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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革命纪念场馆来说，最珍贵的

财富无疑是馆藏文物。平西抗日战争纪

念馆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十渡

村，拒马河沿岸。今年夏天，北京遭遇特

大暴雨，纪念馆遭受损失，所幸的是，我

们抢救出了大部分珍贵文物。

洪水来临紧急撤离前，我们找到大

理石板封堵住门口。看着不断上涨的水

位，我们几乎彻夜未眠。洪水退去后，我

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返回纪念馆，从厚

厚的淤泥中抢救出实物展品。文物没有

出现大面积损毁，心里才踏实了。

抗 日 将 领 的 书 信 ，战 士 们 使 用 过

的 碗 碟 、棉 衣 …… 这 些 承 载 着 先 烈 革

命精神的文物，来之不易，我们有责任

守护好。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曾在海军某部

服役。20 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在部

队的第一堂思想教育课，讲述的就是全

军挂像英模的故事。2020 年，得知将担

任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我感到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

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馆全面反映了

平西抗日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英勇杀

敌的历史。为了扩大纪念馆影响力，发

挥更大的宣教作用，我们主动作为，成立

寻访小组，到当年平西抗日根据地所辖

区县实地走访。

在走访中，我们找到一些健在的抗

战老兵，征集到一些老物件。其中，房山

区老兵李文仲的故事让我们深受触动。

一 次 反“ 扫 荡 ”中 ，当 时 还 是 八 路

军 游 击 队 小 战 士 的 李 文 仲 ，为 保 护 村

民 撤 离 腿 部 受 伤 。 在 随 后 的 大 半 年

里，周边几个村的村民轮流照顾他，拿

出 平 时 不 舍 得 吃 的 粮 食 为 他 补 充 营

养。康复后，村民又为他凑路费，送他

回家。正是根据地军民浓浓的鱼水深

情，让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

重新布展时，我馆特别增加了一个

主 题 单 元 ，展 示 军 民 鱼 水 情 的 动 人 场

景。在这个单元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

一面“抗日模范村”的锦旗。

这面锦旗是 1941 年房涞涿联合县

政 府 授 予 十 渡 镇 马 安 村 的 ，锦 旗 背 后

是马安村村长刘显彬与村民抗战到底、

决不资敌降敌的决心。当时，面对日军

的“扫荡”，马安村村民合力将 10 万余

斤军粮和重要文件隐藏，将数名八路军

伤 病 员 安 全 转 移 。 抗 战 时 期 ，马 安 村

没 出 过 一 个 叛 徒 ，没 向 日 军 上 交 一 粒

粮食。

红色文物、烈士纪念设施、革命纪念

场馆等，承载着英烈的光荣事迹和伟大

的民族精神。守护红色文物，就是守护

我们的精神丰碑。在纪念馆全体工作人

员的努力下，2022 年，我馆集体荣获北

京市“最美文物守护人”荣誉。

现在，我们正抓紧修缮展馆，争取纪

念馆早日重新开放。

（本报记者于心月、通讯员许韶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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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京畿大地的英雄坐标
—北京市推动英雄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发展见闻

■本报记者 于心月 通讯员 许韶玉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通知，正式启用全国统一的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及标识牌。在首都北京，1100余处烈
士纪念设施，将陆续挂上新的标志及标识牌，让纪念设施更
加熠熠生辉。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每一处烈士纪念设施都记录
着英烈的不朽功绩。近年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专门机构、完善褒扬纪念工作制度、深化京
津冀协作，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
卫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金秋十月，让我们走进京畿大地，感受英雄烈士褒扬纪
念工作的坚实步伐。

今年 9 月开学季，一辆“红色专车”

驶入北京汇文中学，拉开“全民国防教

育月”活动序幕。活动中，该校“彭雪枫

班”的同学们为彭雪枫将军雕像敬献鲜

花，重温英雄事迹。在“红色专车”上，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带领

同学们观看英烈宣传片、开展英烈知识

有奖问答活动。

1926 年，19 岁的彭雪枫在北京汇

文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汇文

中学党支部书记，领导北京东城的学生

运动。1944 年，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

长兼政委彭雪枫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

庄指挥作战时英勇牺牲。1984 年，为

纪念这位英雄校友，汇文中学在校园内

为他树立起一座雕像。

和彭雪枫将军一样，革命战争年

代，北京有大批青年为拯救民族危亡奉

献青春热血。学习英烈事迹，铭记英烈

牺牲奉献。如今，北京市不少校园内修

建了烈士纪念设施：“北京大学革命烈

士纪念碑”，纪念北京大学师生中的 83

名革命烈士，背面碑文中记录的第一位

就是革命先驱李大钊；“三一八殉难烈

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纪

念北京师范大学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

的 3 位校友……

“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是烈士，更是

校友师长。校园内的烈士纪念设施，就

是生动的红色教科书。”北京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结合“红

色九月·开学季”活动，深入清华大学等

建有烈士纪念设施的学校，讲述英烈事

迹，弘扬英烈精神。

传承英烈风骨，挺起民族脊梁。北

京市烈士纪念设施众多，分布广泛，为做

好保护管理工作，更好发挥红色教育阵

地作用，北京市进一步摸清“红色家底”，

持续挖掘、收集、整理北京地区牺牲的著

名烈士史料事迹，整合烈士纪念设施，推

出“北京烈士纪念设施电子地图”。

打开电子地图，即可了解到全市重

要烈士纪念设施准确定位信息。点击

任意一处纪念设施，均显示点位、简介、

实景图片等信息，全方位、多角度展示

设施现场风貌。电子地图设有纪念设

施、纪念活动、英烈事迹、烈士英名录等

版块，市民不仅可以了解相关信息，规

划祭扫路线，还可以点击“进入祭扫”按

钮，采用“献花”“祈福”“点烛”、留言寄

语等方式线上祭奠革命先烈、致敬英雄

模范。

今年，电子地图全新升级改版，将

天津市、河北省的重要纪念设施纳入进

来，群众可通过电子地图参观三地烈士

纪念设施，缅怀先烈。截至 9 月底，已

有 214.6 万余人次参与网上祭扫。

用心用情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

源，讲好首都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活”

起来的纪念设施，正成为市民与英烈跨

时空对话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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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八达岭烈士陵园，翠柏挺拔、

肃穆幽静。9 月 30 日，第十个烈士纪念

日，延庆籍老战士、军烈属代表，延庆区

各界群众、学生代表等 200 余人在这里

举行纪念活动，缅怀烈士丰功伟绩，汲

取不忘历史、开拓未来的精神力量。

“修缮后的陵园干净整洁，祭奠环

境更加庄重，还能更好地了解烈士事

迹。”看到陵园新变化，烈士亲属王俊兴

十分欣慰。

八达岭烈士陵园地处长城文化带

保护范围，为纪念延庆籍和在延庆战斗

牺牲的烈士而修建。此前，由于多种原

因，陵园管理不规范，纪念设施出现不

同程度的老化。

八 达 岭 烈 士 陵 园 的 情 况 不 是 个

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

时期，北京市先后有 1.6 万余名烈士牺

牲，一些修建于不同时期的烈士墓、纪

念碑等纪念设施，由于自然风化及年久

失修等原因，墓碑陈旧、碑文褪色，宣教

作用大大减弱。

为此，2021 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修 缮 管 理 维 护 暂 行 办

法》，建立烈士纪念设施修缮维护资金

长效保障机制，明确修缮项目分类和专

项补助资金使用范围、标准、补助比例，

并对申报条件、申报文本、申报程序等

作出明确规定。

“以前申请修缮资金，需要跑不少

部门。有了这个文件，程序更清晰，审

批效率更高了。我们申报八达岭烈士

陵园修缮工程时，很快争取到了资金支

持。”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表示。

2022 年清明节后，延庆区正式启动

陵园修缮工程。修缮后，24 个无名烈士

墓设立了墓碑，3 个老旧风化的纪念碑

亭换成了大理石材质，英烈纪念墙得到

扩建。

两 年 多 来 ，北 京 市 多 次 投 入 专 项

补助资金，对全市烈士纪念设施和革

命纪念场馆进行提质改造。昌平烈士

陵园打造“智慧陵园”系统，开通 VR 实

景展示、语音讲解、网上祭奠等功能，

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 ；平北抗日战争

纪念馆推出“红色平北 海陀丰碑——

平北抗日斗争史实展”，首次展出平北

抗战史上的转折点——西坡会议相关

文件，展现党领导平北军民英勇抗日

的光辉历程。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进一步

推出多项政策措施，让烈士纪念、烈士

祭扫、英名录编纂、烈士评定、纪念设

施 保 护 等 各 项 政 策 制 度 更 加 衔 接 配

套，为烈士褒扬纪念工作提供有力保

障和支撑。

“烈士褒扬纪念工作政策性强、涉

及面广、专业度高，需要进一步汇众智、

凝共识、聚合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

导告诉记者，他们利用首都人才资源优

势，成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专家委

员会，邀请来自国防大学、北京大学等

军地单位的 31 名专家组成智囊团队，

为新时代首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贡献

更多锦囊妙计。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说队

原队长林燕燕就是其中一员。加入专

家委员会后，她多次围绕讲解词撰写、

礼仪规范、发声技巧等内容，对全市英

烈讲解员进行专题培训，提升讲解的感

染力。

专家委员会贡献锦囊妙计

建立修缮保护长效机制

今年清明节前夕，河北省石家庄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为烈士寻亲”活

动时，发现在正定县常山陵园和行唐县

北窦庄烈士陵园安眠的 7 位北京籍烈

士，还没有找到亲属。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第一时间

启动京津冀烈士褒扬工作合作机制。

他们分析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根据

烈士身份、埋葬地点等信息进行寻访，

并在媒体发布寻亲信息。

“侯玉生烈士，察哈尔省延庆赵家

庄人，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四旅十二团

班长，1947 年在解放正定战斗中牺牲。”

根据烈士的信息，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人员通过比对村庄搬迁记录、走

访老村长，在朝阳区南磨房乡找到了侯

玉生烈士的亲属。时隔 70 余年，烈士

终于与亲人“团聚”。

京津冀三地地缘相接、人缘相亲，

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在长期的革命斗

争中，三地许多革命志士为了革命事业

和共同的家园献出了宝贵生命。由于

村居变更、家族迁徙、姓名音字对应不

准等原因，烈士寻亲较为困难，亟需三

地通力合作。

今年 4 月，为深度融合京津冀三地

红色资源，提升烈士褒扬纪念工作质

量，京津冀三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立足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背景，共同签署《京

津冀烈士褒扬合作框架协议》，开展省

际合作。协议签订后，三地不仅继续合

作为烈士寻亲，还开放共享英烈事迹、

革命史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展褒扬

领域人员交流培训。

早 在 协 议 签 订 之 前 ，京 津 冀 就 已

经开始了“通武廊”（北京通州—天津

武清—河北廊坊）退役军人工作协同

发展示范区建设。今年 7 月 7 日，在北

京市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房

涞涿”（北京房山—河北涞水—河北涿

州）退役军人工作协同发展签约仪式，

三地共同筹划协作事宜。

平西抗日根据地包括“房涞涿”、宛

平县（今北京市丰台区）等地区，是插在

华北敌后的一把“尖刀”。在党的领导

下，平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顽强的

抗日游击战争，涌现出赵然、晋耀臣、

“老帽山六壮士”等一大批英雄志士。

“当时的房涞涿是一体管辖，许多

抗战时期的老物件散落在三地村落，保

存在老兵家中。三地在红色文化交流

方面一直有合作，我们经常跨区域寻

访。”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郭伟介

绍，近年来，由房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牵头，三地合作抢救性挖掘了一批平西

抗战时期史实资料、抗战旧址。他们寻

访抗战老兵，记录口述历史，保存珍贵

的影像资料。许多老兵拿出珍藏多年

的旧军装、信件、报纸等物件，无偿捐赠

给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你若记得，我便活着。”京畿大地

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高举永不熄灭的

火炬，让英烈精神永续传承。

从“通武廊”“房涞涿”到京津冀

跨省域协作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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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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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汇文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彭彭

雪枫班雪枫班””学生代表重温彭学生代表重温彭

雪枫将军的英雄事迹雪枫将军的英雄事迹。。

谭馥天谭馥天摄摄

北京市延庆区第北京市延庆区第

四小学学生在八达岭烈四小学学生在八达岭烈

士陵园向延庆烈士英名士陵园向延庆烈士英名

录敬礼录敬礼。。 张彭程张彭程摄摄

讲解员深情讲述讲解员深情讲述

牺牲在密云的抗日英雄牺牲在密云的抗日英雄

白乙化烈士的事迹白乙化烈士的事迹。。

杨鑫淼杨鑫淼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