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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柳，阳光和煦。江苏省海

安市李堡镇包场南路，一尊持枪挥臂、

冲 锋 向 前 的 解 放 军 战 士 塑 像 静 静 矗

立，塑像底座“李堡三捷纪念碑”7 个大

字格外醒目。

同一时间，第 72 集团军某旅“李堡

连”官兵在连队指导员查志文带领下，

通 过 视 频 连 线 ，面 向“ 李 堡 三 捷 纪 念

碑”宣誓：“发扬‘李堡连’敢打必胜的

光荣传统，争做英雄传人……”

因为一个相同的名字，一个小镇与

一支连队结下不解之缘。这份缘分，始

于海安“苏中七战七捷”的第四战——

“一打李堡”战斗。1947年 4月，在“李堡

攻坚战”中，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苏中

地区抗日武装游击队，用血肉之躯撕开

敌军防线，被华野十一纵授予“李堡连”

荣誉称号。多年来，李堡镇与连队结对

共建、共同发展，唱响一曲曲鱼水欢歌。

“作为‘李堡连’的命名地，我们始

终把支持‘李堡连’的建设当作义不容

辞的责任。”李堡镇党委书记景爱喜介

绍，每逢春节、八一建军节、新兵入伍

等时节，党委班子成员都会前往连队

看望慰问官兵，平时也会积极发动镇

上的爱心拥军企业、志愿者与连队困

难官兵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引导官兵

安心服役。

该镇还多次向连队赠送体育健身

器材和红色书籍，专门设立“先进表彰基

金”，对获得“霹雳尖兵”表彰的官兵和获

得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官兵发放奖励金。

李堡镇将官兵当亲人，官兵也将李

堡镇群众放在心里。连队官兵先后为

李堡镇开展国防教育讲座 30 余次。连

队还和该镇联合开展“尖兵赋能计划”，

派出技术骨干为李堡镇民兵授课，开展

联 训 带 训 活 动 ，提 升 民 兵 训 练 质 效 。

2024 年，得益于连队官兵的指导帮带，

该镇基干民兵杭雨杰在南通市民兵“四

会”教学法比武中取得第一名。

“多年风雨同舟，连队和小镇始终

携手而行。”查志文说，“家乡”的关怀就

像最激昂的战鼓，时刻激励着战士们，

我们一定把这份深情化作练兵备战的

强大动力。同时，继续传承光荣传统，

不断续写军民鱼水新篇。

江苏省海安市李堡镇群众与第 72 集团军某旅“李堡连”官兵——

相同的名字 不解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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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鑫淼、记 者李浩然报

道 ：清 明 节 前 夕 ，参 与 北 京 市“ 赓 续·

2025·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活动的杨

女士，来到位于密云区石城镇河北村

的白乙化烈士陵园参加祭扫活动。这

是她连续第 3 年参加祭扫活动。与以

往不同，杨女士发现白乙化烈士纪念

馆入口处的外墙上多了一个二维码标

识牌。微信扫码后，烈士事迹介绍就

会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点击弹出的“语

音 播 报 ”按 钮 ，解 说 词 随 即 在 耳 畔 响

起：“白乙化，1937 年领导绥西东北垦

区暴动……”

“以往来祭扫烈士，只能通过墓碑

有 限 的 空 间 ，了 解 烈 士 的 生 平 信 息 。

扫描二维码后，无言的墓碑变为有声

的故事，让英烈事迹更加生动感人，英

雄人物更加可亲可敬。”杨女士说，她

一直对红色历史感兴趣，现在实地探

访还能扫码“补课”，真是大有收获。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是 宝 贵 的 红 色 资

源，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烈精神

的重要载体。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领导介绍，全市现有登记在册的烈士

纪念设施 1000 余处。为进一步发挥设

施红色阵地作用和教育功能，去年 2 月

以来，他们启动烈士纪念设施“一设施

一码”工作，在全面调查摸底基础上，

为全市 156 处烈士纪念设施制作二维

码，展示设施概况、英烈事迹、设施风

貌等信息。

为保证烈士信息的真实性，他们

依托来自 20 余家军地单位 30 余名专家

学者组成的专家智囊库，为该项目推

进提供理论指导；与宣传、党史、文物

等部门沟通，建立信息审查机制，核实

辖区设施信息；与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管理单位加强沟通，对制作完成的各

类设施二维码进行逐一扫码复核，确

保文字图片内容、语音播报音质、电子

地图关联情况等无误。

“我们还将‘一设施一码’平台与

‘北京烈士纪念设施电子地图’对接，进

一步推进实地祭扫瞻仰与‘云’上祭扫

缅怀有机结合。”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介绍，电子地图集中呈现全市

150余处烈士纪念设施，市民登录“北京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微信公众号后，选

择“纪念英烈”选项，可在线为英烈敬献

鲜花或留言寄语，表达对英烈的景仰和

追思。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3 月底，已

有 240万余人次参与网上祭扫。

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烈士纪念设施

管护，让触摸历史的方式更加多样、辐

射范围更加宽广。该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推进

智慧化平台建设，不断提升烈士纪念

设施管护水平，让烈士纪念设施成为

激发市民爱国热情、传承红色基因的

重要载体。

北京市发挥烈士纪念设施红色阵地作用

“二维码链接”延伸教育课堂

本报讯 姜林、记者马嘉隆报道：

不久前，家住河北省南宫市的秦兴荣收

到一份来自四川省泸州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礼物——《泸州烈士英名录》。

翻开这本红色封皮的册子，他的三爷爷

秦玉庭烈士的革命往事一一浮现。

秦玉庭，河北南宫人，1944 年参加

革命。1947 年，他在鲁西南战役中身

负重伤，半年后再次投身革命，在淮海

战役中又一次负伤。1950 年，秦玉庭

任古蔺县三区区委书记期间，在一次

执行剿匪任务中壮烈牺牲。

这本《泸州烈士英名录》由泸州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人员历时两年编

纂而成。全书共约 55 万字，详细记录

了出生于泸州或牺牲在泸州的 2788 名

烈士籍贯、安葬地及革命事迹等信息。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数以千

计的泸州儿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献出宝贵生命。由于很多革命烈士牺

牲时间早、史料留存少，加之烈士亲属

战友去世等因素，很多烈士的事迹被

尘封在历史深处。”该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副局长罗宁介绍，为留存这份红色

记忆，2023 年 3 月，泸州市启动烈士英

名录系统梳理及编纂工作。

“我们通过查询地方志、到烈士陵

园实地考证、寻访烈士家属等方式，广

泛收集整理烈士事迹。”罗宁介绍，为

让 名 录 内 容 详 尽 、准 确 ，他 们 先 后 对

5000 余份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

建立包含 46 篇传记、14 封家书、8 部回

忆录在内的资源库。

事 实 上 ，这 项 工 作 复 杂 而 繁 重 。

名录编纂工作人员李懿告诉记者，由

于原始资料散落于不同机构、地区，不

同文献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可能会与烈

士原始档案有出入。据此，该局进一

步规范烈士信息分级管理机制，先后

梳 理 出 200 余 条 存 疑 的 烈 士 信 息 ，联

合多家相关单位组建专项工作组，在

档 案 互 证 、实 物 佐 证 、口 述 印 证 基 础

上 ，实 地 走 访 多 处 战 斗 遗 址 、烈 士 陵

园，对存在史实分歧的烈士信息进行

逐一核准。

一次，在录入手写档案时，李懿发

现，罗楷荣和罗跃荣两位烈士，除了姓

名不同外其余信息高度一致。为此，

李懿反复查验档案信息，多次走访烈

士后人，终于在众多文献档案中找到

1983 年革命烈士证书换证登记表，最

终认定罗楷荣、罗跃荣系同一人，并确

认烈士姓名为罗楷荣。

2024 年 12 月 ，名 录 编 纂 工 作 完

成。该市各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陆续

将 装 订 成 册 的 名 录 送 到 烈 士 家 属 手

中。“哥哥张俊明自 1949 年离家后，音

讯全无。”烈属张代良抚摸着名录说，

“如今，我们知道哥哥为革命牺牲，这

很光荣，希望后人记住他的名字，也能

了解他的事迹。”

“对英烈最好的纪念，就是弘扬他

们的崇高精神，接续奋斗、勇往直前。”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介绍，下一

步 ，他 们 将 充 分 利 用《泸 州 烈 士 英 名

录》这一成果，在全市深入开展烈士事

迹宣传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烈士事迹，

传承和弘扬英烈精神。

四川省泸州市梳理英烈事迹并编纂成册

“烈士英名录”留存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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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各地通过祭

扫烈士陵园、参观红色遗址

以及组织英烈故事宣讲会

等活动，缅怀英烈壮举，弘

扬英烈精神。

图①：山东省齐河县人

武部协调组织驻军部队官

兵和民兵走进革命烈士陵

园缅怀先烈。

聂旺沙摄

图②：安徽省萧县军地

组织“聆听革命故事 争做

红色传人”英烈故事宣讲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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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传承

本报讯 包晓霁、胡曦元报道：3

月 26 日，湖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湖北省英雄烈

士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首部英雄烈

士保护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将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湖北省现有登记在册烈士 12.9 万

名，居全国第 5位；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18 处，居全国第 3 位；省级、县级烈士纪

念设施及其他零散烈士墓数量均位居

全国前列。

2018年 5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近年来，湖北

坚持推动英雄烈士保护工作发展，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做法，但实践中仍然存在

纪念设施保护不力、宣传弘扬创新不

够、资金保障不足等问题。2024年 9月，

条例草案首次提请湖北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2025年 3月

26 日，条例获表决通过。条例共 7 章 45

条，主要从缅怀纪念、纪念设施保护管

理、事迹和精神宣传弘扬、遗属抚恤优

待、法律责任等 5个方面做了规定。

条例充分保护英雄烈士形象和纪

念场所环境、氛围，明确禁止擅自摆摊设

点，从事经营性活动；禁止使用大功率音

响设备等开展破坏庄严、肃穆、清净环境

和氛围的娱乐、健身活动；未经同意，禁

止从事展览、演出、影视拍摄等活动。

条例明确，禁止歪曲、丑化、亵渎、

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信息平台

发现侮辱英烈的行为，应立即处理，防

止信息扩散，保存记录并向有关部门

报告；如未处理，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处罚。对侵害英雄

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依

法提起公益诉讼。

条例还规定，运送、安葬英雄烈士

骨灰或者遗体（骸）时，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举行庄严、肃穆、文明、节俭

的送迎、安葬仪式；有关部门应为英雄

烈士遗属祭扫提供便利，为无名烈士

确认身份、寻找亲属，对零散英雄烈士

纪念设施实行编码和数字化管理，烈

士陵园等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英烈讲

解员可纳入文物博物等专业技术职称

评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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