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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阳光下，翠柏苍劲挺拔，无名烈

士墓碑静静躺在茵茵绿草中，革命烈士

纪念碑高高矗立天地间。

“这里和 5年前完全不一样了。”3月

25日，河南省军地检察机关人员来到方

城县小史店镇烈士陵园，查看纪念设施

保护管理情况，并祭奠英烈。看到眼前

场景，方城县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

任王宏十分感慨。

小史店镇大李庄村是解放战争时期

一处野战医院所在地，战争期间 100 余

名解放军伤员经抢救无效牺牲，村民协

助医院将他们安葬在村东岗的一片荒

地。2019年，军地检察机关人员来到这

里，看到墓地因长期无人管理，杂草丛

生。在军地检察机关监督下，小史店镇

政府筹措资金进行全面整修，并安排两

名村民负责日常管护。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有县级以上

烈士纪念设施 133 处，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 621 处。近年来，河南军地检察机关

先后部署开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红色

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一大

批革命遗址、烈士陵园、散葬烈士墓得到

修缮和升级改造，英雄烈士的安息地、纪

念场馆得到有效保护。

清明节前夕，河南军地检察机关开

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公益诉讼“回头

看”活动，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配

合下，对部分市县的革命遗址、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管理现状进行实地走访和

抽查。

活动中发现，一些未迁入烈士陵园

的散葬烈士墓，少数由乡镇管理的烈士

陵园、革命纪念场馆，还存在管理力量

薄弱、保障经费不足、所用土地待确权

等情况。但多数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有

关职能部门主动作为的意识更强了。

烈士纪念设施、革命纪念场馆具备了良

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并在保护的同时更

加注重发挥教育功能，很多已成为广大

党员干部、青少年接受红色教育的重要

阵地。桐柏县月河镇的一个纪念场馆

就是典型。

“这位烈士是周耀杰，是我们月河

人。1926 年 2 月，周耀杰回乡建立南阳

地区第一个党小组。1929 年 4 月，他在

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此时南阳革命的

星火已呈燎原之势……”在桐柏县月河

镇月河村南阳地区第一党小组展馆，因

讲解员当天请假，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周正临时担任讲解员，对烈士故事和当

地革命历史如数家珍。

“我们看到，在保护好、管理好烈士

纪念设施过程中，当地干部群众越来越

了解革命历史，越来越会讲革命故事。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督促配合相关单位

做好保护工作，让烈士纪念设施保持庄

严肃穆，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郑州军

事检察院检察长魏京哲表示。

红 色 薪 火 传
—河南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开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公益诉讼“回头看”活动

■冯 源

图①：在福建省厦门烈士陵园，厦门实验小学学生向英

烈致敬。 唐光峰摄

图②：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丁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

人员为李树青烈士墓张贴“红色守护二维码”。 朱俊杰摄

图③：安徽省池州市“红色守护”行动志愿者为池州烈士

英名墙描红。 朱俊杰摄

图④：安徽省池州市“红色守护”行动志愿者为王英发、

杜荣楷烈士扫墓。 朱番翻摄

寻 找

为每位烈士找到“亲人”

3 月 30 日，天刚蒙蒙亮，池州市青

阳县人武部职工、“红色守护”行动志愿

者刘平驱车 60 余公里，赶往郊外陵阳

镇柯村。他要赶在清明节前清理打扫

徐 小 保 烈 士 墓 ，迎 接 附 近 村 民 和 学 生

祭奠。

徐小保是一名红军烈士，1934 年因

叛徒告密被捕，被敌人残忍杀害，村民

忍着悲痛将他秘密安葬。多年来，由于

安葬地点隐蔽，这座红军墓鲜为人知。

直到 2021 年，刘平对青阳县散葬烈士墓

进行摸底调查时发现线索，才找到徐小

保烈士墓。烈士墓得以重修，刘平成为

守墓人。

“寻找烈士墓，不只是寻找一个烈

士名字、一段革命故事，更是寻找一种

精神、重温一种信仰。”池州军分区领导

介绍，散葬烈士墓大多位置分散、交通

不便、缺乏专门管护力量。2021 年，池

州市军地联合开展“红色守护”行动，组

织市、县、乡、村四级对全市散葬烈士墓

展开摸底调查，并建立“红色守护”志愿

服务体系，吸纳退役军人、民兵、青少年

学生和村民加入，协助进行数据采集、

档案建立、史料挖掘等工作。

作为骨干力量，刘平是多个“红色

守护”微信群的群主。他在群里实时发

布工作动态、发动热心群众、招募志愿

者。“寻找烈士墓、查找烈士信息、关爱烈

属，很多人都觉得很有意义、愿意参与，

但不了解参与渠道、行动方式，需要组

织、引导和激励。”刘平说，在组织活动过

程中，管高远的故事影响带动了很多人。

管高远是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村

民。多年前，管高远就知道自家茶山上

有一座无名烈士墓，也萌生过为烈士扫

墓的想法，但当地习俗对祭扫其他人家

的 墓 地 有 忌 讳 ，所 以 他 一 直 没 采 取 行

动。2021 年 4 月，村里开展散葬烈士墓

调查时，他报名成为一名“红色守护”行

动志愿者，希望一起查找烈士身份。

经过一个多月走访比对，确认这里

安葬着两名解放军战士——1949 年池

州解放前夕，为了保护群众，两名战士

在与反动残余势力斗争中不幸牺牲，当

地村民将他们合葬。烈士的事迹深深

触动了管高远，他主动提出为烈士寻亲

并申请为他们守墓，彻底放下从前的忌

讳。管高远说：“没有他们哪来我们的

今天呢？我觉得他们就是亲人！”

青山处处埋忠骨，英魂处处有“亲

人”。3 年多来，池州市“红色守护”行动

志愿者的足迹遍布乡村山林，协助有关

部门建立起完善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电子台账，精确记录烈士墓地理位置、

烈士生平事迹、修缮前后照片等信息；

将 104 处散葬烈士墓分别迁入 4 座烈士

陵园集中安葬；其余无法迁移的 258 座

烈士墓，每一座都安排了一个至少 3 人

志愿者小分队进行守护。

守 护

一座烈士墓一个小分队

江南春意渐浓，草长莺飞。

清明节前夕，郑立友烈士墓前，一

家三口前来祭扫。东至县昭潭镇中心

学校四年级学生陈良骁仔细打扫地面，

母亲卢凤莉清除杂草，父亲陈锋为烈士

墓碑描红，一家人一起忙碌着。

郑立友烈士是东至县人，1934 年参

加红军，在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中被敌人逮捕杀害，后安葬于昭潭镇。

2021 年，当烈士墓被发现时，墓碑已破

损、碑文难以辨认。东至县退役军人事

务 局 工 作 人 员 立 即 查 找 档 案 、走 访 调

查，最终确定是郑立友烈士墓，并在东

至县木塔乡找到了烈士后人。

2022 年清明节，昭潭镇中心学校组

织少先队员为烈士扫墓，陈良骁与“红

色守护”行动志愿者们一起祭扫郑立友

烈士墓。烈士宁死不屈的精神和志愿

者精心的守护，打动了陈良骁幼小的心

灵，他回家后动员家人一起参与“红色

守护”行动，父母欣然同意。于是，这个

家庭小分队守护烈士墓至今。

“小分队志愿者一般是烈士墓附近

的居民，方便就近管护。”青阳县丁桥镇

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秦伟介绍，该

镇共有 11 座散葬烈士墓，分布在各村的

偏远山区，由于历史原因和亲属意愿等

未集中迁葬。为便于管理，他们从附近

招募志愿者，安排村干部牵头进行日常

维护，并为每座烈士墓编号、制作“红色

守护二维码”。

“006 号烈士墓，姓名甘朝廷，1948

年 11 月 9 日给游击队送信时，被乡公所

逮捕并杀害。”在丁桥镇天屏村一座烈

士墓前，记者通过手机扫码读取到烈士

信息。除基本信息外，二维码还包含 3

人志愿者小分队的联系方式。

“这是我们对烈士墓进行数字化管

理的一个尝试。”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优待抚恤科科长张智介绍，对于散葬烈

士墓，他们结合实践经验确定了“划分

片区、就近迁移，相对集中、分级管理，

应修尽修、不漏一处”的工作原则，将地

处偏远和破损严重的烈士墓迁移至烈

士陵园，不能迁移或烈士遗属不愿迁移

的，就地修缮管理。

墓前干净整洁，墓碑肃穆庄严，墓

旁有醒目的保护标识……张智介绍，截

至目前，池州市 258 座没有集中迁移的

烈士墓，都按照“有规定保护范围、有设

置保护标识、有烈士墓碑和有良好周边

环境”的标准得到有效管护。

传 承

志愿者人人讲烈士故事

“一是不能让草盖住了墓，二是墓

上不能有杂物，三是会讲被守护烈士的

故事。”一直参与“红色守护”行动的青

阳县人武部文职人员鲍含，总结了志愿

者小分队的工作要求，守护行动简单易

行，有助于发动更多人参与并坚持。

贵池区梅街镇和平村的村民很多

都是“红色守护”行动志愿者，都会讲烈

士故事。

“我们村章家有 4 位红军烈士，他们

年纪轻轻干大事，都是为了咱老百姓能

过上好日子。”3 月底，梅街镇多家单位

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到和平村开展教育

活动，村民志愿者在红色党建广场为大

家讲述烈士故事。“章克耀 31 岁就当上

红军独立团团长，章仁启 23 岁就是副团

长，当年他们俩把乡里人组织起来干革

命，可惜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章雪

南做的是地下工作，专门负责搜集传递

情报，平时干农活搞生产，直到牺牲后，

大家才知道他是一名红军交通员。章

秀林 20 岁干革命，21 岁就牺牲了……”

“老百姓口口相传的红色故事很有

生命力。”该村党总支副书记章荣开说，

4 位烈士原先安葬在村里的农田里，现

已迁入烈士陵园。村里为褒扬家乡烈

士建设了红色党建广场，鼓励村民担任

义务讲解员，铭记英烈、学习英烈。

“红色守护”行动开展以来，1500 余

名志愿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积

极 参 与 祭 扫 保 障 工 作 ，还 挖 掘 整 理 出

100 余名烈士的故事，收录进《池州英烈

故事汇》。池州市军地还联合在当地媒

体开设“红色革命故事”专栏，广泛宣传

英烈故事。

3 月 27 日，一支由基干民兵和少先

队员组成的“红色守护”行动志愿者队

伍，来到贵池区墩上街道茅坦村为王英

发、杜荣楷烈士扫墓。少先队员柏语昕

说：“以前很害怕到墓地，参加‘红色守

护’行动后，我觉得烈士们很亲，因为我

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知道了他们

为什么牺牲……”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池州市军

地精心管护烈士纪念设施，传承英烈精

神，“红色守护”行动也将持续开展下去。

本版制图：王秋爽

“忽见家家插杨柳，始知今日是清

明。”春风拂煦，气宇澄清，又是一年清明

时节。全国各地军民前往烈士陵园等地

祭扫、瞻仰，追思先烈、缅怀忠魂，在铭记

历史中唤醒红色记忆，在慎终追远中汲

取奋进力量。

“黄沙血染英雄骨，碑碣永留万古

名。”祖国大地，一座座烈士墓碑、一处处

烈士陵园、一个个纪念场馆，都是闪亮的

精神地标。据了解，我国国内现有烈士

墓 98.9 万余座，烈士纪念堂馆、碑亭、塔

祠、塑像等纪念设施 2.9 万余处。这些烈

士纪念设施，铭刻着革命先烈的伟大牺

牲，连结着中华儿女的心灵家园，永远不

能淡忘，永远不能荒芜。

烈士忠魂，山河永在；英雄正气，千

古不磨。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从红军烈士纪念塔，到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每一处烈士纪念设

施，都是一块信仰的高地，都是一座精神

的丰碑。每一座烈士墓碑的背后，都是

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明确：“国家

建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供公众瞻仰，悼

念 缅 怀 英 雄 烈 士 ，开 展 纪 念 和 教 育 活

动。”致敬英烈，是铭记，是缅怀，更是唤

醒，是教育。

曾经，烈士纪念设施，在敌人眼里是

必须扑灭的革命火焰，而在党和人民群

众心中，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走近

烈士纪念设施，以山为灵，以木为魂，以

石为碑，可以见物、见人、见事，更可以见

思想、见精神、见情操。躯壳纵填沟壑

去，精神犹在海天张。每一次深深的鞠

躬，每一次深情的凝望，每一次庄严的纪

念，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英烈身上“我以

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山崩于前舍

命擎”的民族血性、“愿得此身长报国”的

牺牲精神。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

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

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最深的

悼念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气清

景明、思古怀今，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遍布

各地的烈士纪念设施，手捧一束鲜花，聆

听一段故事，和英魂“对话”、与崇高“同

行”，始终保持英雄烈士身上的“那种精

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以

英雄之气壮我之心，以英烈事业为我之

志，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将先烈开创、奋

斗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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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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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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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守护”志愿者在行动
—安徽省池州市军地发动社会力量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

■王齐斌 朱俊杰 本报特约记者 蔡永连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首诗，是唐朝诗人
杜牧任池州（今安徽池州）刺史时所作。

清明节，是祭祀祖先、寄托哀思的日子。近年来，每到清明
节，池州军民坚持缅怀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池州地处皖南山区，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红
七军、红十军，新四军第七师沿江团等我军部队曾在此浴血奋
战。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将士牺牲后长眠在他们战斗的土地
上。近年来，随着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不断加强，池州市大
多数烈士墓实现集中管护，但仍有一些散葬烈士墓存在管护力
量不足等问题。

不让一位烈士被遗忘，不让一座烈士墓受冷落。2021年开
始，池州市军地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红色守护”行动，破解散葬
烈士墓管护难题。3年多来，池州市 362座散葬烈士墓全部“入
编”，1500余名志愿者纷纷“入列”，2万余次“红色守护”志愿行
动相继开展……崇尚英烈、学习英烈在这座古城蔚然成风。

国防广角国防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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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福建省福州第二十二中

学师生到文林山革命烈士陵园缅怀英

烈。“1958年，飞行员杜凤瑞驾驶战机迎

敌，连续击落两架敌机后，不幸中弹，英

勇牺牲……”在陵园革命英烈事迹陈列

馆看到这样一段介绍，初二学生张曦慧

和同学感慨：“以前只是听说过烈士的名

字，今天才知道他就安葬在这里，第一次

了解到他的英雄壮举。”

同一天，在龙岩市，长汀县一中组织

师生来到长汀县烈士纪念园，清理纪念

园杂草、擦拭墓碑、参观革命英烈事迹陈

列馆、召开主题班会。在漳州市，芗城区

第二实验小学组织百余名学生来到漳州

市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在烈士事迹展厅

聆听二级战斗英雄马国民讲述边境作战

故事。

清明节前后，“百园千校清明祭英

烈”活动在八闽大地广泛开展。据悉，

此项活动由福建省委文明办、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牵头组织，遴选全省 1000 所

中小学校与 173 个各级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单位，从 3 月 27 日至 4 月 10 日，按

照就近原则，组织学生走进烈士陵园，

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

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

“擦拭一遍墓碑、敬献一束鲜花、进

行一次描金描红、重温入团（入队）誓词、

写一张寄语卡片、讲述一个先烈故事，青

少年通过这些实际行动表达对先烈的哀

思，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革命精

神，增强爱国意识。”福建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领导介绍，英烈故事常讲常新，青少

年常学常新。

“没有生来的英雄，只有无畏的选

择。”近日，在屏南县革命烈士陵园，卫国

戍边英雄陈祥榕的画像前摆满了橘子和

鲜花。

“陈祥榕哥哥热爱祖国、不怕牺牲的

精神鼓舞着我，他是我心中的英雄、学习

的榜样。”参加祭扫活动后，屏南县古峰

二小四年级学生吴雨倩说。

清明祭英烈，丰碑励人心。临近清明

节，来文林山革命烈士陵园的人数逐渐增

多，一拨又一拨的学校师生和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人员前来缅怀祭奠英烈。陵

园管理处干部王秋圆说：“陵园位置虽然

偏僻，但最近人流如织。”

为更好地传承弘扬英烈精神，“百园

千校清明祭英烈”活动期间，福建各地还

积极邀请老战士、老英雄到烈士陵园开

展“我与老兵面对面”宣讲，讲述革命烈

士在福建这片热土上抛头颅、洒热血的

感人事迹，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清明节期间，福建军地还将集中开

展“传承英烈精神”进校园、为烈士寻亲、

为烈士画像、走访慰问烈属等系列活动，

营造崇尚英雄、缅怀英烈、关爱烈属的浓

厚氛围。

英 烈 故 事 新
——福建军地联合开展“百园千校清明祭英烈”活动

■姚 云 本报特约记者 徐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