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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些抗战传奇就发生在我家

乡 啊 ”“ 第 一 次 感 觉 英 烈 离 我 这 么

近”……清明节前夕，黑龙江省绥化市

推出 80 集抗战系列短片《黑土壮歌》，

讲述抗联英烈在绥化与日寇浴血奋战

的故事，第一集上线便收获诸多点赞和

评论。

“英烈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

他 们 的 事 迹 和 精 神 是 我 们 的 宝 贵 财

富。”绥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赵士涛告诉记者。为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英烈精神，近年来，军地聚力打

造英烈文化，通过多种渠道讲好英烈故

事，在全社会营造了崇尚英烈、捍卫英

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高高耸立的纪念碑，栩栩如生的抗

联烈士群雕，镌刻有 5224 名烈士名字

的英名墙，无不寄托对英烈的追思与缅

怀。走进绥化英烈纪念园，仿佛置身于

红色教育的沉浸式大课堂。“多种元素

构建的英烈纪念设施群，具有非常重要

的历史与时代价值。”赵士涛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全市共新建、改建、扩建或修

缮纪念场、馆、碑、园、地设施项目 100

多个，为弘扬英烈精神、打造英烈文化

搭建起了立体平台。

雷炎是在海伦出生且牺牲在海伦

的抗联英雄。在海伦市，最主要的一条

街道被命名为雷炎大街。大街中心地

段一侧，是雷炎公园和雷炎广场，广场

中央是雷炎骑马挎枪的铜像。在绥化，

许多像雷炎一样的英烈名字被刻进大

街小巷。这些街、路、公园，自以英雄名

字命名之日起，就承载了这座城市对英

雄的追思与怀念。“名字虽只是一个符

号，但当这些符号成为一种精神、一种

文化时，它就有了生命，有了灵魂，也就

成了这座城市的标志。”绥化军分区领

导感慨。

尚志小学、一曼小学、靖宇小学……

在绥化市，以英烈名字命名的学校有很

多。这些学校不仅以英烈的名字命名，

还通过各种活动传承英烈精神，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是你，惊叹了世人；是你，屹立于

风雨；是你，牺牲自我保国家；是你，不

畏艰险传千古……”记者在靖宇小学看

到，全校师生正在杨靖宇将军雕像前组

织“清明祭英烈”主题教育活动，4 名少

先队员深情朗诵的诗歌《靖宇颂》，表达

了对英雄的敬仰与缅怀。该校以抗联

英雄杨靖宇名字命名以来，坚持用英雄

精神教育学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英

雄的种子，厚植了家国情怀。

走进海伦市文化馆剪纸艺术馆，

“黑土英魂——抗联英烈人物剪纸艺术

展”正在举行，杨靖宇、赵尚志等近百位

抗联英烈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馆长

告诉记者，海伦剪纸是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海伦市被国家文化部

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称号。

清明节来临之际，为缅怀先烈，市人武

部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文旅局举办

抗联英烈人物剪纸艺术展，用“非遗”的

形式传承英烈精神。这些作品，清明节

期间将在绥化各地巡回展出。

“为英雄立传，为历史放歌。”市委

宣传部领导告诉记者，加强英烈文艺

作品创演，是绥化市打造英烈文化的

又一重要举措。近年来，相继编辑出

版《黑土军魂》《黑土壮歌》《绥化英雄

故事集》《革命老区绥化的红色故事》

等 红 色 书 籍 ，创 演 音 乐 情 景 剧《四 海

魂》、大型红色龙江剧《白马石》等多部

文艺作品，从多个侧面反映在绥化出

生、在绥化牺牲、在绥化战斗过的英烈

人物事迹。随着英烈文化的全方位持

续打造和弘扬，如今，英烈的名字已刻

进绥化城市记忆，英烈的精神已扎根

绥化百姓心田。

黑龙江省绥化市打造英烈文化弘扬英烈精神—

把烈士英名融入城市记忆
■张荣刚 陈昶亮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春风又绿大别山，皖西热土祭忠

魂。清明节前夕，安徽省六安市 2025

年第一期道德讲堂暨清明祭英烈活动，

在皖西烈士陵园举行。在《献花曲》深

沉凝重的旋律中，党员干部们缓步走向

镌刻 2.8 万余名烈士英名的纪念墙敬献

花篮。一位退役老兵轻抚花岗岩墙面

喃喃道：“当年你们用生命守护信仰，今

天我们用信仰塑造灵魂。”

“将道德讲堂搬到红色教育基地，

是我们盘活‘红色家底’，用英烈精神筑

牢信仰之基的又一举措。”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杰介绍，六安

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

重要发源地，从这里走出 108 位开国将

军，30 万英雄儿女为革命捐躯。近年

来，该市在出台《六安市革命遗址遗迹

保护条例》，做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的

同时，积极构建“阵地+活动+文艺+网

络”的红色教育矩阵，多维度弘扬英烈

精神，持续掀起红色文化宣传热潮。

漫步六安街头巷尾，“红军大道”

“红军街”随处可见，可谓“步步有记忆、

处处是课堂”。在裕安区独山镇，六霍

起义纪念塔与苏维埃俱乐部旧址隔街

相望，青石板路两旁的建筑上当年的红

军标语依稀可见。正在此拍摄短视频

的市民王先生，指着一面斑驳的砖墙

说：“我要用镜头让历史活起来，让更多

人了解这背后的红色故事。”

“家家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

忠骨，岭岭皆丰碑。”在六安，红色遗址遗

迹遍布城乡，红色文化的创新表达也正

以多元形态浸润大众生活。在非遗传承

人徐圣年工作室，学生们正用剪纸再现

红军师长周维炯的英姿；原创庐剧《星火

永燎原》，用传统唱腔演绎立夏节起义，

让年轻观众在戏曲韵律中触摸历史；大

型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立夏》，带领人

们穿越时光隧道，亲历“立夏暴动风雷

骤，明灯照亮我心头”的激烈与豪迈；《红

色六安》《将军县的红色征程》《八月桂花

遍地开》等红色书籍和画册，成为干部培

训必读教材；《皖西英烈故事》短视频合

集，网络点击量破千万……

当红色记忆融入百姓日常，国防教

育创新的种子也在校园中破土生长。

开学季，金安区三里桥小学的孩子们，

通过时空对话与 15 岁参加长征的吴国

璋烈士“相遇”。随着退役军人志愿者

长征故事的讲述，科普实验室里《少年

中国说》的歌声同步响起，学生们用电

磁原理复原红 25 军长征路线图。这是

六安在校园开展“五红”教育的一个缩

影——全市数百所中小学通过读红书、

讲红色故事、写红色征文、唱红色歌曲、

重走红军路等活动，让红色种子在课堂

生根。正如市教育局领导所言：“当孩

子们亲手触摸到历史时，信仰就不再是

抽象的概念。”

“1931 年 2 月 7 日深夜，24 位坚贞

不屈的共产党人血溅龙华，慷慨就义，

其中有一位安徽霍邱人，他就是王青士

烈士……”这天上午，在霍邱县烈士事

迹陈列馆内，12 岁的红领巾讲解员汪

惜姚声情并茂地讲述王青士烈士的故

事。她的讲解绘声绘色，让观众为之动

容。“从你身上，我看到了英烈精神的赓

续和红色血脉的传承。咱们的事业后

继有人啊！”一位胸前挂满奖章的老兵

握着她的小手感慨地说。

“打造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是我们

盘活‘红色家底’，推进红色基因传承的

常态之举。”皖西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

包琳玉告诉笔者，他们组建由党史专

家、将军后代组成的导师团，通过构建

“模拟讲解+现场点评+星级评定”培训

体系，已培养 278 人。

“当孩子们主动担起传播重任，信

仰就有了传承的力量。”刘杰表示，下一

步，将持续深化红领巾讲解员培养工

作，让更多少年在讲述家乡英烈事迹中

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安徽省六安市多措并举盘活“红色家底”—

用英烈精神筑牢信仰之基
■汤 伟 周 琴 刘斯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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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航报道：“你千万不要

气馁。这次未能如愿，可以继续努力，

争取下半年实现梦想。”日前，在江苏省

张家港市征兵办工作人员开导下，因名

额有限未能走进军营的金港街道应征

大学生刘洋卸掉了思想包袱。

“他们满腔热情报名应征，却因名

额少等原因不能圆梦，我们要靠上前去

做工作，让他们轻装上阵。”市征兵办领

导介绍，近年来，张家港市应征青年参

军热情持续高涨。今年上半年“双合

格”大学生应征青年达 200 余名，由于

名额有限，不少“双合格”应征青年未能

走进军营。对这部分青年，兵役机关多

措并举，帮助他们解开思想疙瘩。

南丰镇永联村应征青年张志凯，体

检、政考双合格，役前教育表现也不错，

却没能如愿入伍。小张心里很不是滋

味，甚至产生了负面情绪。兵役机关工

作人员主动上门，在肯定他参军热情的

同时，耐心介绍智能定兵系统，让小张

对落选心服口服。“这次落选不代表什

么 ，只 要 保 持 参 军 热 情 ，以 后 还 有 机

会。”工作人员的话，让小张重新燃起希

望。大专毕业的李龙因学历排名靠后

未能如愿，兵役机关了解他对计算机技

术感兴趣后，便推荐他参加相关职业技

能培训。如今，凭借所学，他顺利入职

一家互联网企业。“虽然没能穿上军装，

但 兵 役 机 关 为 我 提 供 了 新 的 发 展 机

会。”李龙说。

一系列暖心举措，让“双合格”未能

入伍应征青年感受到了关爱和尊重，他

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纷纷表示，如果有

机会，还会报名参军。

江苏省张家港市兵役机关

多措并举做好落选应征青年思想工作

除草、上香、祭拜……清明节前夕，

湖南省洞口县竹市镇祥埠村，瞿玉华、

付志军、付艳龙、黄启平等同年入伍的

老兵，如约来到曾光烈士父亲的坟前，

替曾光祭扫。这也是他们代曾光烈士

为其父母尽孝的第 15 个年头。

一阵微风拂过，田野里金灿灿的油

菜花随风摇曳，似乎在讲述这个真情的

故事。

2009 年 11 月 17 日，突如其来的一

场暴雪，导致合六高速公路关闭，过往

的百余台车辆、千余名群众滞留在安徽

省合肥市蜀山收费站。当天上午 8 时，

原安徽某预备役师组织 120 余名官兵

紧急出动抗雪救灾。路面积雪很深，救

援进展缓慢。看到滞留在高速路口的

车辆和焦急等待的群众，师工兵营营长

曾光毅然站到铲车驾驶室右侧的观察

台上，指挥驾驶员铲雪除冰。突然，铲

车一阵剧烈抖动，正在指挥的曾光不幸

跌 落 受 伤 ，经 抢 救 无 效 牺 牲 ，年 仅 35

岁。2010 年，曾光被追授为革命烈士。

1990 年从祥埠村入伍的曾光，服

役期间曾多次参加抢险救灾和大项任

务，2 次荣立三等功。曾光的牺牲，对

于他的家庭来说，失去的是顶梁柱。曾

光是家中独子，尚有年迈的父母和一个

9 岁的儿子。“你为国尽忠，我们替你尽

孝。”曾光牺牲后，与他同年参军，远在

浙江杭州的同乡战友姜远军、许魁生、

许名立与常年在洞口县的瞿玉华、肖易

云、曾建军等 13 名战友共同商定：替曾

光照顾好他的父母和妻儿。

一次战友，一生兄弟。姜远军、瞿

玉华、肖易云等 13 人坚守约定，自觉承

担起属于曾光的那份家庭责任，年复一

年地为曾光的妻儿和父母提供物质帮

助和精神慰藉。

烈士走后的第一个春节，担心曾家

过得冷冷清清，瞿玉华、肖易云、曾建军

等人结伴来祥埠村陪曾光父母过年。

一进门，他们就像以前曾光回家一样，

“爸、妈”叫个不停。随着曾光父母日渐

年迈，战友们对他们的关心照顾也愈发

细致入微。2023 年，曾父 80 大寿，战友

们相约赶来给老人贺寿。寿宴上，听着

“儿子们”祝福的话语，曾父红了眼眶。

2024 年下半年，曾父因病瘫痪在床，在

外地工作的“儿子们”长途跋涉赶来探

望。瞿玉华、肖易云、曾建军等在洞口

上班的几位战友，更是把曾家当成自己

家，有空就陪伴在老人身边嘘寒问暖。

今 年 正 月 ，82 岁 的 曾 父 离 开 人 世 时 ，

“儿子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送他最后

一程。

“这些年，我们一直被浓浓的战友

情包围着，这份大爱给我们小家以无穷

的力量。”曾光的妻子杨程，说起这些

年战友们的关心帮助，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

15 年的坚守与付出，宛如平常一

段歌，这份战友间的深情大爱却厚重如

山，并仍在继续……

上图：瞿玉华、付志军等人在曾光

烈士父亲的坟前祭扫。 周后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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