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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4月4日电 （记者赵洪

南 梅常伟） 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 4 日上午安葬在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10位志愿军烈士英灵60多
年后回到祖国和人民的怀抱，在中华大地
上安息。

退役军人事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辽宁省政府、沈阳市
政府以及北部战区、辽宁省军区、武警辽
宁总队、志愿军烈士家属、抗美援朝老战
士代表、学生、部队官兵代表等 200 余人
参加安葬仪式。

初春的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苍松
含悲，庄严肃穆。陵园下沉式纪念广场中
央，寓意英雄如山、祈愿和平的主题雕塑
静静矗立，9 个高大的花篮呈弧形摆放在
雕塑前，宛如祖国和人民敞开的温暖怀
抱；广场周围，环形的烈士英名墙下，摆放

着黄白相间的菊花，参加仪式的人们肃穆
站立，缅怀英烈，铭记历史。

10 时许，军乐队奏响《思念曲》，仪式
正式开始。乐声婉转低回，诉说着人们对
英雄的无尽思念。在两名持枪解放军战
士护卫下，礼兵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志愿
军烈士遗骸的棺椁缓缓进入现场，全场奏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钱锋在致悼
念词时说，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迎回工作，始终牵动着全国各族人民最深
厚的民族情感。“今天，我们在此举行安葬
仪式，迎接烈士忠魂回归祖国怀抱。他们
的英烈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
富。”

全场人员向烈士遗骸三鞠躬，士兵们
鸣枪向英雄前辈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随着主持人一声“起灵”，《思念曲》再

度奏响，礼兵们抬起烈士棺椁，绕场半周，
缓步走向安葬地宫。当年并肩冲锋陷阵
的战友再次集结在一起。全场人员向烈
士棺椁行注目礼，默默送别英雄们最后
一程。

山河已无恙，英雄可归家。
参加仪式的人们排起长队，向烈士献

花致敬，并绕广场一周瞻仰烈士英名墙。
英名墙上刻满了烈士的名字，这是祖国和
人民对他们的永远铭记。

据了解，现已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共
有197653名。2014年至2018年，先后有
589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
国，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根据
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每年清明节前继续
交接在韩国发掘鉴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

4 月 3 日上午，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

国际机场共同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交接仪式。中方现场举行悼念
仪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护送烈士遗
骸登上空军专机。空军专机进入中国领
空后，两架战斗机全程护航，用空军特有
的方式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他们终于回家安息了！”今年 88 岁
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说，很多战友牺
牲在战场上。这么多年，他每年清明节都
来，抒发想念战友的心情。

志愿军烈士周少武的侄孙周波特意
从河南济源来到沈阳。他说：“看到志
愿军烈士，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
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革命先烈的光荣传
统继承好、发扬好。”沈阳市光明中学 8
年级学生王奕涵说：“英烈们的光辉事
迹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永远是最可爱
的人。”

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安葬
冼星海，中国近

现代伟大的音乐家。
原籍广东番禺，1905
年生于澳门一个贫苦
船工家庭，出生前父
亲已去世。7岁时，他
与母亲侨居马来亚谋
生，在新加坡养正学
校上学，期间参加该
校管弦乐队的活动。1918年回国后，入岭南大学附中
学习小提琴。1926年后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
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专
学习小提琴和钢琴。

1929 年，冼星海赴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
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

1935 年回国后，冼星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
了大量具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1935 年至
1938 年间，冼星海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

《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
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
声乐作品，开拓了中国现代革命音乐的新局面。1938
年，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
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冼星海创作了《黄河大合唱》

《生产大合唱》等不朽名作。特别是国人最为耳熟能详
的《黄河大合唱》，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传唱大江
南北，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
中华民族抗敌救国的精神武器，是中华民族不朽的英
雄乐章。

1940 年 5 月，冼星海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
与八路军》配乐，后因战争、交通阻隔而羁留。期间，他
创作了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
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等。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
不良，致使他肺病加重，1945年于莫斯科病逝。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据新华社电）

韦一平是新四军高级
指挥员，1906 年生，广西
天 河（今 属 罗 城）人 ，壮
族。1924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5 年入国民革
命军，后调到叶挺独立团，
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和
海陆丰起义，曾在海陆丰
根 据 地 担 任 区 委 书 记 。
1929 年被派回广西从事
秘密革命工作，同年 12 月参加百色起义。1931 年随
中国工农红军第 7 军转战到湘赣苏区。在第三次反

“围剿”中，左脚跟被子弹击穿致残。
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长征后，韦一平任中共萍

（乡）宜（春）安（福）中心县委书记，在湘赣边区坚持了
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韦一平任新四军驻吉安通
讯处副主任、主任，兼吉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
长，参与联络和组织湘赣游击队改编工作，大力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

1939年，韦一平赴江苏，任中共苏北特委书记，领
导苏北军民开展抗日斗争。后任中共苏北区委会组织
部部长兼泰兴中心县委书记、苏中第 3 地委书记兼苏
中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第1地委书记兼第1军分
区政治委员，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政治委员，苏浙军区
第4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浙西地委书记。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位于长江以南
的新四军分批向江北转移。15日晚，韦一平在完成掩
护兄弟部队渡江任务后，率部 800余人乘“中安”轮最
后一批北撤，轮船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江面时，由于风
大浪急，加之超载过重，船底漏水，倾沉在即。警卫员
找来救生器材，要韦一平立即离船。但他想到的是如
何使数百名指战员脱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全力组
织部队泅渡上岸。不料轮船突然倾覆，韦一平和 700
多名指战员光荣殉职。
文/新华社记者 夏 军 林凡诗 （据新华社电）

冼 星 海 ：人 民 音 乐 家

韦一平：坚定的理想信念薪火相传

本报讯 记者梁婧 刘存瑞报道：近日，
以“崇宗尊祖·德孝中华”为主题的第二十九
届洪洞大槐树文化节在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
祭祖园拉开帷幕。清明来临，数以万计的大
槐树后人纷纷回乡祭祖。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5A 级旅游景区
位于山西省洪洞县，是以“寻根”和“祭祖”为
主题的民祭园地，2008年大槐树祭祖习俗被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为了响应山西“全力打造文化旅
游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号召，洪洞大槐树寻根
祭祖园创新体制机制，提升服务质量，打造精
品项目，深化文旅融合，成功创建国家 5A级
旅游景区。

作为第二十九届洪洞大槐树文化节中最
受广大游客欢迎的活动之一——第十二届洪
洞名优小吃节从文化节开幕之初便迎来了各
方“食客”的光顾。

文化节期间还将陆续举办传统戏曲表
演、第二十九届洪洞大槐树文化节寻根祭祖
大典等多项活动。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范忠义表示，希望通
过这次活动，弘扬家国情怀，打响“华人老家”
文旅品牌。

清明祭扫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此

时节，走进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缅怀先

烈，无疑是一次崇高的精神洗礼和心灵

净化。清明这个传统节日，也由此赋予

了更丰富的内涵，增添了更深刻的“国家

记忆”，让“红色基因”的传承在春日里焕

发勃勃生机。

缅怀先烈，令我们牢记历史，不忘初

心，时刻怀有使命感。在岁月洗礼下，革

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和模范故事可以滋润

心田，启迪人生，从中感受到强烈的爱国

主义精神、忘我的奉献精神以及勇于为

国家为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正是由

于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今

日富强繁荣的中国。“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

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

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

路。”习近平总书记的回顾与总结，指引

我们走得更加坚定自信。

缅怀先烈，让我们珍惜今朝，坚定信

仰，不断用行动铺出光明之道。如今的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愈发便捷，各种观点

鱼龙混杂、无奇不有，歪曲历史、抹黑英

雄形象、诋毁先烈的声音时有耳闻。我

们只有不断学习革命英雄人物的先进事

迹，深刻体会先烈们的奋斗历程，让正确

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正本清

源，刹住亵渎英雄的不正之风，时刻保持

清醒头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在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场历史的接力

跑中，我们要充分继承革命先烈的“红色

基因”，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让烈士精神的“养分”滋养中

华民族的血脉，永志不忘伟大理想，不断

激发奋斗伟力，以信仰之光照亮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在缅怀中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清明节到
来，各地逐渐迎来群众祭扫高峰。记者从
民政部门了解到，目前，各地通过采用鲜
花祭扫、植树纪念等低碳环保祭扫方式的
群众明显增多，同时，海葬、树葬等节地生
态安葬方式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文明低
碳、节地生态、移风易俗新风尚渐成主流。

4 月 2 日 9 时 30 分，在天津市国际
邮轮母港码头，随着汽笛声长鸣，海葬专
用船离开码头，驶向渤海湾。来自京津
冀三地的 100 名家属走出船舱，来到船
舷，戴上白手套，将装有亲人骨灰的可降
解环保袋轻轻送入大海。据介绍，京津
冀三地开展骨灰海葬活动已有20多年，
先后组织播撒骨灰近 5 万份，参与家属
12 万余人次。今年是京津冀三地首次
联合举办海葬活动。

作为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地区，
浙江各地积极探索创新节地安葬方式，

“树葬”便是其中之一。临近清明，位于
杭州市余杭区的径山树木青翠，郁郁葱
葱，一片节地生态安葬墓地隐匿其中。
该葬式巧妙运用园区地形和树木资源，
将墓位隐匿于山间树木中，达到“是墓
不见墓”的效果。据悉，杭州市根据不
同地区特点，按照“适度控制发展传统

葬式公墓，有山地区发展生态墓地，平
原地区发展骨灰存放设施”的原则，合
理布局公墓设施，持续加大现有墓地升
级改造力度，不断提升公墓建设管理
水平。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
地切实加强组织协调，落实岗位职责，强
化安全管理，提供优质服务，营造了平
安、便利、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全国殡
葬服务机构未发生因祭扫活动引发的重
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与此同时，人们的清明活动从单一
的扫墓祭祖向更加丰富多元的方向发
展，融入了追思先贤、孝亲感恩、生命教
育等内容，将缅怀感念逝者与弘扬家训
家风、传承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丰富了清
明人文内涵，使清明节成为传递亲情、传
承文化、促进和谐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广鲜花祭扫、集
体共祭、网络祭祀等文明祭扫方式，出台
相关惠民措施，深化殡葬改革。北京、内
蒙古、浙江、云南等地针对清明前后骨灰
集中落葬的习俗，组织了树葬、花葬、自然
葬等公益生态葬活动；河北、辽宁、山东、
广东深圳等地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力量，举
办集体海葬活动，并配套出台相关奖补措

施，鼓励群众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大
连市把“禁止冥品焚烧”写入市政府工作
报告，取消所有殡葬服务机构焚烧花圈，
杜绝沿街祭祀烧纸行为。

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为确保清
明祭扫工作平稳有序，各地殡葬服务单
位立足群众需求，从设施建设、服务环
境、项目收费、惠民殡葬、廉洁从业等方
面，努力提供群众满意的殡葬服务。湖
南、陕西、甘肃等地在清明节期间增设服
务网点、便民窗口、祭拜专区；黑龙江、广
东等地每天逾万名工作人员放弃休息坚
守一线，服务保障群众祭扫。山东、安
徽、新疆等地增开免费公交专线，为群众
祭扫出行提供便利；重庆市殡葬服务热
线联合主城区经营性公墓，推出2500个
墓穴的“免费生态安葬直通车”，提供24
小时便民惠民服务。

在规范殡葬服务行为方面，湖北专
门出台加强殡葬服务机构管理工作的意
见，组织开展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服务项
目定价监审专项检查；广东重点整治殡
葬服务收费、服务质量以及民办殡仪机
构代理服务问题，切实纠正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营造公平、规范、诚信、有
序的殡葬市场环境。

本报讯 记者吴凯 李治国报道：4月3
日，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推出“诗韵清明 文
脉中华”——2019 金山“我们的节日·清
明”诗会，缅怀先烈、忆先贤、传诗脉，弘
扬传统文化。配乐诗剧 《秋瑾》、《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诗词楹联》……一首首名
诗名作在舞台上呈现，观众们不时报以热烈
掌声。

此次诗会共分“清明追忆”“清明缅怀”
“清明新风”“清明春晓”4 个篇章。诗会上，
“诗韵传万家、文化润亭林”项目启动，志愿
者发出倡议：做传统诗风文脉的传承者和
传播者，让诗歌走进亭林的千家万户，让传
统文化滋养亭林人的心田，使亭林成为“诗
歌之乡”。

据了解，金山区近年持续倡导“好人文
化”，设立“金山好人榜”，推动社会形成良好
道德风尚。

本报重庆4月4日电 记者冉瑞成、通
讯员涂燕报道：4 月 4 日上午，寻根乡愁·饮
水思源——2019 年永川区“我们的节日·清
明”暨松溉古镇孝亲文化节在重庆永川区松
溉镇启幕。民俗文化巡演、文艺汇演、成人
礼 仪 式 、松 溉 印 记 图 片 展 、民 间 音 乐 展
演……多项精彩活动举行，十里老街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

上午 8 时许，民俗表演队伍从古县衙出
发，沿邵家坝子、菜园路、临江街巡游。

“今天巡演的演员中既有七八十岁的老
人，又有二三十岁的青年；既有机关干部，又
有普通农民。”松溉镇文昌宫社区主任、松溉
镇旅游协会会长杨晓刚表示，一个个传统民
俗文化表演，激起人们心中的乡愁，活了文
化，乐了百姓。

4月4日到6日，松溉古镇还为游客们准备
了非遗展演及展销、书法家赠写家风家训等系
列活动。游客可以参与竹编、棕编、剪纸、油纸
伞的制作，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欣赏书法家
现场书写家风家训、孝老楹联。

松溉镇党委书记王成虎表示，松溉镇已
连续 5 年举办该活动，其目的就是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和共同记忆代代相传。 低碳环保祭扫、节地生态安葬增多

文 明 祭 扫 渐 成 风 尚

4月4日，首都各界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主题教育活动。当日，“清明节的铭记——尊崇英雄烈士 厚植

家国情怀”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在纪念馆举行。抗战老战士代表及首都大中小学学生、部队官兵、抗战精神志愿团队600余人一起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寻根乡愁 饮水思源

重庆永川举行孝亲文化节

诗韵清明 文脉中华

上海金山举办清明诗会

崇宗尊祖 德孝中华

山西洪洞大槐树文化节开幕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记者王琦） 记者 4 日
从共青团中央了解到，清明节来临之际，各级共青团组
织按照团中央统一部署，集中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
新时代”特别主题团日活动，组织广大青少年在庄严肃
穆的仪式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学习传承革命先烈的
崇高精神，激励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继承先烈遗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矢志奋斗。

据了解，活动期间，各地共青团组织动员青少年集
中前往烈士陵园、革命纪念地、纪念馆等各类红色教育
基地，集中开展缅怀先烈、瞻仰致敬、重温入团入队誓
词、团旗下的演讲等祭奠活动，在青少年中掀起了缅怀
英雄先烈、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热潮。

在山西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2000余名共青团员
集中开展了默哀致敬、入团宣誓、主题微团课等祭奠活
动。在湖北武汉二七纪念馆，团武汉市委组织 900余
名青少年开展革命先烈祭奠仪式，并启动“革命传统教
育周”活动，动员青少年“重走一次红色之路、参观一个
红色基地、开展一次红色演讲、阅读一本红色书籍、撰
写一篇红色感悟”。在黑龙江哈尔滨烈士陵园，200余
名黑龙江大学师生代表集中举行敬献鲜花、重温誓词、
团旗下的演讲等祭奠活动。

此外，在网络空间，各级团组织结合线下活动，在
共青团新媒体矩阵集中开展“清明祭英烈”主题网络活
动，对各地开展的先烈祭奠活动进行网络直播。团中
央主持的“清明祭英烈”微博话题，吸引广大青年网友
纷纷留言，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纪念，阅读量已累
计达4.8亿人次。

各级团组织集中开展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缅怀英雄先烈弘扬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