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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根据年度出版计划，《中国国防报》（邮发代号：1-188）2023 年清明放假期

间休刊一期，即 2023 年 4 月 5 日休刊。4 月 6 日正常出版。

休 刊 启 事

“ 咱 们 回 家 了 ！ 您 在 故 土 安 息

吧……”3 月 14 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

区隆重举行商建楼烈士安葬仪式。烈

士后人抚摸墓碑，几度落泪。商建楼

烈士于 1942 年参加八路军，在解放战

争中牺牲。前不久，在东营区人武部

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协助下，烈士

后人在上海找到烈士骨灰，迁葬回乡。

2 月 1 日 ，新修订的《烈士安葬办

法》施 行 。 山 东 省 积 极 推 进“ 慰 烈 工

程”，本着“应迁尽迁、升级改造、集中

管护”的原则，征求烈属意见，迁移零

散烈士墓，今年共计划迁移安葬 760 位

散葬烈士。

齐鲁多英烈。记者从山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获悉，该省登记在册的革

命 烈 士 达 30.7 万 名 ，无 名 烈 士 7 万 多

名。他们大多牺牲在战火纷飞的革命

战争年代。由于历史原因，不少烈士

散葬在山岭之间，还有一些无名烈士

陆续确认身份，需做好墓地迁移、入土

安葬、就地保护工作。

“无数先烈南征北战、出生入死，

为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让烈士有

一个好的归宿，是烈属的心愿、社会的

期盼，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山

东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山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张全华表示。

挽联高挂，哀乐低回。3 月 10 日，

张则民烈士安葬仪式在临沂市郯城烈

士陵园举行。郯城县人武部、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及烈士亲属等 100

余人胸佩白花，夹道迎接烈士灵柩。

临 沂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领 导 介

绍，八百里沂蒙，村村有烈士，山山埋

忠 骨 。 该 市 共 有 县 级 以 上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23 处 ，就 地 保 护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8612 处。他们划分集中保护片区，规

划 建 设 新 墓 穴 2129 座 。 散 葬 烈 士 墓

将于年内全部迁入烈士陵园。

青山苍苍，碧波荡漾。为做好烈

士安葬工作，滨海城市青岛着力提升

改造烈士纪念设施。该市城阳区将烈

士陵园改扩建工程纳入 2023 年政府投

资建设项目，新建烈士纪念馆、纪念广

场 、纪 念 碑 和 墓 地 ，提 升 园 区 绿 化 水

平。目前，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空军某

部和青岛警备区 1100 余名官兵参与工

程建设。

前不久，济南市军地联合将陡沟

街道无名烈士墓区的 21 名烈士集中迁

葬至济南革命烈士陵园。菏泽市完成

23 处县级以下烈士陵园整修，迁移、保

护 烈 士 墓 308 处 ，进 一 步 明 确 烈 士 家

属、村委会及退役军人服务站三级管

护责任。

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褒扬

纪念处处长陈志强介绍，该省制定出

台《山东省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

缮 管 理 维 护 工 作 任 务 清 单（2020—

2024 年）》，开 展 为 无 名 烈 士 寻 亲 活

动 。 近 3 年 ，该 省 迁 葬 、安 葬 烈 士 墓

4813 座，就地保护 20855 处，修整县级

以 下 烈 士 陵 园 26663 处 ，帮 1206 名 烈

士找到亲人。

迁葬烈士不仅告慰英烈、温暖烈

属，也能厚植国防情怀。该省军地在

做好烈士安葬工作基础上，积极推动

烈士纪念设施管护与国防教育、红色

旅 游 、革 命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融 合 发 展 。

近 3 年来，该省有 6 处烈士纪念设施入

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7 处被命名

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组织

弘扬烈士精神报告会、主题教育活动

3.3 万场次。

“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为散

葬 烈 士 迁 墓 立 碑 ，就 是 筑 牢 精 神 丰

碑。”山东省军区政委王爱国介绍，他

们将联合地方有关部门扎实推进新时

代烈士褒扬工作落地落实，集中做好

烈士安葬、迁葬和纪念设施保护工作，

进一步浓厚崇尚英雄、关爱英雄、学做

英雄的社会氛围。

左上图：3 月 26 日，青岛市组织军

民到崂山革命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图

为老兵杨志国、牟畏难夫妻在英名墙

上寻找战友姓名。 荣旻湜摄

新修订的《烈士安葬办法》施行后，山东省军地联合推进“慰烈工程”——

立烈士墓碑 筑精神丰碑
■本报记者 林 琳 特约记者 刘明奎 通讯员 刘永亮

一个人，建一座馆，保留一段不

容忘却的历史记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3 月 24 日，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

馆响起激昂的国歌声。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灵感源

于东北义勇军的战斗生活。到此参

观的辽宁省葫芦岛市渤海船舶职业

技术学院师生在了解历史后深受触

动，跟随伴奏响亮地唱起国歌。

“辽西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抗日义

勇军重要组成部分，为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发挥重要作用。”看到此情此景，

该馆创始人、馆长李文喜满脸欣慰。

“当初，我创建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

示馆，就是想让人们铭记历史、知重前

行。如今，这个愿望正在实现。”

李文喜今年 46 岁，是辽宁省绥

中县大台山果树农场员工。卫校毕

业那年，他回到家乡矾石山村担任乡

村医生。巡医问诊时，他从老人们口

中听到不少关于辽西抗日义勇军的

故事。

“过去，我只在课本上‘见过’义

勇军，没想到自己的家乡竟有义勇

军，历史离我如此之近。那时，我隐

约感到发生在矾石山村的抗日故事

绝不简单。”李文喜告诉笔者。

2005 年 ，李 文 喜 在 一 个 旧 书 摊

上发现一本 1984 年出版的《锦州文

史资料》，记载了不少关于东北义勇

军抗日的故事。这让他愈加坚信“辽

西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值得挖掘”。后

来，他更换工作，在研究历史方面投

入更多精力。

李文喜告诉笔者，经过多年寻找

和求证，他逐渐梳理出辽西抗日义勇

军的历史脉络。1931 年九一八事变

后，在抗日仁人志士的带领下，辽西

一带组建抗日武装。东北民众抗日

自卫义勇军在矾石山村打响辽西地

区抗日斗争第一枪，作战指挥部就设

在矾石山村的孔家大院。

探寻历史的道路充满艰辛，幸而

李文喜并非一个人在“战斗”。在史料

收集和求证上，不少抗日义勇军将士

后代和史学专家伸出援手。2009年，

李文喜开始筹建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

展示馆。李文喜的家离孔家大院很

近，他便利用自家房屋改建展示馆。

那次改建，李文喜用了 1 年多时

间。矾石山村民说，最初的展示馆并

不大，装修也比较简单，但满满当当

展陈了 300 多件实物，有义勇军将领

名言录、图片、图书和旧物件，可见李

文喜付出的努力。

后来，李文喜继续发掘历史，将

有关资料集结成《义勇风云》，成为反

映义勇军在绥中抗日的重要历史资

料。李文喜的故事传播开来后，党政

机关、社会团体和热心人士积极为他

提供帮助。

2021 年 7 月，在军地有关部门支

持下，一座全新的辽西抗日义勇军事

迹展示馆在大台山风景区落成。该

馆建筑面积 1200 平方米，陈设展板

460 块、文物 220 多件、照片 507 张，被

命名为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辽

宁省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实践基地。

回首建馆历程，李文喜感慨道：

“抗日义勇军是值得我们崇敬的民族

英雄。我不能忘了那些‘宁当战死

鬼、不当亡国奴’的将士，要让艰苦奋

斗、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

一代代传承下去。”

上图：李文喜近照。谢守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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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西河、特约记者张富华

报道：日前，江西省举行退役军人教育学

院揭牌仪式。该学院系江西省首家退役

军人教育学院，由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和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共同组建。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执行校长

范红铭介绍，学院坚持以促进就业为目

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退役军人提

供学历教育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就业

服务指导、创新创业孵化等服务。今年

春季，该学院已招收 300 多名退役军人

学员。

据悉，退役军人经过安置地退役军

人事务局报名，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统一审核入学资

格。学院聚焦数字经济，开设数字媒体、

电子商务、软件技术、工业机器人等多个

新专业，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退

役军人进入该校可免费接受 3 年教育培

训，有关经费从国家下拨的退役军人教

育培训经费中支出。学员结业时，根据

专业性质和考核情况，获得相应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表示，

他们将联合教育部门、驻地高校积极探

索退役军人继续教育新模式，结合产业

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经验，依托高校优

质资源，搭建退役军人学历教育、继续教

育、岗位能力培训平台，着力提升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能力。

江西省

首家退役军人教育学院揭牌
春种备耕忙。3月 27日，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组织官兵到帮扶村

帮助果农喷洒农药。 党浩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