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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桂楫烈士为了掩护同志，毅然

走进敌人设下的‘鸿门宴’，后来被敌

人杀害……”3 月 28 日，在安徽省宿州

市埇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夹沟镇政

府联合举行的“铸魂·2024·清明祭英

烈”主题祭扫活动现场，一名精神矍铄

的老人，为 200 多名干部群众和学校师

生讲述当地英烈故事。讲至动情处，

老人眼眶湿润。

这位老人名叫薛长道，今年 87 岁，

是 一 名 退 休 教 师 。 穷 苦 家 庭 出 身 的

他，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岁月，也耳闻

目睹了许多当地英烈的光辉事迹。受

此影响，他长期致力于发掘整理夹沟

镇英烈故事。

“是革命先烈的前赴后继，让穷苦

大众过上了好日子，也让我这个从小

就失去父亲的农村娃有机会成为一名

人 民 教 师 。”薛 长 道 说 。 1998 年 退 休

后，薛长道主动申请担任五柳烈士陵

园义务讲解员。“退休了，正好能发挥

余热，做些有意义的事回报社会，报答

党 的 恩 情 。”教 了 大 半 辈 子 书 的 薛 长

道 ，从 此 与 红 色 宣 讲 结 下 不 解 之 缘 。

这一讲，便是 20 多年。

薛长道家住夹沟镇，离五柳烈士

陵园大约有 6 公里的路程。昔日的村

路坑坑洼洼，一趟下来，经常是“雨天

一 身 泥 、晴 天 一 身 土 ”。 但 每 到 清 明

节等重要节日，他总是乐此不疲地跨

上 自 行 车 ，奔 向 心 心 念 念 的 陵 园 ，为

前 来 祭 扫 的 群 众 宣 讲 烈 士 故 事 。 平

时 ，只 要 有 人 需 要 讲 解 ，他 也 会 欣 然

前往。为了让大家能听清，薛长道自

费购买了扩音设备。“20 多年来，从原

来的铁皮小喇叭，到现在小巧的电子

扩音器，光设备就换了四五个。”薛长

道笑言。

2021 年，到五柳烈士陵园祭扫的

群众数量大幅增长。那年清明节，从宿

州市区、周边乡镇以及江苏省徐州市来

的干部群众有十几批，薛长道从早上 8

点多，一直讲到下午 1 点多。当天，聆

听薛长道讲述英烈故事的干部群众共

3000 余人。“当时薛老已经是 84 岁高

龄，但仍然全程精神抖擞地完成了讲解

工作。直到下午送走最后一批祭扫群

众，薛老才吃了一碗面。”五柳烈士陵园

管理员胡大勇对薛长道的认真劲由衷

敬佩。薛长道还经常受邀走进市、区机

关单位及学校、企业宣讲烈士故事。截

至目前，薛长道共参与宣讲活动 100 多

场，听众达 5万多人次。

“ 我 想 让 更 多 后 辈 了 解 英 烈 故

事。”多年来，薛长道坚持发掘整理烈

士事迹材料，有时要远赴外地实地走

访，查证史实。青山村有位王邦领烈

士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勇 斗 日 寇 、智 除 汉

奸，后不幸牺牲。因当时条件有限，家

人只能将王邦领的遗体草草掩埋，其

事迹鲜为人知。为还原烈士事迹，薛

长道探访多名知情人士。得知 90 多岁

的王家学老人对王邦领的故事较为了

解，薛长道多次登门拜访，并根据谈话

内容整理了《青山脚下英名常存——

壮烈牺牲的王邦领烈士故事》一文，发

表 于 新 四 军 历 史 研 究 会 会 刊 。 这 些

年，薛长道整理撰写烈士故事近百篇，

先后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在夹沟镇政

府支持下，他将当地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历史和烈士故事整理成书，先后出

版了《夹沟史话》《夹沟人民抗战之歌》

等书籍。这些书籍文章后来成为革命

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并作为研究夹

沟镇抗战史和解放史的重要资料，被

当地图书馆收藏。

“五柳烈士陵园安葬 770 名烈士，

其中包括有名烈士 307 名 ，无名烈士

463 名 ，有 名 烈 士 大 多 为 埇 桥 区 籍 烈

士……”近年来，薛老积极投身为烈士

寻亲活动，已经为夏桂楫、王邦领、赵

某子等几名烈士找到亲人。

夏桂楫烈士原籍徐州，生前是新

四军军部派往第四师的特派员，1945

年牺牲。徐州党史部门编写的《血洒

彭城》共收录徐州地区烈士 113 位，其

中没有夏桂楫烈士的名字。多年来，

夏桂楫的女儿夏女士多方打听，在时

村镇周边的一些烈士陵园寻找父亲的

安葬之地未果。经旁人推荐，她找到

了薛长道。薛长道通过查阅资料、反

复核准，确定夏桂楫牺牲后安葬于埇

桥区支河烈士陵园，后于 2011 年迁葬

到五柳烈士陵园。“我找到爸爸了！”来

到父亲的墓前，夏女士失声痛哭。如

今，在薛长道孜孜不倦的讲述下，夏桂

楫烈士在当地家喻户晓。五柳烈士陵

园纪念馆为夏桂楫烈士设立专栏，介

绍其英雄事迹。

“帮烈士寻亲，让英魂安息，是对

烈 士 的 缅 怀 ，也 是 对 烈 士 亲 人 的 慰

藉。在这一过程中，我也获得了讲好

英雄故事的动力，我要把烈士故事一

直讲下去！”薛长道深情地说。

上图：薛长道为埇桥区夹沟中学

学生上革命传统教育课。 曹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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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近日，河北省泊头市人武部联合相关部门，在

全市开展以“国家安全 你我共筑”为主题的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活动。图为人武部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国家安

全知识。 魏志广摄

左图：在第 9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江

苏省盱眙县人武部积极动员各乡镇武装部深入学校、社

区，通过发放宣传单页等形式，普及国家安全知识。

白 阳摄

“我将牢记自己的使命，尽全力为烈

士找到亲人，告慰烈士英灵。”清明节前

夕，在浙江省温州市翠微山烈士陵园清

明祭英烈主题活动现场，温州市寻亲志

愿者联盟代表邱旺理郑重宣誓。

在革命战争年代，温州这片红色热

土相继涌现出 4000 多名英烈，仅温州市

翠微山烈士陵园，就安葬着近 200 名烈

士。2019 年以来，该市梳理全市烈士陵

园集中安葬烈士基本情况，依托互联网

平台和志愿者，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布寻

亲信息，已经为 72 名烈士找到了亲属。

但在翠微山烈士陵园，仍有 43位烈士至

今没有与亲人相认。

温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告诉记

者，今年，温州市启动“牢记烈属的殷殷

期待、打通烈士回家的条条纽带、让烈士

精神代代相传”的“一待一带一代”烈士

寻亲专项行动，探索构建政府主导、社会

组织及志愿者参与的寻亲工作模式。启

动仪式当天，温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

织全市各陵园同步开展祭奠缅怀活动，

营造尊崇英雄、学习英烈的浓厚氛围。

温州市翠微山烈士陵园活动现场，市军

地领导为温州市英烈文化研究智库和温

州市寻亲志愿者联盟代表授旗。

“加入为烈士寻亲的队伍，让我圆

了多年的心愿。”温州市寻亲志愿者联

盟代表邱旺理介绍，他从小就有一个从

军梦，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很长一

段时间里，邱旺理对为革命事业抛头颅

洒热血的烈士有特殊的感情，每年都会

自发来到烈士陵园祭奠英烈。注意到

一些烈士墓没有亲人祭扫，邱旺理萌生

了帮烈士寻亲的想法。为此，邱旺理查

阅档案资料了解安葬烈士信息，利用短

视频平台发布烈士寻亲短视频，引起社

会良好反响，不少爱心人士纷纷加入为

烈士寻亲的志愿者队伍。

“我们将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及专

业的资料收集渠道，为寻亲工作出一分

力。”退役军人、温州市英烈文化研究智

库专家黄松光如是说。近日，温州市英

烈文化研究智库的专家学者陆续发布

了为尚未找到亲人的烈士录制的寻亲

视频。“我是老兵侯定锦，我在为许玉友

烈士寻找亲人。许玉友，1927 年 6 月出

生，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1949 年 5

月入伍，1952 年 1 月 14 日在解放洞头岛

战斗中牺牲……”提及许玉友烈士，72

岁参战老兵、温州市英烈文化研究智库

专 家 侯 定 锦 感 慨 不 已 ：“ 我 1952 年 出

生，许玉友烈士 1952 年牺牲，我们这一

代的和平生活是由无数许玉友这样的

英雄前辈用生命换来的。许玉友烈士

是余杭人，离我们温州不远，接下来我

打算通过走访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以及家族宗祠帮烈士寻亲。”

“寻亲工作是在和时间赛跑，需要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英烈文化研究

智 库 专 家 学 者 以 及 无 数 志 愿 者 的 接

力。”温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借力“我为烈士

寻亲全国志愿者联盟”“老兵回家”等专

业社会组织，搭建信息桥梁，打通寻亲

最后一公里。

浙江省温州市启动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

“寻亲工作是在和时间赛跑”
■黄松光 潘敏苏 本报记者 宋芳龙

“英雄们，我们来看您了！”清明时

节，在甘肃省兰州市烈士陵园第一墓

区，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和穿着校服的

学生代表等，将手中的菊花整齐摆放在

无名烈士的墓碑前，随后用毛巾细细拂

拭墓碑上的浮尘。这是该市开展无名

烈士认亲祭扫活动的一个镜头。

“75 年前的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

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

战，在这场关键战役中，许多年轻的战

士血洒战场。这座烈士陵园便是为他

们而建的。”工作人员介绍，该陵园安葬

了兰州战役 1533 名烈士的忠骨，其中

有 474 人没有留下姓名。为了表达兰

州人民对烈士的怀念，自去年起，该市

开展无名烈士认亲祭扫活动，号召各级

以单位、党（团）组织名义，认亲兰州战

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定期组织祭扫和

纪念活动，进一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

红色基因。

据了解，今年清明节前夕，与无名

烈士结为亲人的 70 多家党政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代表先后主动来到烈士陵园，

通过为烈士擦拭墓碑、敬献鲜花、撰写

思念书信等方式“探望”亲人，让无名烈

士不再孤单。

4 月初的金城大地，春意融融。在

一排排烈士墓碑前，一束束鲜花、一张

张 祝 福 卡 片 为 烈 士 陵 园 添 了 几 分 暖

色。“刚来烈士陵园时，我不知道我们认

亲的烈士姓名，只知道烈士墓碑编号是

19490826012。从认亲那一刻起，这不

再是一串孤单的编号，是我们惦记思念

的亲人。”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名

工作人员动情地说。

兰州市烈士陵园还联合兰州战役

纪念馆，在今年的认亲祭扫活动中推

出免费发放签名旗、现场宣讲红色故

事、教唱红色歌曲等活动，进一步增强

参观者的参与感、体验感，营造尊崇英

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

浓厚氛围。

“千万双眼睛望着沈家岭，千万门

大 炮 向 着 匪 徒 怒 吼 ……”循 着 阵 阵 歌

声，笔者来到烈士陵园中心广场，只见

讲解员正一句句为大家教唱红色歌曲

《沈家岭战斗之歌》。参加活动的一名

教师王娜娜有感而发：“听到振奋人心

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我更加深刻感受

到了兰州战役的激烈。作为土生土长

的兰州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先烈

的牺牲。”

兰州市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还

将持续开展无名烈士认亲祭扫活动，号

召更多市民群众成为无名烈士的亲人，

确保无名烈士墓前鲜花常有、墓碑常

亮、追思常在。

甘肃省兰州市开展无名烈士认亲祭扫活动—

“这不再是一串孤单的编号”
■敬达亮 吴 震

营口离职干部休养所

参观见学拓展工作思路

本报讯 徐子宁、记 者范奇飞报

道：3 月下旬，辽宁省军区营口离职干部

休养所组织人员先后赴锦州第三干休

所、锦州第二干休所、辽沈战役纪念馆

参观见学，以实地考察、座谈研讨等方

式，重温革命先烈不畏牺牲的英雄事

迹，交流学习服务保障和建设发展的先

进经验，进一步拓展工作思路。

山东省沂源县中庄镇

成立兵妈妈暖心服务队

本报讯 房磊、张雅奇报道：近日，

山东省沂源县中庄镇将武装部和退役

军人服务站一体化提升改造，高标准打

造兵妈妈工作站，因地制宜成立兵妈妈

暖心服务队，结合国防教育、拥军优属

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志愿服

务等活动，组织队员为烈属等优抚对象

送温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宣讲国家安全法规政策

本报讯 孙大伟报道：4月 12日，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区人武部，组织机关干部、民兵、退

役军人代表 60 余人进学校、进社区，开

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 10 周年”

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线下发放宣传单及

现场讲解答疑等方式，宣讲国家安全法

规政策，引导群众提升国家安全意识。

本报讯 张广祥、孙晓峰报道：“虽

然丈夫永远离开了我，但组织的关爱让

我们倍感温暖，感谢地方政府对我家庭

的关怀和帮助。”收到抚恤金后，某部军

官李骥达家属满怀感激地说。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籍军官李骥达在

工作岗位因公牺牲后，所在单位函商昌

图县相关部门发放一次性抚恤金。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

积极协调对接李骥达所在部队和亲属，

并向县委主要领导汇报。经多方协调，

该县责成县财政局特事特办，确保抚恤

金足额发放。

作为人口大县、兵员大县，近年来，

昌图县常态化走访慰问老战士、军烈属，

开展挂光荣牌、送功臣匾等活动，浓厚拥

军优属氛围。

为推进大学毕业生入伍奖励和安

置 政 策 落 地 落 实 ，该 市 研 究 制 订 了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和 改 进 征 兵 工 作 的

意见》，明确义务兵优待金发放标准和

要 求 ，确 保 义 务 兵 优 待 金 和 大 学 毕 业

生特殊奖励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他

们还出台了现役军人军属应急救助实

施 办 法 ，明 确 机 制 职 责 、工 作 制 度 和

工 作 程 序 ，受 到 军 人 军 属 和 优 抚 对 象

好评。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

特事特办解军属之忧

本报讯 惠雁翎报道：“今天我们讲

讲雷锋的军营生活。”近日，西藏军区某

团二级上士罗玲走进察隅县下察隅镇中

心小学，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国防教育课。近年来，罗玲所在部队与

下察隅镇中心小学开展结对共建，她被

聘为国防教育辅导员。

“老师，感觉你最近瘦了，要照顾好

自己哦。”课后，被学生们簇拥着走出教

室的罗玲，心里暖暖的。

读高二那年，罗玲父亲患病住院。

看到母亲一个人赚钱不易，罗玲打算辍

学打工补贴家用。“再苦也不能耽误孩子

上学。”了解到罗玲家庭情况后，她的班

主任积极为罗玲申请助学金，帮助罗玲

回到学校。这份恩情，罗玲默默记在心

里。高中毕业，她选择参军。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给别

人 撑 把 伞 。”一 次 ，部 队 组 织 学 雷 锋 活

动，罗玲了解到驻地附近有的学生因为

家庭困难而辍学，她毫不犹豫地捐出爱

心款。从那时起，罗玲经常给家庭困难

学生捐款。

点 亮 一 盏 灯 ，照 亮 一 大 片 。 2022

年，该团党委决定开展“小手牵大手，一

起向未来”助学兴教活动，号召官兵与困

难家庭学生结成对子、定期资助帮带。

藏族男孩普布扎西从小跟姑姑肖金

生活，二人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该团

官兵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结对帮扶，请

技术人员教肖金养殖技术，并帮助肖金

加入村养殖合作社，实现创业增收，普布

扎西也顺利入学。

近年来，在党员干部带动下，该团官

兵积极投入助学兴教活动，受助学生学

习和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为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该团主动联系学校，选派文

化素质高的官兵担任“兵教师”，利用节

假日上国防教育课，并组织“戍边标兵”

走进课堂，为学生讲述戍边故事，增强学

生的国防意识。他们还利用全民国防教

育日、军营开放日等时机，邀请学生走进

军营参观连队荣誉室、观摩军事课目演

示，引导学生厚植爱国情怀。

“孩子就像‘春蕾’，要用爱心浇灌方

能茁壮成长。”该团领导说，“越是环境艰

苦，我们越要把爱洒向高原，让雷锋精神

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西藏军区某团弘扬雷锋精神助学兴教

用爱心浇灌“春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