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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苑

清明节前夕，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组织官兵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回望

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图为官兵在敬献鲜花。 徐 伟摄

清风簌簌，苍柏挺立。清明时节，

各地纷纷开展缅怀英烈活动，有的前

往烈士陵园，向英烈敬献鲜花；有的走

进革命纪念馆，重温革命先辈的故事；

有的登录网上纪念堂，为英雄点一炷清

香……人们在致敬英雄中传承红色基

因，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历史的天空，英烈灿若群星，熠熠

生辉；岁月的长河，英烈功勋卓著，精神

长存。历史不会忘记，在风雨如晦的年

代，是革命先辈高擎信仰的火炬，义无

反顾地踏上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

奋斗的征途；在民族危亡之际，是他们

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

城，前仆后继赴国难；在党和人民需要

的时候，是他们挺身而出、英勇斗争，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千万英

烈，夯实了共和国大厦的坚实基座；无

数英魂，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英烈不能被遗忘，历史不能被掩

埋。如今，战争的炮火硝烟已经远去，

华夏神州在党的领导下，已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

正是先烈们舍生忘死，才有了国家的富

强、人民的幸福。没有他们的流血牺

牲，就不会有现在的和平与发展；没有

关于英雄的共同记忆，就不会有民族的

价值传承。红色记忆时刻不能忘，红色

基因须臾不可丢。

“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

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

贡献。”强大的国家不会丢弃过去的历

史，屹立的民族不会忘记自己的英雄。

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到施行英雄烈士保

护法；从出台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

法，到制定烈士公祭安葬办法，一系列

致敬英烈、崇尚英烈的国家行动，推动

烈士褒扬工作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纪念

设施管护水平有力提升，英烈精神宣传

弘扬成效显著，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

激发了强国强军磅礴力量。

前不久，一段短视频火爆网络：两

名当代大学生在吃年夜饭时穿越到抗

美援朝战场上，当前线战士询问大学生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及其他历史事件的

具体时间时，两名大学生居然都记不

清、答不出。虽然这只是一部网络视频

短剧，却足以引起我们深思。曾担任志

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说：“忘记过去

就意味着背叛。历史、英雄与共和国同

在。”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而奋斗牺牲

的无数英烈们，我们怎能忘记他们呢？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是一座精神丰

碑；每一次对英烈的致敬，都是一次精

神传承。现实生活中，却有那么一些历

史虚无主义者，借助网络平台，质疑英

烈、抹黑英烈、诋毁英烈。对此，我们必

须严肃反驳、严厉打击，一切颠覆历史

的险恶行径必将遭到人们的唾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是最生

动的教材。我们应以清明节为契机，通

过瞻仰纪念碑、祭扫烈士墓等活动进行

国防教育，大力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全民

国防观念，积极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关心

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良好氛围。

山河无恙，丰碑无言。让我们共同

铭记英烈们的丰功伟绩，共同守护国家的

安宁与繁荣，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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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绍龙、特约记者蔡永连

报道：“要加强锻炼，把体重减下来，下

半年还可以继续报名应征……”连日

来，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征兵办刚开通

落选应征青年电话专线不久，许多上半

年落选的应征青年纷纷打来咨询电话，

工作人员逐一讲解落选原因，并提出针

对性建议，帮助落选青年及家长解开思

想疙瘩。

为做好落选应征青年跟踪服务，上

半年新兵起运后，区征兵办立即在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开通电话

专线，安排专人负责电访工作。区征兵

办负责人刘小兵介绍，应征青年的落选

原因各异，区征兵办通过开通专线、上

门走访等方式与他们建立联系，帮助他

们疏导心理压力、解决实际问题，尤其

是帮助在上半年竞争中落选的“双合

格”应征青年重拾参军信心，重燃报国

热情。

参加了役前教育，最后因积分排

名靠后而落选的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汪晨有些失落：“体检政考都合格，

到了最后环节落选，说不遗憾是不可

能的。”记者在该区征兵办公示的《预

定新兵量化排名表》上看到，该区今年

上 半 年 应 征 报 名 人 员 人 数 多 ，“ 双 合

格”应征青年人数达到兵员征集任务

数的 2 倍，通过对学历层次、专业技能、

役前教育训练表现等要素进行量化赋

分排名，近半数“双合格”应征青年遗

憾落选。

经过学院武装部工作人员的分析

讲解和开导鼓励，汪晨明白，他的丢分

项 主 要 在 体 能 考 核 上 ，他 表 示 ，接 下

来，准备在学院武装部的指导下，重点

提升体能。

该 学 院 武 装 部 干 事 罗 杰 宇 新 介

绍，学院在上半年征兵中有 40 余名在

校大学生落选。对此，武装部梳理出

落 选 应 征 青 年 花 名 册 ，逐 人 建 档 立

卡，帮助分析原因、找到差距；坚持每

周组织体能训练，并提醒饮食注意事

项，督促他们保持健康的体魄。罗杰

宇新说，不少青年只是由于体重不达

标等可弥补原因落选，只要尽快补上

短板，仍有很大机会参军报国。

记者从该区征兵办了解到，他们还

为上半年“双合格”落选应征青年制定

了利好政策，增设加分项，规定“双合

格”落选应征青年如下半年继续报名应

征，经体检、政考合格并参加役前教育

训练后，可获得相应加分。区征兵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何凯表示，兵员充足为

“优中选优”提供了更多选择权，他们一

定将综合素质强、入伍意志坚决，具备

备战打仗所需专业技能的高素质兵员

选送入军营。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做好落选应征青年跟踪服务工作

疏导压力 加油鼓劲

“爸妈，你们一直牵挂的二儿子索

维亮找到了！过几天，我就带家人去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看他……”清明节

前夕，在江苏省泗洪县乔庄村，85 岁的

索为平跪在父母坟前，向二老念叨一个

盼了 70 多年的好消息。

今 年 1 月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 发 布

10 位 在 韩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烈 士 寻 亲

成 功 的 消 息 ，其 中 就 有 索 维 亮 烈 士 。

得 知 消 息 的 那 天 ，索 为 平 热 泪 盈 眶 。

70 多年的期盼等待，这一刻终于有了

结果。

索维亮，1928 年出生，1948 年 5 月

参军，1952 年 9 月随部队奔赴抗美援朝

战场，1953 年 10 月牺牲，2020 年迎回安

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我终于知道二哥安葬在哪了。”索

为平告诉笔者，她兄弟姐妹 5 人，索维

亮是她二哥。如今兄弟姐妹中健在的

只有她一人。索维亮牺牲后，父母一直

想到索维亮的墓前看看。“那些年，他们

一有机会就托人去找当年和二哥一起

出国作战的战友，打听二哥的安葬地

点。直到二老去世，也没消息。”说到这

儿，索为平眼眶湿润了。为完成父母遗

愿，这些年她一直都在寻找，但是始终

没有找到。

转机终于出现。2022 年 7 月，退役

军人事务部发布为归国志愿军烈士寻

亲的通知，其中提到了“江苏泗洪人索

维亮”。

“为英烈找到亲人，帮烈属实现愿

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泗洪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告诉笔者，看到这

个通知后，泗洪县专门成立索维亮烈士

寻亲专班，第一时间展开工作。考虑到

当地索姓人员不多，且分布比较集中，

工作人员进村入户，一家一家走访。在

金锁镇乔庄村，他们找到了索为平。经

初步确认，索为平与索维亮烈士的信息

基本吻合。至于姓名中“为”“维”不同，

索为平解释说，当年户籍登记时，误将

“维”写成了“为”。

为进一步确认索为平与索维亮烈

士的亲缘关系，2022 年中秋节当天，寻

亲专班带着索为平和侄儿索长领、索长

兵到泗洪县第一人民医院采集 DNA 样

本，并专程送至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

定实验室进行比对。

“从前年中秋节去医院采血样开

始 ，我 每 天 都 盼 着 结 果 ，吃 不 好 睡 不

香。这下，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索为平说，眼下最大的心愿就是去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看看朝思暮想的

二哥。

泗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 表 示 ，他 们 将 根 据 索 为 平 身 体 状

况，安排专人陪同她去沈阳祭奠索维

亮烈士。

据介绍，近年来，泗洪县积极开展

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寻亲专班先后赴

辽宁、云南、甘肃、河南等地，已成功为

16 名烈士找到亲属。

左上图：2022 年中秋节，索为平在

泗洪县第一人民医院采集 DNA样本。

罗 威摄

江苏省泗洪县开展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

心心念念，漫长等待终圆梦
■梁广伦 本报特约通讯员 万东明

3 月 28 日 ，在 辽 宁 省 沈 阳 抗 美 援

朝烈士陵园，举行了一场清明祭英烈

暨烈士画像捐赠仪式。仪式现场，接

过由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志愿者绘

制的父亲画像，烈士后代祝江波激动

不已。

72 岁的祝江波从未见过父亲，早

在 1951 年 10 月，她的父亲祝志敏随部

队参加抗美援朝，在一次运输物资时

遭空袭遇难，壮烈牺牲。祝江波告诉

笔者，父亲随部队出国作战时，母亲刘

澄已怀有身孕，遗憾的是没等到她出

生，父亲就牺牲了。“父亲只留下一张

被帽檐挡住双眼的照片，母亲常说我

的眼睛像父亲，要是能有一张清晰的

画像就好了……”春节前夕，在军地联

合慰问军烈属时，沈阳警备区政治工

作处干事王飞得知祝江波的愿望，并

记在了心上。

3 月初，沈阳警备区与东北育才悲

鸿美术学校开展共建活动。“能否通过

画 像 的 方 式 让 烈 士 家 属 与 烈 士‘ 见

面’？”这一想法出现在王飞心头，经过

与该校负责人交流后，双方一拍即合，

该校决定征集 10 名师生志愿者，组成

“为烈士画像”活动小组，帮有需要的烈

士家属圆梦。

很快，沈阳警备区工作人员走访烈

士家属，统计各个家庭实际情况，并组

织该校志愿者着手为烈士画像。清明

节前夕，他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举行烈士画像捐赠仪式，现场将装裱好

的画像，赠送给烈士家属。

“等过几天，我就可以带着父亲的

画像去给母亲扫墓，我想母亲一定很欣

慰。”活动当天，祝江波双手轻抚画像，

不禁流下眼泪。

“ 副 军 长 ，70 多 年 后 我 们 又 见 面

了 ，给 您 敬 礼 ！”90 岁 的 抗 美 援 朝 老

战 士 曾 国 兴 ，将 画 像 放 在 志 愿 军 39

军副军长吴国璋烈士墓前，向老首长

敬 礼 致 敬 。 70 余 载 再“ 相 逢 ”，曾 国

兴难掩激动之情，紧紧握住画像绘制

者朱若涤的双手，再三道谢。“这张画

像 太 珍 贵 了 ，我 要 把 它 放 在 书 桌 前 ，

这 样 就 可 以 每 天 和 老 首 长 说 说 心 里

话了。”

活动现场，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

带队老师刘寅告诉笔者，接下来，他们

会组织志愿者为烈属画上一张“全家

福”，把烈士事迹绘制成一本红色故事

宣讲册，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和爱国主义

教育的珍贵教材。“每一幅画像背后，都

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以后我们会坚持下

去，为缅怀英烈、致敬英雄尽一分绵薄

之力。”

左上图：抗美援朝老战士曾国兴接

受由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学生朱若

涤绘制的吴国璋烈士画像。

张 琪摄

辽宁省沈阳市军地组织清明祭英烈暨烈士画像捐赠仪式—

真情描摹，再现容貌慰亲人
■荣俊运

3 月 29 日，位于云南省开远市三台

寺烈士陵园的王贵兴烈士墓前，摆放着

一束束洁白的菊花。看着修葺一新的

墓地，烈士亲属王继拉着对烈士迁葬工

作情况进行回访的昆明军事检察院和

开远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的手连声

道谢。

2023 年底，云南省军地检察机关

在开展烈士纪念设施公益保护调研时

发现，开远市白龙坡陵园内烈士墓与非

烈士墓混葬问题较为突出，且未安排专

人进行管理维护，存在不同程度的损

坏，未能保持烈士纪念设施该有的庄

严、肃穆的氛围。

今年初，昆明军事检察院和开远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联 合 向 联 勤 保 障 部 队

第 926 医 院 、开 远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启动烈士迁葬

工作。军地召开联席会议，经过反复

磋商、明确分工，历时 2 个多月最终确

定 由 联 勤 保 障 部 队 第 926 医 院 、开 远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将王贵兴等

72 位 烈 士 遗 骸 迁 葬 至 三 台 寺 烈 士 陵

园，并交由开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管

理维护。

“在云南安息的烈士有近 2 万名，

其 中 散 葬 烈 士 墓 6000 余 座 。”云 南 省

军区领导告诉记者，近年来，《烈士褒

扬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出台后，

云南省军地积极推进“慰烈工程”，下

发了《云南省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

保护工作指导性意见》，各地建立工作

目标管理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和检查

考核制度，高标准开展零散烈士纪念

设施抢救保护工作。他们对无人看管

的散葬烈士遗冢（骸），核实身份信息

后，就近迁入烈士陵园，方便群众瞻仰

凭吊。

位于禄劝县的九龙红军烈士洞，曾

经 埋 葬 着 21 名 红 军 烈 士 。 2022 年 5

月，禄劝县启动烈士遗骸清理、鉴定、重

新安葬工作，对烈士遗骸进行清理挖

掘 。 2023 年 5 月 6 日 ，前 期 工 作 完 成

后，禄劝县举行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

式，将烈士遗骸迁入新落成的九龙“红

军洞”烈士陵园。仪式当天，从四面八

方赶来的群众怀着敬仰之情，依次向烈

士墓敬献鲜花。

前不久，该省军地联合成立督导

组赴 10 余个州市，对 2024 年第一批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进行管理检查复核工

作，实地查看零散烈士墓修缮情况，对

烈士墓碑、围墙、纪念广场等设施进行

巡检巡查，全面掌握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管理现状，持续推进烈士纪念设施

“建、管、用”工作。据统计，该省已完

成 1118 座零散烈士墓搬迁、973 座烈士

墓就地整修、50 处陵园外烈士纪念设

施修缮、82 个烈士陵园整修、165 个烈

士陵园必要配套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

善了县级及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

体面貌，有效提升了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红色教育功能。

左上图：云南省禄劝县九龙“红军

洞”烈士陵园举行烈士遗骸安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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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军地推进“慰烈工程”做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

集中安葬，昔日战友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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