柔肠百转的爱，也有难以割舍

的情，但为了心中的信仰，年轻的革命

伉俪不惜献出生命。

参加长津湖战役的抗美援朝志愿

军战士在极寒环境中始终保持备战姿

势，直至成为座座冰雕；“卫国戍边英

雄”陈红军顽强作战、冲锋在前，用生命

践行了“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诺

言……

无论何时何处，每当祖国和人民需

要，总有一个个英勇身影挺身而出，以

一片丹心诠释许党许国的无限忠诚。

怎么能忘？那“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的痴心无悔——

生命最后一个月，即便从院长变成

了病人，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也

从未放下过工作，他躺在病床上不停地

接打电话、回复微信。

“他总是这样，忙到没有时间关心

自己的身体。”武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王珣还记得，疫情暴发以来，刘智明的

时间表始终安排得满满当当：2 个小时

内改造门诊部，3 天内完成全院既有其

他疾病患者转移……他似乎不知疲倦，

直至生命戛然而止。

“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这是革命先

辈李大钊的价值追求；“拼上老命，大干

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这是人民公

仆焦裕禄的奋斗宣言；“见危险就上，见

好处就让”，这是缉毒英雄吴光林的实

干豪情。

英烈们在平凡琐碎中坚守，在生死

抉择前忘我，只因让人民获得幸福而自

己归于沉寂，就是他们最质朴的心愿。

尊崇，那激荡天地间
的英雄之气

9 月 2 日，秋日的沈阳天高云淡。

11 时 26 分，一架从韩国仁川国际

机场起飞的中国空军运-20 运输机稳

稳地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停机

坪上。机上搭载的，是 109 位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这是我国从 2014 年起，连续第 8 年

迎回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8 年来，总

计有 825 名烈士忠魂还乡。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每一个

英魂蕴藏的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国

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从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维护

不断加强，到保护英雄烈士的法律法规

日益完善，再到烈属抚恤标准不断提

高，尊崇英烈、捍卫英烈已逐渐成为社

会共识。英烈精神正融入民族血脉，焕

发出新的光彩。

“当年，他们为了我们牺牲；现在，

请为他们做一件事。”

2021 年 4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

“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发起

“为烈士寻亲”活动，受到网友广泛关

注。

点赞、评论、转发……首批 100 名

长期无亲属祭扫的烈士信息一经公布，

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开来，人们积极参

与表达对烈士深沉的敬意。

目前，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65 位

烈士的亲属已成功被找到。这些亲属

中，有的知道烈士牺牲但一直不了解详

情，有的曾寻找过烈士安葬地但未果，

有的在几十年前祭扫过却因种种原因

断了联系……

“为烈士寻亲，是对英烈最好的尊

崇，更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教育。”一位军

史专家这样评价。

传承，那永不熄灭的
精神火炬

建党百年之际，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里，祭扫者来来往往。

三位因电视剧《觉醒年代》而广为

人知的英烈——陈延年、陈乔年、赵世

炎的墓前，放满了一封封饱含着深情与

怀念的“跨时空来信”。

寄件人的落款各式各样，有的是

“来自新中国的新青年”，有的是“21 世

纪新青年”，有的是“一个生活在你们曾

经为之奋斗的美好时代中的青年”……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

已换了时空，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

红，在心中！”饱含炽热的情感，同济大

学一名“00 后”新党员在明信片上写下

这样一句话。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对革命

烈士最好的纪念，就是弘扬他们崇高的

精神，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接续奋斗、

勇往直前。

2021 年的元宵佳节，浙江温州市

红十字会消防救助基金收到了一笔数

额为 13141.19 元的捐款。

捐赠人叫罗小双，她的儿子管志彦

在 2005 年 的 一 次 火 场 搜 救 中 因 公 殉

职，献出了年仅 21 岁的生命。

“这个数字有着特殊寓意，代表我

一生一世情系消防。”十几年来，罗小双

与温州消防的近 2000 名指战员结对认

亲，把对儿子的绵绵母爱洒向消防队

伍，带动更多人关注、理解、支持消防救

援事业。担任温州鹿城区政协委员期

间，她每年都会撰写有关消防的提案，

呼吁全社会重视老城区消防工作，保障

社区消防通道畅通。

“ 希 望 儿 子 能‘ 看 ’到 ，妈 妈 重 新

‘拾’起了他的制服，继续着他未竟的事

业。”这是罗小双朴素的愿望。

国有脊梁，才能屹立不倒。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

记忆的唤醒，一次伟大精神的传承。英

烈精神如永不熄灭的火炬，指引亿万民

众砥砺前行。

在第八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让

我们在烈士缔造的丰碑前再次坚毅出

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9 日电 记

者高蕾、孙少龙，参与采写：李铮、邱冰

清、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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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近日，一场人才与创新团

队工作专题研讨会在火箭军研究院举

办。中国工程院院士、火箭军研究院研

究员肖龙旭深有感触：“要让每名人才、

每项成果都服务于战斗力，助推大国长

剑啸长空。”

大 漠 戈 壁 ，新 疆 军 区 某 火 力 团 正

在 进 行 新 装 备 实 弹 射 击 演 练 。 该 团

政 委 席 涛 介 绍 ，他 们 通 过 强 化 军 地 联

训 ，按 照“ 走 出 去 学 、请 进 来 教 ”的 模

式 培 养 了 一 大 批 主 战 装 备 保 障 人

才 。 白 山 黑 水 ，火 箭 军 某 旅 官 兵 在 演

训 间 隙 ，第 一 时 间 学 习 习 主 席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 该 旅 政 治 工 作 部 主 任 张 大

鹏 表 示 ，随 着 我 军 武 器 装 备 更 新 换 代

进 程 加 快 ，必 须 构 建 与 之 相 适 应 的 人

才培养体系。

军事人才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培育

环境。北京卫戍区某团、第 72 集团军某

旅、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中部战

区空军某雷达旅、武警某执勤支队等单

位领导表示，要充分尊重人才、关爱人

才，扎实做好育才、引才、聚才、用才工

作，把培育官兵成长成才作为一项基础

性工作来抓。第 79 集团军某旅政治工

作部主任曹晓利表示，要让人才工作与

练兵备战紧密结合，让学科技、用科技

在军营蔚然成风。

军 事 人 才 成 长 更 离 不 开 硝 烟 磨

砺。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大力

开展专业技术能手比武活动，一批脱颖

而 出 的 高 素 质 官 兵 被 纳 入“ 种 子 人 才

库”；陆军某保障大队创新组训方法，推

动部队由保向战转型；沈阳联勤保障中

心某部组织技能培训、岗位练兵，培养

专家型骨干。第 82 集团军某旅政委李

民说：“高素质军事人才，是我们打赢的

最大底气。”

天 下 英 才 聚 神 州 ，万 类 霜 天 竞 自

由。习主席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令

全军官兵倍感振奋。大家在学习讨论

中感到，要大力实施人才强军战略，按

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狠抓人才队伍

建设，努力开创新时代军队人才工作新

局面，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人

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本报北京 9 月 29 日电 记 者魏

兵、康子湛，特约记者魏寅、张照星，通

讯员叶海松、付盛怀、谢先达、袁帅、杨

绍通、吴思哲、杨从榕、王秦、邹渝建、胡

世坚、郭昀博、闫昱燃、孙铜锴、刘声、牟

思儒等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