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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山红哟映山红，英雄儿女哟血染成。”

江淮大地，英雄故里，人们总是唱着红歌、捧着

红心，用最隆重的祭奠仪式缅怀革命先烈。

清明前夕，为方便群众缅怀英烈，安徽军

地开发利用以英烈命名的城市路标、景区周

边的烈士纪念地、民间收藏的革命文物等多

种形式红色资源，通过开设红色旅游专线、讲

述红色传家宝故事等活动，引导群众探寻红

色记忆、铭记英烈精神。

“延乔路短，尽头却是繁华大道”

清明前夕，延乔路两旁再次摆满鲜花和

留言卡片。这条南北走向、长度不到 1.2 千米

的道路，总能在网络“刷屏”。

延乔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因纪

念安徽籍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而得名。

这本是一条普通的城市道路，因电视剧《觉醒

年代》热播成为“网红路”。

一 个 城 市 路 名 就 是 一 座 无 形 的 纪 念

碑。1927 年 7 月的上海龙华监狱，陈延年赤

脚缓慢而又坚定地走上断头台，昂首凛然高

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

站着死，决不跪下！”次年 6 月，同为革命者的

弟弟陈乔年被捕，受尽酷刑却始终严守党的

秘密，牺牲前他高呼：“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兄弟俩都被

敌 人 凶 残 杀 害 ，牺 牲 时 ，哥 哥 29 岁 ，弟 弟 26

岁，他们将短暂的生命献给人类最崇高的事

业。正如网友所说，延乔路短，尽头却是繁

华大道。

当地路名采集小组负责人张维端说，每

一寸繁华的土地下，都有先烈的热血。他们

希望通过城市道路命名，让更多人认识和铭

记先烈。如今，合肥已批复 60 余条以历史功

勋命名或命名中有致敬革命含义的红色道

路，时时提醒人们：是先烈燃烧自己的生命照

亮了民族前行的道路。

“万水千山，莫忘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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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时所作。草

木葱茏、鸟语花香的 4 月，这座山水人文气息

浓郁的皖南小城迎来旅游旺季。

在各家旅游企业提供的路线清单里，一

条红色旅游专线备受游客青睐。线路位于该

市贵池区梅街镇，全长 19 公里，途径 6 个观景

点中有 3 处烈士纪念地。2022 年 7 月，池州市

军地联合论证后投入试运营，并于 2024 年 3

月正式开通。

池州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红 7 军、红 10 军，新四军第 7 师沿江团等我军

部队曾在此浴血奋战，留下众多红色遗址。

梅街镇便将分散各处的烈士塔、烈士墓、红色

广场与生态公园、景观带串联成红色旅游专

线，一路有花有景有故事，既是亲子自驾和休

闲旅行的好去处，又是瞻仰致敬革命先烈的

圣地。

专线第 4 站是该镇和平村红色广场，用

以 纪 念 当 地 章 家 4 位 红 军 烈 士 。 村 民 个 个

对烈士故事如数家珍，“章克耀 31 岁当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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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雪南从事的是

地 下 工 作 ，平 时 务 农 搞 生 产 ，直 到 牺 牲 后 ，

大 家 才 知 道 他 是 一 名 红 军 交 通 员 …… 他 们

年 纪 轻 轻 干 大 事 ，都 是 为 了 咱 老 百 姓 能 过

上好日子。”

清明期间，池州军分区文职人员张文光

带着家人沿专线一路打卡来到这里。观看着

红色景点展板内容，聆听着讲解员的生动讲

解和村民的热心介绍，上小学 5 年级的儿子张

艺倬被革命先辈不畏牺牲的精神深深打动，

眼中闪烁着敬佩的光芒。张文光感慨，红色

故事口口相传，英烈精神时刻铭记，这样的纪

念仪式极具生命力。据介绍，池州军地坚持

就地取材，在全市规划了 10 余条红色专线，希

望人们能够时常想起那些难忘的岁月，万水

千山，莫忘来时路。

“传承精神，是最好的铭记”

“红色故事是个宝、红色物件是个宝、红

色精神是个宝。”清明期间，皖西革命老区六

安城里，除婉转悠扬的歌曲《映山红》传唱大

街小巷外，这首节奏鲜明的快板《我有传家

宝》也让人忍不住打起拍子。

它是当地“红色记忆·我有传家宝”赛宝

大会的压轴节目。赛宝大会自 2021 年开始

已连续举办 4 届，连带压轴戏家喻户晓。赛

宝大会由军地联合举办，通过拾贝民间红色

文物故事，引导全社会铭记革命先烈，传承红

色家风。

“ 头 颅 抛 千 斛 ，风 雨 憾 孤 舟 。 宁 为 革 命

死，不作阶下囚！”“00 后”女孩周怡然曾在这

个舞台上，饱含深情地向观众复诵曾祖父周

狷之的绝命诗。周狷之曾是皖西六霍地区党

组织创建者之一、六霍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

为中国共产党在皖西建立发展立下不朽功

勋。1930 年 7 月底，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在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下，他始终咬紧牙

关、坚守革命气节，英勇就义前写下这首宁死

不屈的绝命诗。周怡然说，太爷爷的绝命诗，

是我们家最珍贵的财富。

“烈士的绝命诗、革命家书在子孙后代的

诵读解说中绽放新的时代光芒，形成新的时

代记忆。”活动总策划人孙炜介绍，4 年来，该

市军地联合搭建市县两级“晒宝”平台，晒出

革命文物实物、绝命诗和红色歌曲等非物质

红色历史文化遗产 72 件，吸引 100 余名革命

后代参与活动，受众群体超百万。

六 安 军 分 区 每 年 筹 划 清 明 主 题 教 育 活

动时，都会将“红色传家宝”故事纳入教育内

容，还将其作为征兵宣传、全民国防教育、民

兵思想政治教育活教材。该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宣传教育业务工作负责人孙小东感慨，

传承精神，是最好的铭记。近 3 年来，当地大

学生参军热情高涨，“双合格”青年数水涨船

高，远远超出任务数，基干民兵队伍也毫不

逊色，在抗洪抢险、练兵比武等任务中涌现

出百余名先进典型。

用好红色资源传家宝
■汪鹏飞 朱番翻 本报特约记者 蔡永连

图①：王浩涵为沈阳市和平区

青年大街小学学生讲述“九·一八”

事变的始末由来，引导学生铭记历

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姚振峰摄

图②：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延

乔路路标。 资料图片

图③：洪正龙擦拭无名烈士墓

碑。 范振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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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阶芳草绿，又是清明时。
在这个寄托哀思与敬意的日子里，我们怀念亲

人，更不忘致敬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有人手捧鲜
花，在烈士墓前深情缅怀；有人跋山涉水，为烈士寻
亲，让英魂回归故里；有人坚守陵园，默默守护英灵；
还有人到工厂、社区、学校等宣讲红色故事，将英烈
精神播撒在年轻一代心中……

岁月悠长，山河已无恙。铭记历史，传承精神，
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他们的精神如火炬，似明灯，
始终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激发我们奋进的力量。

“同学们，我们面前是国歌墙。《义勇军进

行曲》诞生于抗战的烽火中，是我们中华民族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角……”清明节

前夕，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厅内，一

群来自新疆研学团队的学生，伴随着讲解员

王浩涵深情的讲述，驻足于国歌墙前。

“老师，新疆也有参与抗战吗？”当王浩涵

讲到东北抗日义勇军浴血奋战的事迹时，一

位维吾尔族女学生突然举手问道。这个问

题，一下子让王浩涵的思绪回到去年赴新疆

塔城地区进行红色宣讲时的情景。当他深情

讲述塔城各族群众在抗战期间热情接待 3 万

余名经苏联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时，

一位哈萨克族学生激动地说：“从前觉得抗战

历史离我们很遥远，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祖

辈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也为抗战胜利尽

了自己的力量！”

这次跨越八千里路的红色宣讲，让王浩

涵又一次体会到：“会‘讲’历史，更要会‘解’

历史。”

2021 年 9 月，王浩涵从武警辽宁总队某部

退役后，怀揣着“在英雄的城市里讲述英雄的

故事”梦想，成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一

名讲解员。在部队担任报道员期间，他曾深

入抗洪一线记录战友们用身体筑成堤坝的瞬

间，凭着这份家国情怀，王浩涵在博物馆找到

了新的表达方式。

担任讲解员不久，王浩涵就接待了一位抗

美援朝老兵——李维波。耄耋之年的老兵在

残历碑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手久久不肯放

下，深深感染了王浩涵。在随后和老兵李维波

的交流中，他得知李维波随志愿军高炮部队入

朝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取得击落敌机 15

架、击伤敌机 17架、生俘敌飞行员 1名的战绩，

身上的每一道伤痕都记录着那段难忘的历史。

目送老英雄离开博物馆，王浩涵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当他再次走进展馆，仔细观察

着每一件文物。那一刻，王浩涵意识到展柜

里的文物并非只是需要介绍的一件件展品，

作为讲解员，他应该挖掘出更多文物背后的

故事，并将其融入到今后的讲解中，让参观者

更能深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此后，王浩涵全情投入到工作中，查阅了

大量文献资料和党史军史书籍、认真做好读书

笔记、挖掘展板中每一张照片和文物背后的故

事，并融入革命先辈的精神一起进行讲解。

历史知识储备有了，讲解形式也需要创

新。王浩涵和同事们不断尝试引入沉浸式讲

解，用语言描述战斗场面，将自己和参观者融

入历史事件。同时，他们还与助盲协会合作

探索开发“触摸历史”讲解模式，为视障人士

制订专门讲解路线；积极参与“情暖童心”关

爱农村留守儿童项目，深入乡村为孩子们讲

述红色历史；走进大中小学校，运用数智化宣

讲视频、抗战时期珍贵文物和史实图片等，进

行体验式、沉浸式教学。

在王浩涵看来，作为一名合格的讲解员，

除了讲解形式上的创新，还要做到“因人施

讲”，比如面对特殊群体，更应该注重情节性、

故事性和互动性。2024 年 4 月 9 日，“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接待了开馆以来第一个由来

自全国各地 17 位盲人朋友组成的特殊团队。

作为 9 名随团服务保障讲解员之一的王浩涵，

在搀扶一名盲人大爷参观时，为便于老人“听

懂”，他将平时熟悉的陈述性解说词，全部修

改成描述性的语言。

参观结束时，这位大爷拉着王浩涵的手

说：“这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也是我听

到的最精彩的讲解。谢谢你，小伙子！”

凭借着丰富的知识，生动的讲解，王浩涵

的“粉丝”越来越多。“王老师，我想加入你们

的宣讲团，和你们一起讲述历史。”去年 12 月

初的一天，王浩涵作为宣讲团代表在沈阳工

学院结束宣讲后，艺术传媒系学生刘逸宁第

一个报名参加，成为博物馆培养的第 500 名学

生志愿者讲解员。不到半年时间，刘逸宁就

独立完成讲解任务 20 余场，接待参观者数量

超 1000 人次，多次受到参观者好评。

在 4 年多的讲解工作中，王浩涵不仅对历

史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与领悟，更真切感受到

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

“涵哥，我参军入伍了！”那天，这条标注

“王一”的微信，让王浩涵内心澎湃了许久。

王一入伍前是沈阳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

学生。“毕业马上找工作，还是继续求学？”在

大三期间，王一对自己的前途选择很迷茫，一

度找不到人生方向。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到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王浩瀚负责为他

们讲解。在聆听历史、观看展品的过程中，王

一被东北抗联英雄群体的精神打动，尤其是

当他了解到抗联密营条件十分艰苦，但东北

抗联英雄依旧靠着顽强精神和侵略者进行艰

苦卓绝的斗争时，内心深受触动。

自此，王一对抗战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对军人这个群体更加崇敬。他不仅邀约同学到

本溪抗联史实教育基地“重走抗联路”，亲身体

验当年抗联将士们的艰辛，还多次带着疑问跑

到博物馆找王浩涵“求解”。在和王浩涵接触

中，王一知道他也曾是一名军人。历史的回响，

英雄的故事，军营的经历……在耳濡目染中，王

一作了一个让周围人吃惊的决定：报名参军。

勿忘“九·一八”，我辈当奋发。如今，王

一如愿成为武警河南总队某部的一名新兵。

“ 这 份 工 作 很 有 意 义 ，再 累 也 要 坚 持 下

去。”眼下，王浩涵和同事们正忙着筹备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相关活动……国防教育的路上，他

依旧忙碌着。“我要把抗战历史告诉更多人，

把伟大抗战精神传承下去。”站在博物馆残历

碑前的王浩涵，目光坚毅……

当好红色历史讲解员
■石任华 冯名虎 本报记者 赵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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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茅排乡

山陂村，一位佝偻着背的消瘦老人，手持扫帚

和柴刀，走过一条长长的阶梯廊道，蹒跚走向

半山腰的一座青石墓冢。他俯身轻扫落叶、擦

拭墓碑、添培新土，又将竹篓里的米酒和艾米

果摆到墓前。墓碑无名，他却低声絮语：“老伙

计，我带了你最爱吃的家乡味。”

老人名叫洪正龙，今年 82 岁。他已守护了

这座无名烈士墓 14 年。从 68 岁到耄耋之年，

他如同照料亲人般定期祭扫、修缮墓园。

谈起与这座无名烈士墓的缘分，时间要回

到 2011 年。洪正龙原来居住的村子因交通不

便、青年外出务工多，逐渐变为空心村。为了方

便生活，他搬迁至山陂村。一天，他无意间听闻

这里有座无名烈士墓，儿时的记忆又涌上心头。

1949 年，洪正龙的叔叔洪文义参军入伍。

1951 年，洪文义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忠骨

埋葬在朝鲜。

在接到洪文义的阵亡通知书后，全家人都

难以释怀，希望将他的骸骨接回村里安葬。这

份未能送叔叔最后一程的遗憾，也在幼小的洪

正龙心中埋下了思念的种子。

当他在山陂村的后山中发现这座被荒草

掩埋、碑文模糊的无名墓时，墓碑已经倾斜，裂

缝中滋生的蕨类植物爬满碑面，雨季时山洪冲

刷下的淤泥在墓周形成扇形堆积。青苔覆盖

的“烈士”两个字瞬间击中了他的心：“该有人

给这位烈士当个亲人啊！”从这以后，洪正龙就

把这座无名烈士墓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祭拜。

“这肯定是我们的战士！”洪正龙迫切地想

知道这位烈士的信息，翻查《抚州市志》等资料，

发现 1932 年红军某部曾攻打江西省南城县，在

当地与国民党部队激战，有部分红军战士在此

次战斗中不知所踪。当时村里 99 岁的徐桂芳

老人回忆道：“我那时候还很小，有天突然听到

村里人说，有一个红军流了好多血，躺在村子门

口，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村民们为纪念他便修

建了这座坟墓，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洪正龙当即作出决定：修缮墓地，一生守

护。为此，洪正龙结合地方习俗，自己制订祭扫

时间：每月初一带扫帚清扫墓地，清明冬至供上

家乡菜肴，建军节和烈士纪念日敬献军歌。

这些年来，他在每次擦拭墓碑时，口中总是

念叨着“总得给英雄找回个名字啊”。守墓笔记

本的夹层中，始终收着半张泛黄的抚州地图，上

面用红笔圈出多个他曾徒步寻访的村落，褶皱

处还沾着某次雨夜翻山时蹭上的青苔。

2024 年 8 月，抚州市临川区为充实区方志

馆家谱馆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族谱。工作人

员发现，很多家谱中都有革命烈士，还有的家

谱中出现了好几位烈士。但家谱中记载的信

息很简单，很多只记载了烈士身份，却没有烈

士的生平。

“临川区有父子烈士、兄弟烈士，还有的烈

士未成年就牺牲了。当年他们是抱着怎样的

信念投身革命、不惜牺牲？”区党史办工作人员

黄瑶说，“我们方志馆希望不仅记住烈士名字，

更要留下他们的故事。”

随后，区党史办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共同成立烈士信息征集工作小组，专门收集整

理烈士事迹。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是去年 10 月联系到我

的，说想了解无名烈士的故事。”洪正龙说，“当

时我很感动。这位烈士已经牺牲 90 多年了，还

有人记挂着他，想了解他的故事。”

洪正龙 14 年如一日的守护，从孤身一人的

执拗逐渐演化为一场跨越代际的精神接力，这

背后离不开退役军人事务局与社会力量的助

力。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首先将这座无名烈士

墓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系，通过标准化修

缮步道、划定管护范围、安排专人维护，使其成

为红色教育的实体课堂。越来越多的人和社

会组织慕名来这里祭扫，洪正龙的故事也在口

口相传中被大家所熟知。

“我和洪老结识于 2015 年。这些年，我经

常组织学校师生来这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抚州市临川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易仁财

介绍，今年清明节前，学校组织党员教师来无

名烈士墓前祭扫时，洪老也参加了。

“清明前后，总有人慕名前来祭扫无名烈

士，我要把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人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为我们流血牺牲的先辈。”

洪正龙还担当义务讲解员，给来访者讲述红军

故事和叔叔抗美援朝的故事。

“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守护。”在记

者道别洪正龙时，暮色中的他坐在墓碑前用临

川方言哼唱《十送红军》。山风掠过几十年树

龄的老柏，沙沙声应和着苍老曲调，仿佛那些

永远年轻的灵魂，回应着来自故乡的问候。

愿做红色根脉守护人
■邱欣江 本报记者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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