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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薛晶晖 王召尧 练红宁

　　4月3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组织的清明祭英烈活动

中，杨太平烈士生前所在连老连长何恩会，为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六甲社区“杨太平志愿服务队”授旗。

  清明节期间，南京市军民在缅怀祭奠先烈的同时，携手守护

英烈地名，用英烈名字命名乡村、道路、桥梁、亭阁、纪念地，弘扬

英烈精神。

　　“烈士地名是历史丰碑，是镌刻在祖国大地上的红色烙印，

是革命前辈、仁人志士波澜壮阔斗争的足迹，我们应该将烈士地

名作为宝贵财富，将其建设成涵养爱国情怀、传承理想信念、凝

聚党心民心的‘精神地标’。”南京市行政区划地名协会专家组组

长薛光说。

感受信仰力量

　　3月15日，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六甲社区开展“异地安

置居民回‘甲’健步行”活动，数十名10年前拆迁安置到10公里外

的居民前来参加环滁河步行。居民们在杨太平烈士纪念碑前深

深鞠躬，感谢这位解放军救命恩人。

  1983年8月9日，原南京军区授予杨太平同志“抗洪抢险英

雄”荣誉称号并颁发二级英模奖章。每年清明节，当年杨太平烈

士救起的刘永翠老人的儿子李建功，都会来到太平亭祭奠烈士。

  这项活动的组织者、六甲社区党总支负责人黄书余，是一名

49岁的退役军人。他说：“社区居民搬迁后，大堤上的太平亭成为

这个村的历史印记。今年是杨太平烈士牺牲40周年，大家来到这

里既是缅怀，也是感恩。”

　　“子弟兵是人民的守护神，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和为人民英

勇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南京江北新区双拥办

工作人员徐从蕊说，该区和街道社区每年都要组织干部群众和

学生到这里缅怀英烈，长芦街道还在退役军人服务站建立纪念

杨太平烈士主题展区，供人们瞻仰了解烈士事迹。

　　3月19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三年级学生吴悠在父母带

领下，来到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在雨花台烈士就义群雕西侧

的丁香树前祭奠英烈。

　　说起丁香烈士的故事，退役军人、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办

公室主任陆军熟稔于心：“丁香与丈夫乐于泓相识于苏州东吴大

学，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经组织批准，两人在上海结

婚。后因叛徒出卖，丁香不幸被捕，牺牲在雨花台，年仅22岁。”

　　3月20日，在驻宁某部营区内的“恽代英烈士殉难处”，南京

市建邺初级中学举行了一场追思英烈主题活动，为“2022级恽代

英中队”揭牌，两个班的同学在恽代英烈士雕像前庄严宣誓：“继

承烈士遗志，发奋读书，报效祖国。”

　　据校长李明顺介绍，通过争创“恽代英中队”，让孩子们懂得

感恩，没有革命先烈的牺牲奉献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懂得进

取，在弘扬烈士精神中激发动力。

　　当天，正在南京市开展双拥活动的海军南京舰优秀官兵代

表也来到恽代英雕像前，向英烈敬献花篮。“组织优秀官兵参加

双拥活动，第一堂课就是缅怀英烈。我们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

听党指挥、铸牢军魂、赓续血脉、矢志强军，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贡献力量。”南京舰副政治委员李永飞说。

　　“恽代英是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这里既是营区又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此，部队与地方政

府合作共建，投入资金对旧址和设施进行修缮保护，并制作相关陈列展示。”担任业余讲解员的女

军士党维琪说，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地方群众前来参观瞻仰，我们都会热情接待。

激发前行动力

　　南京市江宁区是抗战时期革命老区之一，在汤铜大道后湖村口，有座钢铁雕塑格外引人注

目，上面写着：“红色湖村——— 1949年江宁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烈士战斗和牺牲的地方设置了‘耀

华乡’，无论社区建制如何调整，英雄的名字‘耀华’都紧紧相连，耀华社区是以抗战烈士张耀华的

名字命名。”

　　清明时节，不少市民到耀华社区缅怀英烈，他们在张耀华烈士广场举办主题活动、聆听社区

宣讲员讲述张耀华事迹。“我是通过长辈的讲述知道村里有位英雄，后来英雄的名字成为耀华乡、

耀华大队、耀华村、耀华社区，我感到非常自豪。”80岁的陶洪银老人说。

　　3月31日，南京市上元中学学生徒步近3公里来到仲铭桥头仲铭亭前，祭扫邓仲铭烈士碑。

  邓仲铭是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英烈之一。1943年8月3日，时任中共苏皖区委副书记、苏南

行政公署副主任的邓仲铭，在江宁禄口冯谭庄率部队转移时不幸牺牲。

　　“仲铭亭和仲铭桥早已印刻在人们心中，这里已经成为爱国主义和思政教育的课堂。”南京市

竹山小学副校长谢海燕是江宁教育系统和本校“思政好声音”宣讲团成员，她坚持多年将邓仲铭

烈士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用红色地标文化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去年是邓仲铭烈士牺牲79周年，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16名学生组成红色记“译”实践团，

在开展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红色文献整理翻译活动中，走访了邓仲铭烈士殉难处等英烈地名旧址，

通过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途径收集到新的史料捐给纪念馆。他们表示，在寻访英烈地名旧址

过程中，接受了生动的红色教育，要像烈士那样认真学习、报国为民。

传承红色基因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作为红色的英雄城市，南京市

在保护和利用红色地名包括烈士地名方面动作频频。

　　据南京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吴伟介绍，多部门联合挖掘整理出包括重要烈士墓地、烈士故居等

各类纪念设施，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资源点165处。先后出台《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

保护利用条例》《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为守护红色文化和弘扬英烈精

神提供了法治保障。

　　近年来，南京市遴选公布了三批共50条红色地名，包括王荷波纪念馆、恽代英殉难处、邓仲铭

殉难处等，相关部门在显要位置设置红色地名标志牌及文化标识。

　　“恽代英支部”“孙津川支部”……2021年，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对标学习雨花英烈“两高一大”

精神，全区64个机关党支部分别对应一位雨花英烈创建“英雄支部”，把传承雨花英烈精神同持续

提升为军服务水平相结合，促使党员干部学习英烈、永葆初心、服务人民。“英雄支部”在全国党建

工作创新“十佳案例”评比活动中荣获银奖，是全国唯一县区级机关党建工作入选案例。

　　守护烈士英名，筑起永恒地标。去年，南京市完成县（区）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验收工作，

大大提升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功能。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财政部门积极争取财

政资金支持，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行动，完成迁移保护烈士墓3座，就地保护烈士墓17座，整修烈士

陵园看护房3个，新建烈士墓20座，墓区硬化、绿化面积1.4万平方米，修建围墙、纪念广场1.1万平方

米。同时，将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列入江苏省双拥模范城（区）创建考评，将烈士纪念

设施维修改造资金管理使用纳入单位年度工作绩效和责任制考核。

　　为用好用活丰厚的“红色家底”，让雨花英烈形象从史料中“站”起来，南京市推出大型红色史诗

话剧《雨花台》，恽代英等烈士面对敌人威逼利诱顽强不屈，彰显了信仰的力量。“我们通过讲好英烈

故事，弘扬英烈精神，不断营造尊崇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的社会氛围，持续擦亮红色之城的

英雄名片。”南京市话剧团团长常小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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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3月26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建功强军伟业”主题活动，组织官兵

到驻地烈士陵园，通过聆听战斗故事、追忆革命烈士、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追思英魂。图为在安

徽省肥西县烈士陵园内，官兵们擦拭烈士墓碑。

本报通讯员 徐伟 摄  

追思英魂

编者按

　　随着清明节的到来，军地携手开展祭奠缅怀革命先烈活动。他们通过到驻地参观红色旧址，到烈士陵园祭

奠英烈、瞻仰烈士群雕，以及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多样的祭奠活动，追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缅怀革命先烈的

崇高精神，引导广大官兵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烈精神，建功强军事业。

　　3月31日，武警甘肃总队参谋部直属队官兵来到兰州

市烈士陵园，通过缅怀英烈、聆听英雄事迹，引导官兵发

扬革命精神。图为官兵们开展清明祭英烈主题签名活动。

本报通讯员 侯崇慧 摄  

寄托哀思

祭扫先烈

　　近日，武警宁夏总队银川支

队官兵前往八里桥烈士陵园开展

祭扫活动。全体官兵在革命烈士

纪念碑前默哀，缅怀革命先烈丰

功伟绩。图为官兵们缓缓走向烈

士纪念碑敬献鲜花。

本报通讯员 吴楚 摄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彭  建

　　近日，解放军乌鲁木齐军事

检察院检察官携手驻地结对资助

贫困学生，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烈 士 陵 园 祭 奠

先烈。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检察

官们带领学生默哀鞠躬、敬献花

篮、重温入党誓词，以此表达对革

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检察官叔叔，为什么那些墓

碑上没有字？”来到烈士墓地，一

名学生指着一排空白墓碑问道。

　　“这些是散葬在乌鲁木齐各

地的牺牲烈士新墓地，他们都是

在新疆发展和国防建设中‘散落’

的英雄，把他们集中迁葬入烈士

陵园既是对英烈的尊崇，更是对

英烈的褒奖，我们一定要好好铭

记和学习他们的精神事迹。”办案

检察官向学生们解释。

　　去年，乌鲁木齐军事检察院

在开展英烈纪念设施保护专项行

动中，发现全市有不少零散烈士

墓葬在荒山密林中，其中一些烈

士安葬地位置偏僻，墓地周边蒿

草丛生，长期无人管护。

　　军地检察机关迅速启动公益

诉讼监督保护工作，联合驻地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展烈士档案

资料收集、烈士寻亲、征询烈属意见等工作，有力

有序推动零散烈士墓集中迁葬入园等工作。经过

军地共同努力，零散烈士新墓地已初步完工，计划

今年6月将全市89座零散烈士墓集中迁葬入园。

　　近年来，乌鲁木齐军事检察院常态开展“学习

英烈、保护英烈、传承英烈”活动，先后对4座烈士

陵园进行公益诉讼保护，协调收集14名零散烈士

资料，组织对两名无名烈士寻亲，并利用清明等重

要纪念日携手驻地学生开展纪念缅怀仪式，传承

英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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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英灵66年终见亲人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相  柯

　　近日，胡志兴烈士的妹妹、81岁的胡正英一行7人，

从湖北省孝感市来到江苏省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这

是66年来，他们首次为亲人胡志兴烈士祭扫。

　　祭扫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下举行，胡志兴烈士

的亲人将从故乡带来的水土洒在烈士碑前。

  胡正英老人在家人搀扶下走到烈士碑前，难掩哀

伤。三年来，因疫情阻隔，烈士亲属几度启程却未能成

行。如今，在两地合力下，心愿终于达成。

　　“二舅胡志兴1957年回家时，留给我们一架飞机模

型，他在家仅待了三天，便动身回部队执行飞行任务，

三个月后就牺牲了。”胡志兴烈士的亲属蒋大武说。

　　出生于1930年的胡志兴烈士，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1957年，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恶劣天气牺牲，年仅27

岁，膝下无子女。

  胡志兴烈士牺牲后，部队妥善安置其后事。由于诸

多因素，家人没能赶来无锡。这些年，随着家中老一辈

人陆续去世，亲人们都不知道胡志兴烈士墓地所在。

　　2019年，无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起为烈士寻亲

活动，其中包括胡志兴烈士。当时，胡志兴烈士家中老

屋已经拆除，无法提供烈士证等证明材料，家人只知道

他叫“胡志兴”。经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反复确认，终

于认定胡志兴烈士是他们的亲人。

　　自烈士寻亲活动开展以来，在无锡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无锡军分区等部门合力下，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

管理中心发起为烈士寻亲公益活动。陵园内曾有59位

烈士未联系上亲属，近年来，在一次次跨越时空的探寻

中，他们已为其中11位烈士寻找到亲人。

　　本报讯 记者韩潇 通讯员王友恒 清

明节前夕，在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革命烈士

陵园，清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教育局和县

第一实验小学共同举办“我们是一家人·与烈

士认亲”活动。

　　认亲活动现场，来自清丰县第一实验小

学学生代表与50名长时间无人祭扫烈士认

亲，接受发放的《革命烈士认亲证书》，并为认

亲烈士擦拭墓碑、敬献鲜花，表达对烈士的崇

敬之情。之后，他们走入烈士纪念馆，了解认

亲烈士的英雄事迹。

　　下一步，清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

将常态化开展与烈士认亲活动，让红色基

因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清丰县开展与烈士认亲活动

  图为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学生代表接受发放的《革命

烈士认亲证书》。     本报通讯员 王友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