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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年清明

时。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网信

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

防动员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的通知》，部署开展以缅怀先

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重点的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这次活动从 3 月下旬持

续至 5 月中旬，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必将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崇尚

英雄、缅怀先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用英烈精神凝心

聚力、培根铸魂。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从神州陆沉中奋起，于一穷二白中奋

进，在“开除球籍”边缘奋斗，我们的国家和

民族一路走来，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

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据统

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 2000万

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自

己宝贵的生命，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

留下姓名。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

涛。”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先辈们

或沥血孤营，或横刀敌阵，或鏖战沙场，

或昂首刑场。多少年轻的生命，铺展成

绚丽的晚霞；多少悲壮的牺牲，化作宁

静的黎明。伏契克说过：“为了争取将

来的美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石质

的雕像。”革命烈士是“拿出自己的生命

去殉我们的事业”的人，是“将生命价值

发挥到顶点”的人。每个先烈的安息之

所，哪怕是一座无名的坟、一块无字的

碑，都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精神圣地”。

“躯壳纵填沟壑去，精神犹在海天

张。”英烈不是点燃的蜡烛，而是一束纯

净的阳光。蜡烛有燃尽之时，而英烈的

精神光芒永驻。英烈身上所体现的“捐

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情怀，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忧患意

识，“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的高尚

境界，“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的献

身精神，是我们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

精神密码，也是我们今天凝心铸魂、固

本培元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

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

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

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踏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

的前途无比光明，我们的使命任重道

远。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前进路上，我

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船

到中流、人到半山”的艰险，也比任何时

候都更加需要“雄健的精神”的支撑。我

们缅怀英烈、学习英烈，从英烈精神中持

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正是英烈精

神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

人。”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应责无旁贷

地传承英烈精神，续写英烈未竟的事

业。应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

向打仗用劲，提振奋斗者的精气神、展现

追梦人的新作为，知重负重、苦干实干，

跑出新时代奋斗强军加速度，全力以赴

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用 英 烈 精 神 培 根 铸 魂
■庄 戈 刘佳雯

本报讯 龙礼彬、特约记者郭冬明

报道：用电子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一朵

洁白的菊花便在屏幕上绽放开来……清

明节前夕，江西省吉安军分区组织“我给

先烈献枝花”网上签名活动，官兵陆续走

进军史馆，逐一签下自己的名字，向先烈

“献花”致敬。

“我们发挥政治工作云平台作用，组

织官兵开展此次网上祭扫。”该军分区领

导说，他们依托现有技术平台，运用信息

手段将驻地烈士陵园、红色展馆等，以全

景方式在网上立体呈现出来，组织官兵

通过网上签名、互动留言等方式缅怀先

烈、寄托哀思。

据介绍，日常工作中，该军分区还与

驻地军属、烈属建立常态联系机制，定期

组织官兵进行走访慰问，成立小分队开

展“送健康上门”系列活动，积极协调解

决急难愁盼问题。同时，他们组织退役

军人成立“新长征志愿服务队”，开展“替

烈士看爹娘、为烈属办实事”等活动，以

实际行动让军属、烈属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与温暖。

记者走进该军分区军史馆，用电子

笔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掏出手机扫

描位于电子屏右下方的二维码，烈士陵

园、遗址遗迹、烈士名录等信息索引便

呈现在眼前。“通过扫描二维码，官兵在

缅怀先烈的同时，还能了解战斗故事、

英雄事迹等，不断汲取精神力量、强化

使命担当。”该军分区政治工作部一位

干部对记者说。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

网上祭扫寄哀思
本报讯 梁敏响报道：“正是像陈

延年、陈乔年两兄弟那样，无数革命先

烈用青春与热血寻找救国道路、坚持

不 懈 斗 争 ，才 换 来 了 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3 月底，武警合肥支队组织官兵

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活动。站在延乔路上，一级上士刘飞

龙看到繁华的街景感慨地说。

“我们组织官兵到渡江战役纪念

馆、蜀山烈士陵园等地，重温辉煌战

史，传承先辈精神，引导大家化追思

为责任、化崇敬为使命，立足岗位砥

砺奋进。”该支队领导介绍说，期间，

他们还组织红色故事“微讲堂”、“礼

赞英烈岗位建功”演讲、为烈士墓碑

描文等配合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缅怀

先烈、祭奠忠魂。

渡 江 战 役 纪 念 馆 烈 士 名 录 展 厅

里，素白的墙碑上镌刻着 8000 多名烈

士的姓名和籍贯信息。该支队官兵陆

续走进展厅，整齐列队，面向墙碑敬

礼、默哀。

仪式完毕，展厅里一封展陈书信

引起了二级上士刘晓乐的注意——

1949 年 4 月，战士刘世忠为家人寄出

这封家书后，不久便牺牲在解放南京

的路上。“美好的年华、宝贵的生命，

奉献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刘

晓乐说，接力的火炬如今传到自己和

战友手里，以后工作中，他将立足岗

位精武强能、练就过硬本领，争取取

得新的成绩。

武警合肥支队

红色场馆悼先烈

3月中旬，海军航空兵某团开展飞行训练。 张英锴摄

武警某部组织官兵缅怀先烈。 徐 伟摄

“老营长，我们来看您了！”清明节临

近，第 80 集团军某旅“四平立功营”营长

顾志恒，带着下连不久的新兵和官兵代

表前来祭奠老营长，表达崇敬和哀思。

老营长梁希武是辽宁本溪人，参加

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后来在抗美

援朝作战中中弹负伤。1956 年，由于劳

累过度导致旧病复发，梁希武病倒在岗

位上。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将我葬在

训练场的后山上。”

遵照老营长的遗愿，官兵含泪将他葬

在距离营区不到 3公里的一处山坡上，墓

碑朝着营区的方向。大家说，这样一来，老

营长就能一直看着他所热爱的部队了。

墓地远离繁华的都市，周边生长着

几棵松柏和一片灌木丛。60 多年来，驻

守在这里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每逢

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都会前来看望老

营长。这座象征忠诚与奉献的石碑，早

已成为大家心中的精神高地。

“向老营长敬礼！”墓前，顾志恒领

礼，官兵郑重地向老营长敬礼。自从来

到这个营，每年清明节，顾志恒都会带

下连新兵前来打扫墓地。在他看来，这

不仅是一种追思与缅怀，更是一次与老

营长跨越时空的相见。

献花致敬、清理杂草、擦拭石碑……

站在老营长墓前，二级上士李宏键思绪

万千。12年前，他从辽宁本溪应征入伍，

来到部队放下行李便和战友上了“入营

第一课”——到后山祭奠老营长。新兵

时的第一课，早已成为李宏键军营生活

的“必修课”，不管是工作中遇到了难题，

还是思想上有了困惑，他都会绕着营区

走一走或到老营长墓前坐一坐。

“想到老营长拼搏奋斗的一生，内

心就会充满力量，努力的目标也会逐步

清晰起来。”如今的李宏键是单位重点

培养的专业骨干，多次带领战友在重大

任务中攻坚克难、表现出色。他说：“每

次来祭奠老营长，我都暗暗告诫自己，

当兵就要像老营长那样，平时真抓实干

练好本领，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

身而出、不辱使命。”

虽已不在营里任职，该营“大功一

连”原政治指导员苗朕也专门来祭奠老

营长。山风吹拂，松柏微动，往事一幕幕

涌上心头。4年前，苗朕到“大功一连”任

政治指导员，到任当天便沿着弯曲的山

路徒步走到墓碑前，向老营长“报到”。

“这是营里的传统，干部到岗任职

都要到老营长那里‘报到’。”苗朕说，向

老营长“报到”除了表达敬意，更重要的

是在先辈面前立下干好工作的决心，激励自己不断奋发努力。

第一次上山祭扫，梁希武的故事就在苗朕心中扎下了根。抗美援朝战场，梁

希武带兵追击溃散之敌，行至一处山地时人困马乏、干粮不足，大家士气有些低

落。看到这一情况，他二话不说扛起 30多公斤的后驻锄，走在队伍最前面。这一

举动鼓舞了战友，大家快步跟上、追击逃敌……

“行动是最好的榜样，身体力行就是无声的号召。”苗朕说，老营长的故事让

他深受启发，每当工作中遇到难题，自己就学着老营长的样子“身先士卒”，很快

在连队打开了局面。后来，他将收集到的关于老营长的故事汇编成册，成为单

位新排长培训、带兵骨干集训的教材。

在一级上士苏钦茹看来，老营长当年提出把自己“葬在训练场的后山上”，

是一种无声的守护，更是一种殷切的期待。

“先辈的期待是鞭策，也是动力。我必须全力以赴、干出成绩，不辜负先辈

期望。”苏钦茹说，自己刚入伍时一度对军营生活不适应，从新兵营干部那里了

解老营长的故事后方才知道，“这里是先辈即使离世也不愿离开的地方，是心甘

情愿留下来守护的家”。

从那以后，苏钦茹像变了一个人。战术训练，他总要比别人多练几次；雪夜

潜伏，总是抢在前面；险重任务，从来不推诿、不逃避……汗水的浇灌，结出甜蜜

的果实。如今的苏钦茹，已成为全旅有名的技术骨干。一次实弹射击，炮车发

生意外故障。他请缨上阵，凭借过硬技能成功排除故障。

训练结束，苏钦茹面向老营长墓碑的方向，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入伍 15

年来，他已养成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或取得新成绩，都要以这种方式向老营长

“汇报”。“很多战友跟我一样，受到先辈故事的熏陶，立足岗位奋斗，凭借过硬技

能取得一个又一个佳绩。”苏钦茹说。

榜样力量穿越时空，红色血脉永续传承。一级上士刘俊波，在炮兵侦察专

业一干就是 10 多年，为单位帮带培养了 60 多名骨干；战士綦宏昌，考学失利后

不放弃，狠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不忘学习，终圆军校梦；火炮工程师于文达，经历

多次转岗矢志不渝钻专业、搞革新，多项成果获国家专利……

春风送暖，鸟语啁啾。仰望山坡，老营长的墓碑默默矗立。队伍里，年轻的

官兵步履铿锵，顾志恒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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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邓宏辉、记 者向黎鸣报

道：“射击时据枪要稳，同时保持均匀呼

吸……”近日，陆军某旅射击馆内，侦察营

中士陈唐谋为保障营官兵讲解示范射击

动作要领，大家根据他的指导纠正自己的

动作。自该旅跨营连调配使用组训骨干

以来，一批像陈唐谋这样的教练员发挥专

业专长，有效提升了整体训练水平。

“教练员是部队组训施训的重要力

量，只有把这支队伍素质搞扎实练过硬，

才能为提升训练水平打下坚实基础。”该

旅领导介绍说，以往，他们主要以建制营

连为单位组训，但因各单位教练员教学

组训能力参差不齐，部队训练质量提升

较慢。尤其是新大纲施行以来，部分训

练课目组训要求变高、实施难度增大，对

教练员队伍能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为

此，他们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打破营连

建制整合全旅教练员资源，开展专长化

任教，有效提升了训练水平。

实践中，该旅以“四会”教练员集训

为契机，由营连依据教学水平推荐优秀

教学骨干，经机关统一选拔培训、考核考

评后，根据教练员专业特长和营连训练

计划分配教学任务；鼓励教练员发挥专

长开展针对性、个性化教学，机关同步开

展训练督导，确保专业训练按计划有序

推进；畅通“教练员-分队主官”沟通链

路，确保训练效果及时反馈至营连，多向

合力提高训练质效。

“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侦

察空中目标时必须做到捕捉目标快、报

告情况快。”该旅综合训练场上，首席教

练员、二级上士张选明认真纠正新兵作

业中存在的问题。经验丰富的他针对具

体情况调整组训方式，帮助新战友快速

掌握方法技巧。

据介绍，该旅已有数十名教练员通

过考核，活跃在专业训练一线。期间，他

们通过“以老带新”“主次互补”搭配人

力、开展教学，给年轻教练员交任务、压

担子，帮带提高能力素质。

陆军某旅跨营连调配使用骨干力量

发挥专长教学 形成施训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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