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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将至，慎终追远，祭奠英烈，有

许多话要说。

置身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不由联想到，这座大型烈士陵园建设

之际，解放战争正在摧枯拉朽推进中。前

方将士每解放一座大城市，就想方设法把

那里的土石标本、树木花草托人带一些回

陵园，以告慰将安葬在这里的烈士。

当年前方将士意味深长的这一举

动，给我们今天建好、管好、用好烈士陵

园，发挥好新时代红色教育主阵地作用，

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节日与平时结合，把祭奠与教育统

一起来。战争年代，前方将士打仗之际，

念念不忘后方烈士纪念设施建设。今

天，每逢清明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等

重大节日，我们到烈士陵园开展纪念活

动很有必要，但平时怎样用好烈士陵园

等纪念设施更值得探索实践。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通过举办“新时代大讲堂”、创

办“初心剧社”，加强英烈事迹、革命历史

文物的抢救挖掘和史料研究整理，值得

借鉴推广。

专项纪念与公共活动结合，打通特

定场所与公共场地的相互连接。晋冀鲁

豫烈士陵园加强烈士墓区环境改造，兴

建竹园、百花园、百草园、木槿园、常青林

“四园一林”，并把部分烈士事迹专题展

览移到室外，景色与文化融为一体，休闲

与教育达成统一，受到干部群众欢迎。

继承与创新结合，不断实现红色教

育的推陈出新。伴随河北省晋冀鲁豫边

区革命历史研究会、中国英烈碑刻博物

馆研究中心、朝鲜义勇军烈士史料研究

中心 3 个平台的搭建，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初步实现功能的全面提升。目前，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4200 多个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单位，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有

277 处，建好、管好、用好这些纪念设施

意义重大，有许多具体事情可做，值得业

内人士与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共同做好

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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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夕，河北省邯郸军分区

离职干部休养所 94 岁抗战老兵李仲

选（坐轮椅者），在官兵代表和河北省

爱国拥军模范田俊岭陪伴下，来到晋

冀鲁豫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并献花。在

我党金融事业奠基人之一高捷成烈士

墓前，李仲选追忆抗战岁月，给大家上

了生动一课。

鲜花敬英烈
■翟 峰 常卫华 文/图

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人民英雄纪念墓前右侧，有一处标识牌，

展陈着毛泽东主席当年参谒的照片。

那是 1952 年 11 月 1 日，毛主席在视

察黄河归途中，特意在邯郸站下车，专程

赶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参谒长眠在这里

的革命烈士。当年是左权将军牺牲 10

周年。

下午两点，由工作人员陪同，毛主席到

达陵园门口。汽车停下后，他走向烈士纪

念塔，摘下帽子，静默伫立，缅怀烈士。

随后，毛主席绕塔行进，品读塔座

的每一块碑文，最后停在塔的东侧，看

到自己题写的“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无上光荣”，询问工作人员：“左权的墓

在哪里？”

接着，毛主席一行人走到左权将军墓

前，再次脱帽，肃立默哀。左权将军牺牲

时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是抗日战场上

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毛主席曾经

称赞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是个‘两

杆子’都硬的将才”。此刻，毛主席深情地

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

临别之际，毛主席叮嘱工作人员：一

定要守护好烈士先辈们的安息之地，他

们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国家和人

民英勇献身的，是奠定共和国的基石。

毛主席的叮嘱
■陈百红 王利明

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

有一座桥名叫“朱德桥”，它与井冈山“朱

德的扁担”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这是一座小型的单孔石拱桥，长14米，

宽 3.6 米，高 4.6 米，桥上有 4 根望柱，栏

板上雕刻着飞云卷花。小桥虽然很普

通，却有一段感人的往事。

1948 年 12 月 23 日 ，朱德和陈毅等

前线指挥人员回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

工作，途经邯郸时，深切怀念并肩作战

牺牲的战友，专程抽出时间了解陵园修

建情况。当朱德看到工人们磨出血泡

的大手和紧勒肩膀的粗糙麻绳时，鼻子

不由一酸，连忙招呼大家停下来休息一

下。工人们却表示要抓紧赶工赶时，尽

快让烈士有一处安身之地。朱德听后

深受感动。

朱 德 回 去 后 给 陵 园 寄 来 200 万 元

（约 相 当 于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的 人 民 币

200 元）奖励工人。大家谁也不愿把这

笔钱花掉，一致同意用这笔钱修建一座

石桥，就命名为“朱德桥”。

抗 战 时 期 ，“ 朱（德）彭（德 怀）左

（权）”三人因其在八路军所担任职务，一

度作为八路军总部的代称。他们三人在

相互信任和支持中建立了生死与共的革

命友谊。鉴于此，陵园把这座桥修建在

左权将军纪念馆前，把左权将军墓和左

权将军纪念馆连接起来。

朱德桥的来历
■门营慧 宋立剑

“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

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需挂念

我。”3 月 5 日，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许多人被朗诵剧《金

融先驱高捷成》中的“一封红色家书”

深深吸引。

1932 年，福建百川银庄的出纳员

高捷成在先后挪借银庄二万多银元后

突然不告而别，只留下一封家书。让

人感怀的是，他的母亲、妻子收到家书

后历经艰辛，还清了高捷成欠下的那

笔用来支持红军的银元，帮他兑现了

信中“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

当不短欠分文”的承诺。

1943 年 5 月 14 日，高捷成和战友

们遭敌突袭身负重伤，战至最后一刻，

壮烈殉国。1950 年，他的遗骨移葬晋

冀鲁豫烈士陵园。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兴建的第一座

大型革命烈士陵园：1946 年 3 月动工，

1950年 10月落成开放。陵园北院正对

大门巍然耸立的，是高 24 米的烈士纪

念塔，正面镌刻着毛泽东题词：“英勇牺

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侧面镌刻

着朱德题写的 20个大字：“你们活在我

们的记忆中，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

烈士金方昌，1940 年牺牲时担任

中共山西省代县县委委员、宣传部副

部长兼城关区区委书记，在督送公粮

时因汉奸告密被捕。敌人惨无人道地

挖掉他一只眼睛，砍掉他一只胳膊。

他在狱中用手指蘸着眼中流出的鲜

血，在墙壁上写下 14 个刚劲有力的大

字：“严刑利诱奈何我，颔首流泪非丈

夫。”金方昌牺牲时，年仅 19 岁。他也

安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清明节前夕，我们走进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与那个年代牺牲的青年烈

士们相遇，通过隔空“对话”，感悟他们

的满腔热血和家国情怀。

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牺牲时

年仅 37 岁。24 岁的团长丁思林、26 岁

的纵队政治部主任邓永跃、26 岁的团

长兼政委李林、29 岁的董天知、29 岁

的谢家庆、33 岁的王根英、37 岁的何

云……园内安葬着约 200 位团级以上

干部和边区的著名杀敌英雄。在转战

中原、华东、西南的枪林弹雨中，人民

军队牺牲的革命烈士超过 4 万人。凝

视这些光辉的名字，人们不禁感慨：他

们在最好的青春年华，为了民族的解

放事业浴血奋战，献出了宝贵生命。

缅 怀
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隔空“对话”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河 北 省 晋 冀

鲁豫边区革命历史研究会成立。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党委书记杨俊岭被推选

为研究会会长。

由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发起成立的

社会组织，还有中国英烈碑刻博物馆

研究中心、朝鲜义勇军烈士史料研究

中心。一个研究会、两个研究中心，构

成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3 个专业平台，

用以调动社会资源，挖掘、整理和宣传

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

杨俊岭从 2019 年 7 月调任晋冀鲁

豫烈士陵园党委书记起，便对“褒扬烈

士，教育群众”这项光荣的使命一往情

深，想方设法创造性开展工作。

3 年多来，杨俊岭组织史料研究

人员先后赴山西、天津、江苏、上海、

湖北等地，寻访左权、何云、杨裕民、

张兆丰等烈士足迹，相继拍摄了《浩

气中华 名将家愿》《守土抗战 誓不

南渡——追忆民族英雄范筑先》等纪

录片，讲述烈士生平，还原英烈壮举。

今 年 是 我 党 金 融 事 业 的 奠 基 人

之一高捷成烈士牺牲 80 周年。河北

省晋冀鲁豫边区革命历史研究会组

织 创 作 红 色 剧 目《金 融 先 驱 高 捷

成》。河北省爱国拥军模范郝清堂得

知后，多次赶到烈士家乡福建，与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商议安排烈士纪念

活动，捐款支持舞台剧《金融先驱高

捷成》排演、打造高捷成露天事迹展

并协力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的 4

名福建籍烈士寻亲。

郝清堂曾在海军“海上猛虎艇”

服 役 6 年 ，退 役 41 年 来 从 未 忘 记 第

二 故 乡 福 建 ，并 被 推 举 担 任 福 建 省

爱国拥军促进会副会长。今年 65 岁

的他，积极参与河北、福建两地红色

文化传承活动。

许多像拥军模范郝清堂一样有情

怀的爱心人士不辞辛劳，为宣扬烈士

事迹而奔波。在他们共同努力下，今

年以来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相继推出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始人——何云》

《冀南银行的创建者——高捷成》《抗

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杨裕民》

等 5 个专题展览，做到了室内与室外

相结合、景色与文化相结合、休闲与教

育相结合，使目之所及、耳之所闻、手

之所触、足之所至，处处充满浓厚的红

色文化气息，让社会各界了解英烈的

故事，感受信仰的力量。

传 承
有坚定信仰的人永远年轻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收藏文物及史

料 2.1 万多件，其中一级文物 21 件、二

级文物 14 件、三级文物 38 件。陈列在

烈士陵园纪念堂内，刻有“鸿化”二字的

一块青砖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

它背后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敬佩

不已。

1943 年 10 月 ，八 路 军 129 师 冀 南

军区发动临东战役，时任第四分区政治

部主任的袁鸿化，在这场战役中壮烈牺

牲，年仅 34 岁。当时，他的妻子周雅怀

有身孕，即将分娩。得知丈夫阵亡，周

雅毅然坚持骑马奔波数十里为牺牲的

丈夫送别。当她赶到时，棺木已经钉好

放进了墓穴。

袁鸿化烈士的儿子周滏东（随母

姓）介绍：“与父亲一同安葬的烈士有好

几位，日后如何分辨骸骨呢？母亲从老

乡家借来一块青砖，先用笔写上‘鸿化’

二字，再用小刀一点一点地雕刻。第二

天，冒着生命危险，将青砖送到父亲的

墓地埋了进去。”

1953 年，根据周雅的回忆，借助这

块特殊的“墓砖”，人们顺利找到袁鸿化

烈士的遗骸，移葬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刻有“鸿化”二字的青砖也陈列在烈士

陵园纪念堂内，成了革命历史文物。这

块青砖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一对革命

伴侣的爱情，见证了一位烈士用生命践

行革命誓言的壮举。

2021 年 4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

新闻媒体公布 100 位烈士的寻亲线索，

开展“烈士寻亲”活动，其中有 16 位烈

士安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邯郸市

军地接力，核实身份，照亮英雄回家的

路。由于年代久远，不少烈士的出生年

份等关键信息缺失，有的没有留下照

片，寻亲过程困难重重。陵园工作人员

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帮 8 位烈士找到亲

属。去年又发布另外 10 位烈士的寻亲

信息，目前已帮 5 位烈士找到亲属。

烈士的子女不再年轻，追寻他们就

是 抢 救 历 史 ，聆 听 他 们 的 殷 殷 期 盼 。

2022 年 5 月 25 日，是左权将军等烈士

殉国 80 周年纪念日，陵园工作人员视

频连线左权将军的外孙沙峰，为“11 封

红色家书”补充了更多具体细节。

越来越多的人在追寻。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主任张林旺介绍，每年有上百万

人来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重温晋冀鲁

豫边区军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

缅怀革命英烈浴血奋战的丰功伟绩。

追 寻
不再年轻的他们殷殷期盼

3 月 14 日 ，由 晋 冀 鲁 豫 烈 士 陵 园

制 作 的 短 视 频《致 敬 左 权 将 军》一 经

推 出 ，立 即 刷 屏 网 络 ，网 友 纷 纷 留 言

表达缅怀之情。

“红色”流量增加，社会影响扩大，

得益于“初心剧社”全体演职人员坚持

不 懈 的 努 力 。 2020 年 8 月 创 办 的“ 初

心剧社”，30 多名演职人员大多为陵园

员工。他们中有刚脱下军装的年轻退

役军人，也有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

生，平均年龄不超过 28 岁。3 年多来，

“初心剧社”先后编创演出歌剧《太行

山上》、情景剧《家国情怀》《铮铮男儿

金方昌》《金融战士高捷成》、戏曲《交

党费》《刘邓大军作战英勇》、群口快板

《晋冀鲁豫英烈赞》、舞蹈《英雄赞歌》

等红色节目百余场。情景党课《牺牲

与 理 想》和 大 型 音 画 情 景 剧《左 权 将

军》，再次把战火纷飞的年代呈现在世

人面前。

河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领导

介绍，“初心剧社”成立以来，先后为省

直机关、当地市直机关、部队、学校、社

区等举办“不忘初心紧跟党走”“铸军

魂·喜迎‘八一’军民文艺汇演”等演出

440 余场次，党员干部群众 10.2 万人次

受到教育。

再现先烈英勇事迹的舞台剧，让

今 天 的 年 轻 人 产 生 了 强 烈 共 鸣 。 河

北省爱国拥军模范田俊岭是 80 后，他

把 感 动 化 为 行 动 ，每 逢 春 节 、八 一 建

军节都会走访慰问军烈属、到烈士陵

园 祭 奠 。 他 还 带 头 组 建 医 疗 志 愿 服

务 队 ，定 期 为 现 役 军 人 家 属 巡 诊 义

诊，用贴心照顾让革命功臣和他们的

亲人感受家人般的温暖。这期间，他

还 将 3 位 烈 士 遗 孀 认 作 母 亲 ，成 为 她

们的“儿子”。

“没有生来的英雄，只有无畏的选

择。”参观过烈士陵园的江南大学研究

生张月阳、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生杜永

帅、河北金融学院毕业生李隆凯等一大

批青年学子，在红色文化感召下参军报

国，古城邯郸再现如战争年代拥军支前

般的参军热潮。

今年上半年征兵时节，大学毕业生

柴子晓观看“初心剧社”的演出后动情

地说：“面对家与国这道选择题，高捷成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国家。我们生逢新

时代，更应珍惜美好时光，像革命先烈

那样为国为民，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

献自己的力量。”

见 证
今天的年轻人怎样不负新时代

清明前夕清明前夕，，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感悟军地共同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军地共同传承红色基因——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赵东华赵东华 周同义周同义 本报特约通讯员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树岭李树岭

英雄墓前话传统。 刘 伟摄

朱德桥前说关怀。 吴培基摄

陵园景观及雕塑陵园景观及雕塑。。 白念增白念增、、单伟科单伟科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