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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英烈志 奋进新时代

“悠悠赤水河，巍巍青杠坡，爷爷拉

着我的手深情告诉我，红军长征从这里

走过，先辈的热血洒满山河……”

赤水河边，在贵州省习水县那个叫

作青杠坡的峡谷里，清明时节又响起这

首深情的歌。4月 1日，高高的青杠坡战

役烈士纪念碑前，来自习水各界群众

3000 多人，以及来自北京、四川、贵州等

地的许多游客，他们也手捧鲜花，缓缓走

上高高的山坡，向烈士纪念碑献花。

80 多年前，长征队伍走过这里。桐

梓窝、尖山子和营棚顶三座山岭在这里

形成一个葫芦形河谷。1935 年 1 月 28

日，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在这个不足

2 平方公里的河谷展开激烈战斗，3000

多名红军将士牺牲。为争取战略主动，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从土城等地一渡赤

水河，向川南挺进，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

幕。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敌人重兵围

追堵截的艰险情况下，成功实施的一次

战略转移。

当年红军冲锋的营棚顶，如今高高

耸立着青杠坡战役纪念碑。红军烈士陵

园也建在这个山坡上。4月 1日，习水县

委在这里举行祭奠红军仪式。机关干

部、青年团员、少先队员，还有附近群众

聚集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习水县委书

记向承强说，在全国上下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喜迎建党 10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

缅怀在青杠坡战役、四渡赤水及二万五

千里长征牺牲的革命先烈，寄托对革命

先烈的无限哀思，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

色记忆，表达习水老区人民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决心。

在青杠坡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后

代龙铮，清明前夕也来到赤水河边。

“第一次到这里来，走在女红军街上，

感受到了我们的军魂。”她说，看到老

区人民对革命传统的坚守，看到老区发

展的成绩，十分感动。“我们要沿着先

辈的路，坚定信仰，始终忠诚于党。”

青年志愿者曹梅梅来到青杠坡前，

和西部计划志愿者们一起，排着队向纪

念碑献花。最近一段时间，她带领 20多

名志愿者，其中包括 10 多名中小学生，

创作了一幅 20 多米长的剪纸作品《长

征！长征！》。作品呈现了红军长征途中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

雪山过草地等 13 个重大事件。她们把

这幅作品捐赠给了四渡赤水纪念馆。参

与创作的习水县思源小学六年级学生李

悦说：“以前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长征，

现在通过剪纸知道了更多长征故事，感

到非常自豪。”

当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缓缓地走

上纪念碑，向烈士敬献鲜花时，记者在队

伍尽头看到了几位老人。她们相约从土

城镇红军街走了 3 公里路，来到青杠

坡。今年 86岁的汤启辉老人年纪最大，

她说，青杠坡战役时她只有一岁，记不得

事，但是从小就听家里人讲红军的故事，

知道这里牺牲了不少烈士。年龄最小的

赵兴英，今年也已 70 岁。她说，每年清

明节，她们几个都会来青杠坡烈士纪念

碑祭奠，“青杠坡的烈士是为了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牺牲的。现在生活好了，我

们不能忘记他们”。

清明祭奠红军是习水县红军节的开

幕式。习水县红军节从 2010 年开始举

办，今年已是第六届。红军节期间，县里

为游客设计了红色旅游线路，组织各种

研讨会宣传介绍红军精神，传承红色文

化，如今已逐渐成为一个特色节。

“目光坚定坚守阵地的他没有留下

名字，屹立不动吹响号角的他没有留下

名字，拿起步枪冲锋陷阵的他没有留下

名字，挥舞红旗融入滚滚硝烟的他没有

留下名字……”

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

高高的纪念碑前，用一首诗来表达他们

的怀念：

当我们站在没有他们名字的纪念碑

下，仍然坚信，

他们的生命没有终结，他们的呼吸

没有停止……

他们交织成一面猎猎招展的旗帜，成

为一个民族灵魂的象征，他们将自己熔进

这光焰烁烁的纪念碑一起雄碑耸立，

他们的名字我们没有忘记——

红军、烈士、英雄！

巍巍青杠坡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魏永刚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让今年的清明节具有了非同寻常

的意义。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一

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一大批视死如归的

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

形成了民族伟大的精神图谱。在

这个寄托哀思的日子里，我们缅

怀先烈，追思故人，就一定要铭记

烈士们的遗愿，牢记他们为之流

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更要把英烈

精神融于血脉、注入灵魂，矢志拼

搏奋斗。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捧热土

一捧魂。我们脚下的路浸染着无

数英烈的鲜血和汗水。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先辈为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前赴后

继、英勇奋战，为后人留下了一笔

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被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

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吉鸿昌

激励，也被“人只有一生一死，要

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的邓中

夏鼓舞……回望硝烟弥漫的历

史，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前行的力

量。缅怀革命先烈，更要继承先

辈遗志，传承红色精神，继续走好

新时代的奋斗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的“特权”

是流血牺牲，在和平年代，中国军人同样

把青春、热血、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在抢险救灾的现场，在维和护航的战场，

他们逆行而上，冲锋在前。张超、余旭、申

亮亮、刘景泰……一个个响亮

的名字，用宝贵的生命践行了

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

我们缅怀英雄壮举，更要在学

习中感怀英雄事迹，在行动中

弘扬英雄精神。

共产党人总是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始终奋战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从

不计个人得失守护生命健康的

抗疫英雄到用生命照亮贫瘠之

地的脱贫攻坚英雄，强烈的责任

感、使命感，坚定了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奉献与牺牲意志。

还有很多为了党的事业付出宝

贵生命的普通人，他们虽然不是

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冲锋陷阵，

但他们在各自领域艰苦努力、忘

我工作，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事迹和

精神同样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

大力量。

清明，连接过往与当下，凝

聚情感与力量。今天对历史的

回 望 ，是 为 了 明 天 更 好 的 出

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迈

入新时代，我们要永远铭记，如

果没有共产党人的牺牲和奉

献，就不会有一个喷薄而出的

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前进的路上，我们每

个人都要以英雄事迹为镜、以英雄精神为

魂，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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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下聚光灯下，，200200 余件展品将故事娓娓道余件展品将故事娓娓道

来来，，凝练展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凝练展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

国的伟大征程国的伟大征程；；展墙上展墙上，，一位位英烈的名字如一位位英烈的名字如

同一簇簇火苗同一簇簇火苗，，让我们看到艰难的过去让我们看到艰难的过去，，也照也照

亮着中国共产党光明的未来亮着中国共产党光明的未来。。

33月月，，首都博物馆联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联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中共一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大会址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伟大伟大

征程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100 周年特周年特

展展””。。半个多月里半个多月里，，约约44万名观众走进展厅万名观众走进展厅，，聆聆

听党史故事听党史故事，，缅怀革命英烈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展览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土地革命、抗

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四个历史时期为线索，分

为东方破晓、星火燎原、中流砥柱、夺取胜利

四个部分，不仅展出了《新青年》《少年中国》

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刊物、1872 年德文

版《共产党宣言》原件等，还陈列着中共一大

会址嘉兴南湖纪念红船、西柏坡中央军委作

战室、开国大典上使用的礼炮等复刻版实物。

序厅里，一块块金色的年份标牌格外醒

目，从“1921”到“1949”，记录着中国共产党 7

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新中国成立的时间。

展柜里一张不起眼的布片上写着：“牺牲

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

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这是井

冈山革命时期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农民贺页

朵写的入党誓词，由于文化程度不高，24 个

字里有 6 个错别字，但他对党的忠诚不带一

点杂质。从写下誓词那一刻起，贺页朵就以

革命者的身份投入到党的事业中，他将自己

的榨油坊设为秘密交通站，为东南特区及红

军搜集情报、运送伤员和物资。

红军长征后，贺页朵与党组织失去了联

系，为了严守秘密，他将入党誓词用油纸包好

放在榨油坊屋檐下。直到1951年中央赴南方

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来到永新，贺页朵才将这

份珍贵的誓词郑重取出，这也成为无数农民党

员在艰难险阻中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历史见证。

“在白色恐怖下，把自己的名字和地点写

在入党誓词上，一旦暴露很有可能性命难保，

这位老同志真是值得钦佩。”前来参观的党员

张斌感叹，“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不忘初

心’的见证！”

不远处，一面展墙上画着一位编草鞋的

农家妇女，画像周围挂着几十双草鞋，十分引

人注目。画中的主人公名叫陈发姑，江西瑞

金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她动员丈夫

朱吉薰参加红军。后来，朱吉薰所在部队奉

命北上长征，从此杳无音讯。陈发姑始终深

信红军和丈夫一定会回来，坚持每年为丈夫

打一双草鞋，即便双目失明也不曾间断。

令人唏嘘的是，陈发姑没能等回自己的

丈夫，直至 2008 年去世前，她一共编了整整

75 双草鞋。这是一份对爱情 75 年的坚贞守

望，更是一份对革命终生不渝的坚定信仰，陈

发姑因此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军嫂”。

在展厅里，像“草鞋”“布片”这样“有血有

肉”、有故事的展品有约 280 组件，发白的红

四军军装、一二九运动受害者的血衣袖、八路

军用击落日机机身做的铝碗……虽然物件已

是饱经沧桑、老旧模糊，却闪耀着信仰的光

芒，透过它们，我们能看到一张张勇敢坚定的

面孔，感受到一颗颗对党的鲜红赤诚之心。

参观群众张斌频繁地拍摄展品，抄录英

烈的故事，他说要带回家讲给儿子听。“提醒

他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激励他更加努

力学习。”

展览备受关注，开展以来吸引了众多观

众预约参观，首都博物馆自 3 月 23 日起提高

公众预约额至每日 4000人，不少单位也将党

日活动安排在展览现场，他们有的自发参观

学习，有的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深入了解党史。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我感到很振奋，我

党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

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就不可能取得成

功。”跟随单位来观展的刘先生说，“就是这些

不平凡的过去、不平凡的党员，让我们现在还

能面对艰难毫不畏惧、初心不改。”

展览最后的大屏幕上播放着开国大典的

影像资料，让人心潮激荡，旁边还设有重温入

党誓词的区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铿锵的誓

词不绝于耳，一字一句震撼着在场每一个人。

初心照征程
本报记者 曾诗阳

本版编辑 许跃芝 美 编 夏 祎

4月 2日上午，春天的北京清风徐徐。缓

步走进宛平城中央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沿着青白色台阶上行，便见锻铜打造的独

立自由勋章雕塑前，正分列着抗战老战士、学

生、军人等不同群体，“清明节的铭记——‘缅

怀英烈志 奋进新时代’主题教育活动暨诗

书诵唱会”正在这里举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中国唯一一

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

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现有馆藏文物 2.5 万

余件（套），详实记录了 1931年至 1945年抗日

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近年来，抗战馆还成

为多次纪念抗战胜利、公祭战争死难同胞的

重要场所，提起这里，人们总会铭记起那些为

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

又逢清明时，雄壮的国歌再一次唱响，鲜花再

一次环绕独立自由勋章，我们默默低头向英

雄致以最深切的怀念。

当耳边传来人们朗诵《延安颂》的铿锵之

声：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

线……记者缓步走进抗战馆的大厅，重温那

段感天动地的伟大胜利。

走进抗战馆序厅，一座长 24米、高 6米的

巨幅铸铜浮雕《铜墙铁壁》令人震撼。浮雕上

雕铸着抗日军民携手直面战火的坚定身影，勾

勒出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形成了寓意深远的

主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4 年抗战，北起松花江畔，南至珠江潮

头，中国人民付出巨大民族牺牲，使正义战胜

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

动。杨靖宇以“头颅不惜抛

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

贰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信

念为抗击日寇献出生命。

张 自 忠 战 斗 到 最 后 一 刻 ，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

半点改变”。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

“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

“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前赴后继，壮烈

殉国，他们用热血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

诗，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他们的英雄事迹

永载史册。

顺着展厅《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的主题

展览，记者走到了英烈环廊上，看到长长的抗

日英烈名录碑。这里一个个金色名字背后是

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的不朽

英魂。站在这面石墙前，记者默念起他们的

名字，思绪慢慢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八一宣言》、七七事变、《论持久战》、百团大

战、中共七大、芷江受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

件中穿行。

在他们中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正确的

抗战路线，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广泛建立

了抗日根据地，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党委书

记、馆长罗存康说：“从抗战至今，是历史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

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

产党最能自我革新、自我革命、自我发展。”

如今，抗战馆已经不仅是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的殿堂，更朝着成为世界和平

纪念地的方向努力。建馆以来，这里已经接

待海内外观众3700多万人次，在国际国内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在新的历史时期，当代中国人

也必须要从国际视野全面看待这场伟大的抗

战。罗存康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中国的抗战，

还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国家的情

况，我们需要从历史当中受到启迪，共同传承

和弘扬全世界通过二战形成的追求正义和平

的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鲜花敬英烈
本报记者 敖 蓉

他们的生命没有终结，他们的呼吸没有停止……

他们交织成一面猎猎招展的旗帜，成为一个民族灵魂的象

征，他们将自己熔进这光焰烁烁的纪念碑一起雄碑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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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一位位英烈的名字如同一簇簇火苗，让我们看到艰难的过去，也照

亮着中国共产党光明的未来

“清明节的铭记”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4月 2日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开启，93岁高龄的八路军老战士张舞原与首都中学生

一同走到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前，向抗战中牺牲的战友敬献花篮。

本报记者 敖 蓉摄

4月 1日，贵州省习水县在青杠坡战役烈士纪念碑前举

行祭奠红军活动。图为群众列队走向纪念碑，敬献鲜花。

本报记者 魏永刚摄

3月 30日，观众在首都博物馆参观“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特展”。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