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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的名义，做一
天的你

清明节前夕，冒着绵绵细雨，江苏省

扬州市仪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和“義拥军”志愿服务队成员来到烈属陈

桂兰家。“陈阿姨，助听器用得还习惯吗？

最近身体怎么样？家里有什么困难……”

大家一边和陈桂兰聊着家常，一边帮忙打

扫房间、清理厨卫。

陈桂兰的儿子梁飞在 21 岁时牺牲。

自此，每次提到和儿子相关的字眼，老人

家眼眶便会泛红。2021 年起，仪征市落实

扬州市“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

开展“做一天的你”志愿服务公益项目。

某部官兵与烈属陈桂兰结成帮扶对子，定

期上门看望慰问。去年中秋节，考虑到老

人家听力衰减，该市军地志愿者为陈桂兰

带来了助听器。“我自己在家，年纪大了做

事常常力不从心。多亏这些‘兵儿子’和

志愿者们挂念着我，过年过节我都不孤

单。”陈桂兰说。

2021 年年初，扬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部署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对全市

登记在册的 1078 名烈士遗属逐户摸底，

建立困难情况和现实需求清单。在此基

础上，他们制定“慰英魂——烈士遗属关

爱行动”方案，列入该市“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让烈士遗

属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充分感受党委

政府优待和全社会关爱。”扬州市委领导

告诉记者，他们号召民政、医保等部门协

同推进关爱行动，通过“精准帮扶、一户一

策”，着力解决烈士遗属生活、医疗、养老

等问题。扬州市爱心企业、志愿者组织纷

纷行动起来，与困难烈士遗属结成长期帮

扶对子，解决好他们的困难事、烦心事。

“下次再见到滕妈妈，我得把之前和

她的合照带上……”运河之畔，江都区“龙

川情”优抚社工事务所内，所长沈巧云一

边念叨着，一边将一张照片仔细收好。她

口中的滕妈妈，是烈士陈刚的母亲滕冰。

1985 年，陈刚在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壮烈

牺牲。2007 年，滕冰女儿去世。8 年前，

“龙川情”优抚社工事务所志愿者主动上

门与滕冰“认亲”，结成帮扶对子。逢年过

节，志愿者们带着大米、面粉等生活物资

走进滕妈妈住处，帮她理发、修脚、整理家

务，送上“从头到脚”的贴心服务。

记者从沈巧云这里知道了另一个名

字——马一尘。“马一尘是我们志愿服务队

的名誉队长，也是滕妈妈儿子的战友。”沈

巧云告诉记者，无论看病就医还是旅游散

心，马一尘只要能抽出空都会陪同，他待滕

妈妈像自己的亲妈妈。“目前，我们和17位烈

士母亲认了亲，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为

烈士亲人出一分力、尽一分心。”沈巧云说。

“新的烈属疗养计划正在筹备中，今年

准备带他们去红色景点转转。”该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双拥工作处工作人员秦雯介绍，去

年 8月，他们联合拥军企业探索开展“绿扬

双拥·百润荣军”烈属关爱行动，邀请扬州

籍烈士遗属代表参与。接受健康体检、体

验扬州非遗项目、赴安徽省金寨县革命老

区参观……烈属全程走绿色通道，享专属优

待。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烈士郭寿荣的妹

妹、13岁的郭璨璨有感而发：“看到那些穿越

历史的红色物件，突然读懂了哥哥的坚持。”

2008年7月9日，为抢救落水儿童，郭寿荣不

幸牺牲，后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

“我们与民政部门沟通协调，将符合

低保条件的烈士遗属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上浮 10%，让烈士遗属享受到特殊优待。”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王春香告诉

记者，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挥牵头部门

作用，着眼烈士遗属急难愁盼，协调相关

部门帮助烈属解决就业、教育、社保、医

疗、养老等方面突出问题。

让古城大街小巷，
记下你的故事

傍晚时分，漫步于广陵区东关街，人

间烟火气拂面而来。

据了解，扬州市有很多烈士故居分布

在以东关街为代表的古街小巷中。当地政

府积极对烈士故居进行修缮，免费向游客开

放。作为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古街之一，东关

街一天有 3万多人流量。不少游客闲逛休

憩时，便可感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

在一家“皮包水”茶社，国家一级演

员、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明坤

将家乡烈士故事融入扬州评话，以一方醒

木、一把折扇、一口地道的扬州方言，演绎

一个个让人回味无穷的烈士故事。为方

便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理解故事内容，杨

老每隔几句便用普通话翻译一下关键情

节。茶余饭后，伴着暖黄色的灯光，客人

们兴致勃勃地听着当地红色故事，咂摸出

几分不一样的扬州味道。

杨明坤老人退休后，经常做客街道各

拥军门店，以扬州评话的方式免费向游客

宣讲红色故事。讲到激动处，杨明坤醒木

急拍，提醒游客们要铭记英烈们的付出，

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走进宝应县柳堡镇，门前屋后的油菜

花递上一张春天的名片。前来“打卡”春

光的游客，往往会顺路去一趟夏凤山烈士

纪念馆。“1931 年，因叛徒出卖，夏凤山不

幸牺牲，年仅 24 岁……”这天，担任义务讲

解员的是在附近经营生态农庄的村民杨

田梅，地道的“下河腔”口音让游客颇感新

奇。“我从小听着夏凤山烈士的故事长大，

他是我们的骄傲。作为土生土长的柳堡

人，我有责任、有义务让更多游客了解先

辈们的英勇壮举。”杨田梅说。

“15000 多名优秀的扬州儿女在民族

危亡之际，为抵御外敌入侵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他们的事迹是我们开展学习教育最

鲜活、生动的教科书。”王春香告诉记者，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在多地展

开走访，深挖英烈红色故事，制作成微视

频在线上推出；招募县级以上烈士陵园讲

解员及志愿者组成宣讲团走进校园、机

关、企业、社区、村镇、军营等，开展红色宣

讲活动。截至目前，他们累计开展红色宣

讲活动百余场次，受众万余人次。

3月 25日，扬州革命烈士陵园、平山乡

西华门社区协同鼎新社工事务所带领社区

孩子们来到烈士陵园，开展“再走长征路

共筑中国梦”专题活动。在烈士陵园党建

主题馆，孩子代表结合脚下铺设的一张长

征路线图，绘声绘色讲述长征故事。活动

还邀请抗美援朝老兵陈开悦和参加边境自

卫还击战的老兵夏良平现场参与，围绕作

战经历述说家国情怀。“之前我们经常带孩

子们到扬州名人故居开展人文主题教育，

现在特地让他们过来感受英烈文化。一个

孩子就是一个‘播火者’，将红色故事带回

家、带到校园。”社区工作人员李志宇说。

以 一 座 城 市 的 敬
意，为你照亮回家路

三江营地处长江北岸，是扬子江、小夹

江和太平江三江汇合之处，旧称三江口。因

地理位置特殊，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清晨，江风犹凛。江都区三江营革命

烈士纪念馆专职管理员、退役老兵张明海

的一天，从打扫纪念馆和清洗、修刻纪念

碑文开始。65 岁的张明海生于斯长于斯，

对长眠于三江营的烈士感情很深。退役

后，他主动担负烈士陵园值守工作。张明

海平时酷爱临帖，擅长錾石刻字，面对部

分碑刻脱落失色的情况，他发挥特长接下

墓碑修缮任务。“近几年，大家又为几位烈

士找到了亲人，马上到清明节，来祭扫的

人也多了，我要忙活起来了。”张明海说。

据了解，三江营烈士纪念馆共埋葬 67

名烈士，由于历史原因，仍有许多烈士未

找到亲人。2020年 11月，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人员拜访三江营战役亲历者、原南

京军区离休干部吴非远时，得到“牺牲在

三江营的卫生员黄章水是浙江诸暨人”的

线索。以此为契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区融媒体启动为三江营 67 名牺牲烈士

寻亲活动。截至目前，他们找到浙江省诸

暨市烈士黄章水、徐正海，慈溪市烈士陈

清水、金阿康等 10位烈士的亲人。

“哥哥，我来看你了……”3 月 6 日上

午，站在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革命烈士陵园

刘立仁烈士墓前，86 岁的刘立生老人眼含

热泪，摆上两盆从家乡扬州带来的常青松

和水果。这一天，他等了 70 多年。

刘 立 仁 烈 士 ，江 都 区 小 纪 镇 双 富 村

人，1948 年参军，次年 10 月 8 日在福建泉

州解放小嶝岛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 17

岁。去年 6 月 30 日，“龙川情”志愿服务

队收到“为江都县小其区王屋晋人烈士

刘力仁寻亲”的信息，志愿者们当即联系

江都区相关部门。“烈士刘立仁，高徐五星

村（今小纪镇双富村）王五尖人，高小毕

业……”区档案馆查到的信息，和烈士名

字有一字之差，且不在一个地区。考虑到

区域变动，对烈士生前部队番号以及牺牲

年份等细节进行反复比对后，他们最终确

定“江都县小其区王屋晋人刘力仁”就是

“江都区小纪镇双富村刘立仁”。

“我们只知道哥哥牺牲在小嶝岛，但

不晓得埋在哪里。加上当时年纪尚小，爷

爷奶奶年事已高，无法前往寻找。”刘立仁

烈士弟弟刘立生告诉记者，爷爷奶奶生

前，一直希望能找到哥哥安葬的地方。几

十年来，他们一家人始终牵挂着哥哥，每

逢节日祭奠去世亲人时，都为哥哥摆上一

副碗筷。3月 5日，刘立生和两名子女踏上

祭扫之路。临别前，他在陵园包了一抔

土，以这样的方式，带哥哥的英灵回家。

“哥哥，不要怪我把你一个人丢在这

里这么久，我们来看你了。”去年 6 月，在

邗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帮助下，烈属梅国

珍“见”到了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哥哥梅国

安。梅国安 1968 年参军，是一名铁道兵，

1972 年参与修建襄渝铁路安康段时牺牲。

“哥哥安葬时，是父亲和大哥翻山越岭

过去祭扫的，路很难走，还差点出事。考虑

到祭扫路途遥远，母亲后来就不让大家过去

了。父亲和大哥去世后，二哥的具体安葬地

点便无人知晓。”找到梅国安的安葬地，是梅

国珍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为此，梅国珍女

儿汪艳向邗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求助。详

细询问具体情况后，双拥工作科科长田名清

在中华英烈网查询到烈士牺牲地为陕西省

安康市，安葬地为瓦窑。陕西省安康市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及相关单位加紧核实，在

安康烈士陵园英名录上找到“梅国安”的名

字，经再三比对，确定这就是梅国珍正在寻

找的哥哥。从小在苏中平原长大的梅国

珍，一路跋山涉水，终于来到哥哥墓前。

“让烈士回家这项工作，我们要一直

做下去。”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他们依托烈士寻亲政府公共

服务平台发布寻亲申请，借助媒体平台加

强寻亲宣传，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为烈士

寻亲的活动中。截至目前，在各方力量推

动下，该市共为 100 余名烈士找到亲人。

该市还拿出专项资金，制定一棵树、一

块碑、一个墓的“三个一”烈士纪念设施修缮

保护方案，迁移保护烈士墓、原地修缮散葬

烈士墓和其他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数百余座。

梨花落后清明，扬州市各处烈士陵园

的工作人员忙碌起来。英魂归处，山川静

默，松柏蓊郁，以待来者。

梨花落后清明 暖意涌动古城
—江苏省扬州市军地崇尚英烈关爱烈属纪实

■王 俊 本报记者 吴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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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绿杨城郭是扬州。
为纪念延安双拥运动 80周年，今年以来，江苏省扬州市扎实开展“慰英魂”烈士遗属关爱行动，通过常态化走访慰问、英烈

故事宣讲、为烈士寻亲等一系列举措，用心用情为烈士遗属解决好困难事、烦心事。在为烈属带去温暖慰藉的同时，营造崇尚英
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烟花三月下扬州，记者在运河之畔、古巷之间，体悟这座城市的涌动暖意。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

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

的。”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先生大会上讲过的

话，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

英雄辈出。从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实施，到

民法典明确对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保护，再

到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

见》，党和政府以法治途径守护英烈权益，有

力营造了崇尚英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属的

浓厚氛围。近年来，扬州市积极开展追寻烈

士足迹、探访烈士遗属、寻找革命文物等活

动，挖掘红色故事，汲取红色力量，让英烈精

神融入城市血脉。

“我想做一天的你，在哨位站岗执勤，

在战场冲锋杀敌，在风霜雨雪中亲身去体

悟你；我想做一天的你，在田间挥汗劳作，

在家中履责尽孝，在柴米油盐中用心去模

仿你……”仪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

员录制的纪录片中，一句旁白道出无数人

的心声。这个“你”，也许是普普通通的志

愿者，每逢重要节日都会带着大包小裹，登

门探望烈士家人；这个“你”，或许是正值青

春年华的热血青年，读懂了烈士那一份沉

甸甸的家国情怀，坚定选择踏入军营；这个

“你”，可能是一位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员，完

成了一天的清扫、修复与讲解工作，夜夜安

稳入梦乡；这个“你”，还会是跋涉千里前来

缅怀英烈的游客，在讲解员动情的讲述中，

泪湿眼眶……

“我想做一天的你，虽然我知道永远也

代替不了你……”但一个个口耳相传的英烈

故事，一座座修缮完好的烈士纪念设施，一

张张发自内心的笑脸，都见证着一颗名叫

“信仰”的种子生根发芽。

无数英雄儿女在古城扬州留下了可歌

可泣的红色故事，后人继承英烈遗志，延续

爱与希望。2020 年，在丈夫胡永飞牺牲的

地方——西藏错那，烈属周忠燕和扬州太阳

雨爱心志愿者团队捐赠“胡永飞爱心书屋”，

为孩子们搭建知识的桥梁；2023 年，作为老

兵志愿者，烈士周长清的女儿周志虹走在前

往社区义诊的路上，为患者提供贴心服务、

送去温暖与健康。

岁月流逝，英烈功勋永不磨灭；时代变

迁，英烈故事代代相传。让英烈故事融入城

市血脉，不忘前辈的牺牲，不负英雄的荣光。

让
英
烈
精
神
融
入
城
市
血
脉

■
陆
志
林

敬献鲜花。

免费为烈属问诊。

接烈士回家。

社会各界人士在三江营革

命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

学生代表在扬州市革命烈士

陵园纪念雕塑前宣讲英烈故事。

孩子代表讲述孩子代表讲述

长征故事长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