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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清晨，阳光静静地洒在四川

省南充市南部县长坪山东坡的漏米岩

村。南部县楠木镇民兵应急排民兵冯

炼同往常一样，来到离家不远的长坪山

烈士陵园，和父亲一起清扫落叶、擦拭

墓碑。

在一座镌刻着“红军刘连长墓”字

样的墓碑前，父女二人久久驻足。墓碑

上的“刘连长”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已经无人知晓。但冯炼一家四代人守

护这座红军墓，度过了整整 90 年。

一座红军墓缘何成为四代人共同

的牵挂，故事要从 1933 年说起。这年

年底，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一位姓刘

的红军连长主动请缨，留守南部县长坪

山，借住在冯炼的曾祖父陈修坤家中。

那段日子里，刘连长经常帮陈修坤夫妇

挑水背柴，夫妇二人也把他当作自己的

孩子一样对待。在一次掩护百姓的战

斗中，刘连长被军阀杀害，遗体被丢弃

在长坪山脚下示众。一天晚上，陈修坤

妻子趁敌人不注意，冒着生命危险背回

遗体，悄悄掩埋在屋后。“曾祖母去世

时立下家规：红军为穷人打天下，刘连

长为保护我们穷苦百姓而牺牲，我们家

世世代代要一直守着他。”冯炼告诉笔

者，为了这句话，从陈修坤夫妇到他们

的儿子陈忠民，再到陈忠民的女儿、女

婿，到现在的冯炼（随母姓），祖孙四代

进行了 90 年的接力。

2011 年，以刘连长的墓为中心，南

部县建立长坪山烈士陵园，立起红军纪

念碑，让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

后因公牺牲的 1080 名英烈安眠于松涛

之间。自此，冯炼一家便守护着包含

刘连长在内的 1080 位烈士的英灵。在

刘连长的墓旁，还有冯炼家族成员的

坟茔，他们的墓碑上都刻着一个共同

的名字——红军烈士守墓人。

2016 年，正值短视频、网络直播兴

起，大学刚毕业的冯炼在广州做电商，

事业小有成就。可她的心里，仍然牵挂

着远方的长坪山。“父亲普通话不太好，

视力也下降了，他常常因为与前来寻亲

的烈士家属沟通不畅而自责。”在广州

待了半年后，冯炼选择回到长坪山，扛

起第四代守墓人的责任。做出这个决

定时，冯炼刚满 25 岁，这也是刘连长牺

牲时的年龄。

返乡第二年，冯炼通过考试成为南

部县楠木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既兼顾

了守墓，又圆了她从小的梦想。“倒下的烈

士们，为我们留下一座座精神丰碑。我常

给学生们讲述长坪山的红色故事，让他们

接受红色熏陶。”冯炼自豪地说。

时间久了，冯炼对于家族世代守护

红军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据冯炼回

忆，一次，有一家人来到长坪山祭奠亲

人，几位老人互相搀扶着走到墓碑前，

从包裹中拿出一张照片，上面脸庞青涩

的年轻人原本是他们家族的一员，如今

长眠于这片土地；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

来长坪山 3 次，他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

音讯全无，找了大半辈子，最终在冯炼

家守护的墓园里找到了父亲的墓碑；还

有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被人搀扶着过

来祭奠红军，当看到刘连长的墓时，泪

水湿了眼眶……“红军为了救劳苦大众

于水火，不惜牺牲生命，有人连名字都

没能留下来。”冯炼说：“我们选择守墓

不仅仅是为了践行一句承诺，还要守护

1000 多个家庭对故人的哀思，还有千

千万万后人的家国情怀。”

如今，冯炼加入南部县楠木镇民兵

应急排，她常常身着迷彩服，在课堂上、

在红军墓前讲红军故事、上微党课。冯

炼说：“我的祖辈都很尊崇军人，在我心

目中军人形象是很神圣的。虽然我现

在不能参军入伍，但是可以用另一种方

式传承红军精神。”

青山静默不语，松柏沙沙作响。人

民教师、守墓人、民兵政治教员、义务讲

解员……不同的身份，背后是同一份信

仰。“长坪山脚下，有我最深的牵挂。这

里的红色故事，是一本活教材，我要把

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冯炼说。

左上图：冯炼向刘连长墓献花篮。

王 跃摄

四川省南部县一家族四代人接力守护红军刘连长墓90年—

“长坪山脚下，有我最深的牵挂”
■熊 林 王 跃 黄 艺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军报道：红色

标识随处可见、红色景区游人如织、红

色讲堂别开生面……初冬时节，漫步在

云南省昆明市大街小巷，浓郁的红色气

息扑面而来。

“我们运用了连环画、沙画、三折幕

等形式，呈现了 12 个红色故事。”寻甸

县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馆长马继功介

绍，展馆综合运用多媒体声光电等手

段，再现红军长征历程。为了更好地向

游客讲述红军长征过寻甸抢渡金沙江

这段历史，昆明市文旅部门专门设计了

寻甸红色旅游线路，把该纪念馆和寻甸

主要景点串联起来，丰富游客体验。

昆明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丰

富，各类革命文物、历史遗存和纪念地

遍布全市，每年吸引大批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前来追寻革命先烈的光辉足迹。

在距离朱德同志旧居不远的滇池

书城，有一座昆明红色文化体验馆，如

今已成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旅游研学

的热门“打卡地”。红色讲解员张花维

介绍，体验馆采用多媒体交互、数字影

像、AR 与 VR 等技术，设置“飞夺泸定

桥”“爬雪山过草地”“夜袭阳明堡”等沉

浸式体验区，以及 360 度环幕影厅、5D

动感影院，打造“科技+场景+教育”综

合调度系统，让参观者体验令人血脉偾

张的战斗场景。

近年来，昆明市先后出台《昆明市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昆明市红色文化

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把红色文物保护纳

入全市目标责任考核体系，浓厚红色文

物保护氛围、改善文物存续状况、提高文

物利用水平。昆明警备区投入资金对鲁

口哨中央红军“4·29”渡江令发布遗址、

红军长征小松园战斗纪念馆等众多红色

文化遗迹进行保护性修复及提质改造，

建成面向社会开放的 3 个国家级、13 个

省级、45 个市级国防教育基地和 126 个

国防教育展厅。同时，他们通过推出红

色旅游研学精品课程、完善陈列布展方

式等，进一步盘活红色资源。

昆明军地全面推进红色题材、爱国

主义题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

的选题孵化和创作研发，一大批文学、

影视、舞台、美术、群众文艺和网络文艺

等领域持续产出红色精品。红色历史

儿童剧《红旗飘飘》、红色滇韵实验剧

《吴澄》、舞台剧《赤血英侣》等作品“圈

粉”无数。

今年国庆节期间，寻甸县红军长征

柯渡纪念馆推出首部革命沉浸式实景

剧《回民班》，游客可以换上专门准备的

道具服装，与演员同台表演。“游客不仅

是观众，还是剧中人。每个人都能适时

融入戏剧情景，聆听那个年代的感人故

事。”《回民班》导演刘晓峰说。

如今，伴随着一批批革命旧址修缮

开放，一座座红色场馆展陈功能提升，

“红色春城”正在成为昆明的一张亮丽

名片。

云南省昆明市军地合力挖掘红色资源助力全民国防教育

红色文化润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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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思、记者郭冬明报道：近

日，江西省大中小学生“爱我国防”主题

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南昌举行，60 名入围

选手站上总决赛舞台，展示青春风采、抒

发爱国情怀。

“岁月使我更新换代，可我的每一丝

纤维，已经融入了红色的基因……”陆军

步兵学院的李浩哲以一件军装的视角，讲

述了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为了民族解放、

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的感人故事。走

下舞台的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李浩

哲表示，让更多当代青年了解这身军装

承载的意义，引导他们在奋斗的青春里

挺膺担当，正是自己参赛的初衷。

站上决赛舞台的不仅有军地高校的

大学生，还有来自该省各地市的中小学

生。今年，“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大赛覆

盖全省大中小学校。他们利用 3 个月时

间，组织 200 多场线下比赛，发动大中小

学校 1 万多人参赛，在赣鄱大地菁菁校

园营造了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

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且抒凌云志，不负少年时。中学组

参赛选手孙思睿撷取了父亲 8 年戍边生

涯中的几个镜头，表示要接过父辈的接

力棒，投身军营，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

淬炼成钢。“父亲一生最引以为豪的，就

是那段戍边岁月。他为我树立了榜样，

我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孙思睿坚定

地说。

“这堂沉浸式的‘国防教育课’，让我

对青春该如何选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将个人理想融入国防事业，并为之

奋斗，我们的青春才更有意义。”观看完

比赛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生刘佳丽

有感而发。

近年来，江西省军地持续探索高校

国防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结合征兵工

作组织优秀参赛选手进行高校巡回宣

讲，同时组织“学英模、爱英模”进校园、

全民国防教育阵地微视频展播等一系列

活动，线上“冲浪”与线下“打卡”融合，让

青少年在喜闻乐见的国防教育体验中，

加深对家国情怀的感悟。

左上图：演讲比赛现场，大学组选

手、陆军步兵学院学员以“那一天”为题，

动情讲述边防官兵的戍边故事。

刘绍昆摄

江西省举办大中小学生“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大赛

抒青春志 筑国防梦

淮北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暖心服务军休干部
本报讯 李宝报道：11 月中旬，

安徽省淮北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

所与市内多家医院开展所院共建活

动。他们定期邀请共建医院医生到

军休所举办健康讲座，与所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签订家庭医生协议，在共

建单位开通医疗绿色通道、设立拥军

病房以及军休专区等，为军休干部提

供暖心服务。

重庆市长寿区人武部

征兵宣传走进校园
本报讯 欧磊报道：12 月 5 日，重

庆市长寿区人武部工作人员来到重

庆化工职业学院，开展征兵宣传进校

园活动。活动现场，他们通过发放征

兵宣传手册，面对面为学生讲解征兵

政策，激发广大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陕西省商洛军分区

从严组织年终考核
本报讯 曾萃报 道 ：近 日 ，陕 西

省 商 洛 军 分 区 严 格 对 照《军 事 体 育

训练大纲》，集中组织军分区机关和

人武部全体人员进行年终考核。除

军 事 体 育 和 军 事 理 论 课 目 考 核 外 ，

他们还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组

织官兵、文职人员和职工全员述职，

逐 人 汇 报 一 年 来 的 工 作 成 绩 ，让 大

家共同听、一起评。

12月 7日，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征兵服务站工作人员为适龄青年讲解征

兵政策。 陈家佳摄

本报讯 张进春、陈志峰报道：

前不久，江苏省东台市富安镇武装部

和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分头

走进各村，将 181 幅革命先烈素描画

像和人物传记初稿送给烈士亲人和

生前好友，过段时间后集中征询修改

建议和意见。这是该镇开展“为英烈

画像立传”公益活动的一个镜头。

东台市地处江苏沿海中部平原，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东台有

数千名优秀儿女先后加入武工队、游

击队等地方武装组织，很多人为此流

血牺牲。近年来，富安镇陆续投入资

金修葺了 39 座革命烈士墓。今年 5

月，该镇党委政府拨付专项资金，用

于开展以“弘扬先烈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为主题的“为英烈画像立传”公

益活动。

在盐城市、东台市书画协会以及

地方文史爱好者的支持与帮助下，富

安镇武装部和镇退役军人服务站通

过函询烈士陵园、聆听烈士亲人讲

述、记录战友乡邻回忆、翻查军史档

案及战记文章等形式，多方征集革命

烈士生前线索，挖掘其事迹经历等，

汇编成文字资料并印刷成册。

生于 1915年的曹宝余烈士，1942

年参加革命，1943 年加入新四军，同

年入党，1946年牺牲。多次走访烈士

亲属后，“为英烈画像立传”创作组成

员详细了解其英勇事迹及体貌特征，

并参照大量相关文史资料佐证，尽力

还原这名烈士生平和战斗经历。

“接到为英烈画像这个任务，我

感到非常荣幸，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沉

甸甸的责任。”盐城市人物画院副院

长武凯军告诉笔者，“许多烈士生前没

有照片，牺牲时子女还很年幼，不能准

确还原烈士相貌。根据文字描述做到

形似，难度太大了。”他们和寻访人员

下村入户，了解每一位烈士的故事，对

烈属的描述进行反复确认，不断对画

稿进行调整打磨。“最难还原的是细

节。”武凯军介绍，“比如有的烈士是机

枪手，有的是炊事员，有的是排长，因

身份不同，他们手里拿的枪也是不同

的。”为了让细节更加真实丰满，他还

查阅了许多兵器方面的书籍，完善对

烈士战斗场景的刻画。

王 应 时 1944 年 参 加 革 命 ，1946

年开始从事地下工作，1947 年 2 月被

捕 后 遭 敌 人 杀 害 ，牺 牲 时 年 仅 26

岁。“听老辈人讲，父亲长得很高，浓

眉大眼，眼睛炯炯有神。”对于王春华

来说，这是父亲留给他的唯一印象。

当收到父亲王应时的画像和人物传

记成稿时，烈属王春华激动不已：“谢

谢你们，不仅让我看到了父亲战斗的

样子，也了解了他的战斗故事。”

“无数烈士浴血奋战、光荣牺牲，

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美好生活。英雄

已经远逝，但是我们作为后人不能忘

记，也不应该忘记。”东台市人武部领

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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