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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 怀 守 护 传 承
——多地缅怀英烈活动走笔

清明又至，全国多地广泛开展缅怀
先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系列活动。近
日，人们来到烈士陵园、纪念公园、革命
博物馆等地，忆亲人、祭英烈、寄情思，于
追思和回望中汲取奋进力量。红色基因
和红色血脉，在跨越时空的思念与坚守
中不断延续。

缅怀·菊花寄相思
4月2日清晨，阳光洒落在长春市革

命烈士陵园。来自贵州省普定县的陈明
秀烈士女儿为父亲献上花篮，手抚墓碑，
激动难掩。她哽咽地说：“我们终于找到
了父亲的安息之地。”

陈明秀烈士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牺牲时年仅 22 岁，
是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开展寻亲服务以
来找到的一位贵州籍烈士。

2023 年，在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和贵州省普定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共同努力下，两地
工作人员反复比对、印证信息，终于让陈
明秀烈士与女儿在长春“相见”。

陈明秀烈士外孙王刚说：“这么多年
过去了，没想到还能找到外公，让我们有
机会来墓前祭拜，圆了一家人的梦想。”

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花一树寄相思。
4月3日，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松柏

环绕、群雕矗立，800 余位烈士亲属、学

生、官兵、群众等社会各界代表手持鲜
花，绕墓一周瞻仰烈士墓，依次向革命烈
士敬献小白菊。

78 岁的烈士亲属夏吉演带着菊花
来到父亲墓前，一遍遍擦拭着墓碑，诉说
自己的思念。

“1949 年，我的父亲夏惠禄在渣滓
洞英勇就义，那时我才3岁。”夏吉演说，
如今大家族已是几世同堂，孩子们继承
先辈遗志，在学校、机关、村社宣讲红岩
精神，将红色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守护·初心永不改
在英烈们长眠的地方，还有一群特

殊的“守护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
烈士义务守陵，让红色故事永续流传，让
英烈精神绽放光芒。

4月1日，71岁的陈金国像往常一样
来到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道崇杰
村杜崇杰烈士陵园。一个箩筐、一把扫
帚，为烈士义务守陵，他坚持了58年。

据《黄陂文史》记载，杜崇杰曾任黄
陂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五区区长，1942年
牺牲。1966年，当地在其牺牲的地方修
建烈士墓，后来扩建成“杜崇杰烈士陵
园”。

迁葬时，陈金国清楚地记得，自己摸
到了烈士腿骨上的刀伤，“那是为保护百
姓留下的伤痕”。

清明将至，不少学生来此缅怀先
烈。“我会给孩子们讲烈士的故事，告诉
他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用实
际行动向榜样们学习。”陈金国说。

在重庆市綦江区石壕红军烈士墓，
五位无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今年 62
岁的赵福乾，和父亲先后守护烈士墓30
余年。

“石壕镇是红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我们从小听着红军的事迹长大。”赵福乾
说，父亲赵忠怀曾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
回来后，就开始义务整理、讲述石壕红军
烈士墓的故事。

后来，赵福乾接过父亲的接力棒，讲
了一辈子的红军故事，还培育起一支由
20多位年轻讲解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如今，来烈士墓瞻仰的干部、群众
越来越多，有时一天要接待 3 至 5 个团
队。虽然这5名红军烈士没有名字，但
我们一定会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讲解
员志愿服务队队员彭天羽说。

传承·赓续红色血脉
慎终追远，勇毅前行。在一片片红

色的热土上，人们追思历史、踏寻先辈足
迹，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静默无言地擦拭墓碑上的灰尘，触
摸墓碑上烈士的生平事迹……凭一腔追
思，吉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默默用行动

致敬英雄。
“祭扫、擦拭墓碑对于大学生来说意

义深远，能够让他们更好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提升思想修养。”吉林农业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辅导员王岩说。

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主任
于娜介绍，来园祭扫的群众来自各行各
业，“当前日接待量在2万人次左右，预
计清明期间将接待祭扫参观群众达 15
万人次。”

近半月来，位于湖北武昌“红巷”的
武汉革命博物馆接待观众量达 8 万人
次。场馆里随处可见身着红马甲的青少
年志愿者，热情地为观众提供咨询导览
和志愿讲解服务。

“我在做志愿服务的同时也深受教
育，每每讲到先辈们为解放事业抛头颅、
洒热血的事迹时，都会非常感动。很荣
幸能够作为‘红巷苗苗’志愿者，讲述红
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来自武汉大学
第二附属小学的吴煌玮说。

围绕清明节，武汉革命博物馆还推
出了系列活动和新展览，通过诗词朗诵、
歌舞表演、实景剧等多场红色主题活动，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旅游“火”起
来。

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胡戈 熊翔
鹤 唐成卓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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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烈 精 神 照 耀 奋 进 征 程
——人民卫士继承英烈遗志续写英雄荣光

新华社记者 熊丰

梨花风起正清明，人们慎终追远，缅
怀英烈、致敬忠魂，汲取奋进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
有17526 名民警因公牺牲，其中3745 人
被评为烈士。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又
有253名民警、164名辅警因公牺牲。

“你们的父辈勇于担当作为，甘于
牺牲奉献，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铭记和
发扬。”2023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
记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回
信，对公安英烈的崇高精神给予高度赞
扬。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人民公安
队伍只有不断继承光荣传统、发扬英烈
精神、锤炼斗争本领，才能更好履行党和
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近年来，公安部大力弘扬英烈精神，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公安英烈及英烈家属
抚恤慰问，出台一系列爱警暖警措施，教
育全警通过多种方式学习英烈事迹，凝
聚奋进力量。

2023年11月13日，首场“弘扬英烈
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公安英烈先进事迹
巡回报告会在北京举行。随后的 46 天
里，巡回报告团先后赴云南、浙江、湖北、
广东、广西、河北、内蒙古、新疆 8 个省
（区）作巡回报告。

作为首次全景式展现公安英烈事迹
的专场报告会，9 场饱含深情与热泪的
讲述给广大公安民警辅警带来深刻的思
想洗礼。

聚光灯下，去年烈士纪念日前夕，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8名在读英烈子女之一的黄海涛来到舞
台中央。

黄海涛的父亲生前是山西省稷山县
公安局翟店派出所副所长。在他三岁那
年，父亲为了保护群众，被犯罪分子引爆
的手榴弹炸成重伤，壮烈牺牲。

“大家都说，我的爸爸是英雄，当时
年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牺牲的人是我
的爸爸？难道，英雄就是再也见不到的
人吗？”

后来，黄海涛考入了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成为一名共和国预备警官。“我明
白了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当国家安全、人
民安危受到威胁时，冲在最前面的人。
英雄是把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高高举过
头顶的人。”

他们把人民举过头顶，人民也从未
忘记他们。

近年来，公安英烈艾热提·马木提获
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吕建江、潘
东升等 5 名牺牲英模被评为“时代楷
模”。

丰碑传颂故事，鲜花祭奠忠魂。
每年清明、烈士纪念日等，全国公安

机关广泛开展祭扫活动，组织民警学警
辅警到公安英烈纪念广场、纪念园、纪念
墙等进行祭扫缅怀、瞻仰参观，通过敬献
鲜花、默哀、重温人民警察誓词等形式，
表达对英烈的追思怀念，致以崇高敬意。

烈士陵园内，雕像巍峨伫立，战友们
手捧鲜花，整齐列队。

“杨春，你已经走了 5 年了，我们都
特别想你。”

他是身患重病，却为工作 3 次推迟
手术治疗，牺牲在扫黑除恶一线的福建
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副局长杨春。
接过昔日战友的接力棒，蕉城分局刑侦
大队被命名为“杨春警队”。

“现在‘雪峰烈士园’已经建成了，每
天执勤前我们都会来这里点名，你看看
兄弟们的精气神多足。”

他是身负重伤仍死死抓住歹徒，最
终英勇牺牲的重庆交巡警杨雪峰。重庆
市公安局在石船公巡大队建立“时代楷
模”杨雪峰先进事迹陈列室和“雪峰烈士
园”，作为全市公安队伍英模学习教育基
地。

一次庄重的敬礼，声声誓言响彻长
空——

“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坚决
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

传承，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
“012642”“073158”，这是两个被重

启的警号。
“他好像没有走，始终在与我并肩战

斗……”佩戴“012642”警号的女民警名
叫索连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
安局玉泉分局刑警大队因公牺牲民警宝

力格是她的丈夫，“012642”正是宝力格
生前的警号。

湖北省京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
刘贵斌救人牺牲后，警号“073158”由其
子刘成传承。“当我走上父亲曾经战斗的
岗位，他奔涌的热血、担当的豪情我都真
切地感受到了。我的心愿就是‘承英雄
父亲遗志，做党和人民满意的优秀人民
警察’。”刘成说。

生命或许短暂，但精神之光永存。
在北京，民警高宝来牺牲后，北京市

公安局启动 520 个“高宝来爱民服务
岗”，护卫全市中小学生平安入校。

在河北，“时代楷模”吕建江的战友
们已经接过他的接力棒，在“吕建江综合
警务服务站”践行着“服务群众永不下
线”的誓言。

在湖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襄阳民警郑勇倒在防疫一线后，全市
组建90支“郑勇突击队”勇毅前行。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束光，到
一团火……千千万万个英雄聚沙成塔，
构筑成巍然耸立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大
厦。

2024年1月10日，第四个中国人民
警察节，公安部举行公安英烈先进事迹
报告会。

“我今年 90 岁，但我觉得自己还年
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还愿意和大
家共同奋斗，矢志不渝地做党和人民的
忠诚卫士，永做人民的保护神。”“七一勋
章”获得者崔道植发自肺腑的话语，正是
200 多万人民警察献身使命的真实写
照。

恰如炬火，灿若星辰，更多的人民卫
士在公安英烈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肩
负党和人民如山重托，继承英烈遗志，续
写英雄荣光。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清明假期北京一些博物馆、纪念馆将延时开放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记者

罗鑫）北京市文物局4月3日发布消
息称，今年清明假期，北京地区博物
馆、纪念馆等将举办丰富的文化活
动，其中一些博物馆、纪念馆还将延
时开放，满足游客的文旅需求。

据介绍，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清
明节当天将组织现场观众向孔子像
行礼献花，并举行包括研学参观、传
统文化体验等在内的清明节主题活
动，让人们在了解清明节传统习俗、
体验尊师重教礼仪的同时，通过手绘
风筝等体验活动，感受传统非遗文
化。詹天佑纪念馆将围绕清明节传
统习俗、詹天佑生平事迹，开展“缅怀
先贤 追思天佑”清明节答题活动。
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将开
展“寻根溯源传承文明 缅怀科学先
驱”的主题活动，通过举行缅怀仪式、
清扫墓园、向科学家敬献花篮、诵读
科学家诗集等，学习科学家的光荣事
迹、传承科学家的优良传统。

北京不少博物馆还将举办活动
吸引人们游古建、踏青赏花，或体验
放风筝、制作青团等清明传统民俗。
北京艺术博物馆将举办传统木版画
制作活动，让人们可以在欣赏万寿寺
玉兰花的同时，以玉兰花为纹样进行
木版画创作。北京崇德堂匾额博物
馆将为观众介绍清明节的起源、历史
演变以及传统习俗，同时提供纸鸢制
作材料，指导参与者亲手制作纸鸢。
古陶文明博物馆将举行清明节古诗
朗诵等活动，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
和感悟清明节的意义与内涵。北京
中华民族博物院将指导游客制作青
团、感受传统习俗。

清明假期，北京一些博物馆、纪
念馆将延时开放，比如北京汽车博物
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延时开放
至19∶00；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4月4日延时开放至18∶00；北京市白
塔寺管理处、北京艺术博物馆4月6
日延时开放至19∶00。

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
“清明祭英烈”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记者
黄玥）清明时节，共青团中央、全国少
工委开展“清明祭英烈”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组织广大共青团员、少先队
员通过多种形式，致敬缅怀先烈，传
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在北京，首都少年先锋岗活动启
动。200 名少先队员在中国少年英
雄纪念碑前站岗值守，传承先烈精
神，汇聚前行力量。在山东阳谷县烈
士陵园，青少年为400多座烈士墓碑
描红，一笔一画都是缅怀致敬。在上
海龙华烈士陵园，青少年代表通过演
绎红色情景剧、诵读红色诗歌，表达
对人民英雄的崇高敬意。

各地纷纷组织纪念活动，以聆听
红色故事、开展实践体验活动等多种
形式，激励广大青少年增强历史责任
感和使命感，不断奋进。

在江西，少先队员乘坐T147次

“红领巾号”列车，前往“红领巾摇
篮”——萍乡安源寻根溯源，参观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安源纪念馆等
地，通过严谨史料和丰富展陈学习
革命历史、了解红领巾的由来。在
重庆，巴蜀小学 220 余名师生参加
思政动画片 《小萝卜头》 首映式，
参观“小萝卜头”主题展览，重温
红色故事。在甘肃，西北师范大学
师生推出纪念陈红军烈士的原创歌
曲，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传承
红色基因。

广大青少年纷纷在线献花、祭
扫，“云端”寄哀思。在黑龙江，团省
委推出线上祭英烈专区，以“云端缅
怀”传递对英烈的思念与敬仰。在四
川，各级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在宜宾
市智慧烈保平台“云祭扫”英烈，为李
硕勋、赵一曼等烈士致敬默哀、敬献
电子鲜花，接受精神洗礼。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清明清明

梨 花 风 起 正 清 明
春花次第争妍，春林逐渐茂

盛。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

三月节、祭祖节等，节期在仲春与
暮春之交。它源自上古时代的祖
先信仰与春祭礼俗，既是二十四节
气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兼具自然与人文内涵。

《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
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这
句话明确点出了清明的渊源，以及
清明和春分的关系。古人曰：“万
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
之清明。”寥寥数字，解释了清明因
何得名，也写出了人们心底的向
往，“清洁而明净”，看似平淡，实则
是很难达到的境界。

自古文人爱写以清明为主题
的诗词。子规清啼、春雨如烟时，
看窗外“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
戏”，总会令人触景生情。诗思泉
涌时，诗人摩挲着几案上的素白宣
纸，挥毫泼墨，寄哀思于明月、将春
景化为诗词，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
的名篇。

清明时节，人们会追思先人、
扫墓祭祖。即便不能归乡，当飒飒
风起时，看到街角枝头那一簇簇雪
白的梨花，如团团云絮、漫卷轻飘，
也会不由想起曾经一起走过一段
人生旅途的亲人、朋友，天人相隔、
不能再见，怎能不思念绵长、满腹
愁肠？

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写出
了清明独有的凄清与哀思。白居
易在《寒食野望吟》中表达了类似
的情绪，“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
雨人归去”。黄土之上，暮雨中，人
在哭泣，难过到不能自已，而九泉
之下的亲人却寂静无声难以回
应。简单两句诗，每每读之，总令
人潸然泪下。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北
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表
示，清明常在，民族不老。慎终追
远是清明节的文化精神，已经深入
到中国人的骨子里。清明节追思
祖先，就是要提倡家庭、社会对先
辈、历史的尊重，保持对生命的敬

畏之心与感恩之心。
除了祭祖，清明还有踏青、蹴

鞠、荡秋千、打马球、插柳等习俗。
在众多描写清明的诗词中，很多文
人描写了大量春日盛景，用不同的
写作手法刻画在踏青郊游、亲近自
然时轻松愉悦的心情。

如，宋代吴惟信的《苏堤清明
即事》写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
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
万株杨柳属流莺。”在诗中，江南正
是“梨花万朵白如雪”的季节，诗人
从侧面措意，以写“游子寻春”来写
春，写他们不仅“半出城”，而且朝
而往、暮才归，足见清明时西湖的
春色之怡人。

描写清明时节亲近自然的好
作品颇多。如温庭筠写道：“清娥
画扇中，春树郁金红。出犯繁花
露，归穿弱柳风。”温庭筠的诗以辞
藻华丽、风格浓艳著称。这首诗生
动描绘了游人一大早出发时，晶莹
剔透的露珠还在各色花瓣上滚动，
颤颤欲滴，回来时则有杨柳拂面的
阵阵微风，出发和归家时景色各
异，人们流连忘返。另外，欧阳修
的《采桑子·清明上巳西湖好》、程
颢的《郊行即事》等，写的也无不是
热闹的游春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清明时节，读
书也是颇受人们喜爱的一种分外
雅致的生活方式。宋代王禹偁的
一首诗《清明》写道：“无花无酒过
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
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在清明
节，诗人没有沉醉于青山叠翠、碧
波荡漾的春色里，无花亦无酒，那
萧然的兴致犹如居于山野庙宇的
和尚一样。清晨破晓时分，诗人坐
在窗前，用昨天从邻居家借来的火
种点燃油灯，潜心读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
每相亲。”清明时节，春意融融，非
常适合读书。书卷于人生而言，恰
似那一泓浸润心田的碧水清泉，潺
潺不绝、涤荡灵魂。追思祖先后，
不妨选择几本好书，找一个安静的
角落，读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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