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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走进烈士陵园，向为革命事

业英勇献身的英烈们献花、默哀，是我

们感恩思源的重要方式。肃立在革命

先烈墓碑前，感悟苦难辉煌的革命历

史，我们会更加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

慎终追远，不忘来路。在这个气氛

凝重的节日里，我们不仅要表达对革命

先烈光辉事迹的深切缅怀，更应强化对

共产党人初心的深刻铭记。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主席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了鲜明阐述，那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无数革

命先烈为之慷慨赴死的，正是坚如磐石

的这个初心。

“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

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

蓝天！”“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

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

传。”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夏明翰在遇

难前，分别写给母亲和妻子的遗书。潜

伏在何应钦身边的冷少农在写给母亲

的信中说：“我想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

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

这样的事情是一件最大而又最复杂的

事情，我要这样干，非得把全身的力量

贯注着，非得把生命贡献……”冷少农

因身份暴露被捕后，国民党许多高官为

讨好何应钦，纷纷前来劝降。冷少农断

然拒绝，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年仅

33岁。

像夏明翰、冷少农一样，无数革命

先烈正是胸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初心，才能在

流血牺牲面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也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着中

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所以无论环境多

么险恶、牺牲多么惨烈，总能凝聚起最

广泛、最坚毅的力量，总能排除一切困

难，战胜一切敌人，最终抵达胜利的彼

岸。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在革命先烈用鲜血打下的江山里，

一代代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

开拓奋进，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实施改革开放，一点一滴地把先

烈的理想变为现实。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

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久经磨难的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

世界东方。

“这盛世如你所愿”——正如这句

网络流行语所说，九泉之下的革命英

烈若能看到今天的盛世繁荣，定当不

悔自己的选择与理想，定当笑慰自己

的鲜血没白流，定当为伟大的党有不

忘初心的后来人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无论时代如

何前进、社会如何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必须始终铭刻在每个党员的心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年一度的清明祭奠

缅怀先烈，既是一次对共产党人初心的

重温与感悟，更是一次“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的信仰叩问、使命叩问。

忘记初心就是背弃宗旨，铭记初心

才能开创未来。站在浸透着革命先烈鲜

血的神州沃土，面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千

秋伟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思进取，没

有任何理由消极懈怠，没有任何理由固

步自封，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把党的十

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自己的岗位、自己

的战位，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应有

的力量，才能无愧于革命先烈，无愧于共

产党人的初心。

且捧心香虔诚祭，情系家国仰高

风。让我们在英烈事迹感召下铭记初

心，在英烈精神照耀下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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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政雄

清明节前夕，辽宁铁岭大甸子镇的
大河贝墓园雾气缭绕。军嫂蒋志杰早
早来此祭奠在执行边境巡逻任务中殉
职的丈夫。

“于洋，你就放心吧，新的工作岗位
条件很不错，女儿也顺利转到我们学校
的附属幼儿园了，有党和政府的关爱，
我和孩子都会好好的！”泪水划过她坚
毅的脸庞，滴在这片饱含热度的泥土
上，落在在场每个人的心尖上，更传颂
着一段凄凉却又滚烫的故事。

（一)

2 月 8 日早，新疆哈密军分区管理
科科长林春和边防某部连长李宇韬一
道，从乌鲁木齐直飞沈阳。他们此行的
一项任务，是商请沈阳市军地相关部
门，帮助一位丈夫因公殉职的军嫂异地
调换工作。

这名军嫂叫蒋志杰，老家在沈阳浑
南，2009年 6月从大连大学师范学院毕
业后，一直在庄河市某中心小学任教。

蒋志杰和丈夫于洋在读大学时相
恋，毕业后二人结婚，并生下了乖巧的
女儿。正当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时，蒋志杰的父亲突然病故。在这之
后，她不仅要在庄河一个人带孩子，
还要照顾远在沈阳的母亲和铁岭的
公婆……但这名坚强的军嫂，从来没有
半句怨言，总是乐观地用“家中平安”的
消息，默默支持远在新疆边防服役的于
洋，不让带兵的丈夫分心走神。

然而，为她支撑起一个家的天一瞬
间塌了——今年 2月初，于洋在一次边
境夜间巡逻任务中因公殉职。

噩耗传来，蒋志杰第一时间飞到

部队驻地处理丈夫的后事。部队领
导征求她的意见：“我们知道你母亲
和公婆家都有不少实际困难，你还自
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地教书，生活
上确实不容易。你有什么想法尽管
跟组织反映，我们能解决的，一定想
办法！”

悲痛欲绝的蒋志杰平复心情，擦着
泪水说：“我母亲和公婆家的困难，我自
己克服就不给部队添麻烦了。如果可
能的话，请部队出面，把我的工作从大
连庄河，调到沈阳浑南，离我母亲住的
地方近点就行，这样我既能照顾母亲，
母亲又能帮我搭把手带带孩子，沈阳离
铁岭又近，我还能照顾公婆。如果不
行，就不为难部队了。”
“我们会根据你的想法，尽快同辽

宁有关部门联系。同时，也请你一定节
哀保重！”针对军嫂蒋志杰的实际困难，
哈密军分区和边防某部领导研究后，第
一时间起草了关于商请沈阳军地帮助
协调办理牺牲军官遗属工作的公函，并
指派两名干部直飞沈阳。

（二）

林春和李宇韬一走出机舱，不禁打
了一个冷战：“没想到沈阳比新疆还
冷！”而更让他们担心的是：眼看就要过
年了，到机关办事，能找到人吗？

两人忐忑不安地敲开了沈阳警备
区政委李军的办公室。没想到，李军从
他们手上接过“新疆哈密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政干函”，当即表态：“我们都是军
人，是一家人！没说的，马上办！”听到
这句话，林春回忆道：“我当时悬着的
心，一下子落到肚子里了。”

说办就办。李军让机关安排好两
人的食宿后，立即同政治工作处主任胡
玉军，连夜起草报告市委的意见建议并
准备相关材料。一次爱心行动很快在
军地间铺展开来。

2月 9日 12时 30分，刚刚参加完沈
阳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的李军，没来得
及用餐，就向沈阳市委书记易炼红汇报
了情况，并递交哈密军分区的来函和沈
阳警备区关于解决意见的报告。
“马上办！”易书记仔细阅读来函

和报告后，被边防军人和军嫂牺牲奉
献精神感动，当即批示沈阳市教育局
局长苏文捷、浑南区委书记王一兵“协
同办理”。

仅仅一个半小时，浑南区教育局局
长张贵勇，就收到了浑南区委书记的批
示件：“立即征求蒋志杰同志个人意见，
安排我区较好学校！”与此同时，沈阳市
教育局局长苏文捷向浑南区教育局提
出相关工作要求。沈阳警备区政治工
作处主任胡玉军，带上哈密军分区来的
两名战友，也第一时间赶到浑南区教育
局与之协商对接。

区教育局同浑南区某小学校长夏
亚琴沟通对接后当场拍板确定，将军嫂
蒋志杰安排到该学校任班主任老师。
当天下午，张贵勇将这个结果告诉军嫂
蒋志杰。电话中，蒋志杰哽咽得说不出
话来：“太谢谢你们了！我没想到，事情

会办得这么快！”
当天晚上，军地又一路人马也赶到

了庄河市，听了军人、军嫂和军地这段
滚烫的故事，庄河市教育系统的工作人
员个个泪流满面。在他们的大力支持
下，蒋志杰的档案交接和调动手续很快
办理完毕。

（三）

爱的加速度，为蒋志杰一家撑起了
一方晴空。而饱含深情的呵护，仍在军
地间持续扩散……
“我们既然是军地的桥梁和纽带，

就不能办了一件事后就没了下文。我
听说蒋志杰老师的公婆家生活条件不
是很好，至今还欠着外债，我们应该持
续给予关注……”李军对机关的交代，
也引起了地方同志的关注。很快，由当
地市委市政府和警备区组成的慰问组，
专程赶到蒋志杰老师的公婆家——铁
岭县白旗寨乡慰问。
“蒋志杰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人了，

我们必须得来！”浑南区某小学校长夏
亚琴、副校长范岚岚，不仅带来了慰问
金，还精心为她的女儿准备了精美的
书包和玩具。当得知全家正为孩子春
节后上幼儿园的事发愁时，夏校长和
范副校长研究后当即表态：“我们小学
就有自己的附属幼儿园，虽然我们学
校自己老师的孩子上这个幼儿园都挺
困难，但蒋老师是军嫂，她的孩子进
园，我们相信谁都不能说个不字，这件
事就这么定了！”
“这几天，我亲眼所见，沈阳市军

地领导和各级机关办事，比走绿色通
道还要绿色通道！”哈密军分区管理科
科长林春激动地说：“在拥军上，我见
证了沈阳速度！沈阳能蝉联全国双拥
模范城‘八连冠’，我信、我服！从这件
事上，也让我亲身感受到了习主席在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有良好社会氛围。我
感到，沈阳市协调安排的，不仅仅是一
名军嫂，这种行动温暖了新疆的一条
漫长边防线，也一定会激励我们整个
军心士气……”
“我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党和政

府给了我们人世间最炽热的爱……”军
地的合力解难和高效办公，让蒋志杰一
家备感温暖，更给了她前进的勇气和力
量：“我会保持坚强、勇敢、感恩的心，好
好工作、努力生活，照顾老小，用实际行
动回报党和政府的关爱！”

采访结束时，蒋志杰告诉记者，一
份大爱已注入她的心田，有了这份力
量，她将用自己的坚强、勇敢、感恩书写
新的使命答卷，用心延续和传递厚重的
大爱文化，用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传颂
好辽沈大地关心关爱军人军属的壮美
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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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我来看您来了。”3月25日，
河南新县籍老人张先生只身坐火车赶
到武汉，祭奠长眠于九峰烈士陵园的
伯父张荣昌，引起了周边人的关注。
记者随即打开“丰碑在线”，输入“张荣
昌”，其生平事迹一一呈现在眼前。
“丰碑在线”是九峰山革命烈士陵

园 2009 年创建的“空中纪念馆”。陵
园安葬了数千名革命先烈，他们的子
女多不在武汉，祭奠很不方便。针对
这一情况，该陵园借鉴国内外网络祭
奠的成功经验，尝试为每位革命先烈
免费建立“空中纪念馆”，3500多名先
烈，全都建有单独的灵堂，亲友不仅可
以通过模拟动画祭奠先烈，还可以留
言、写追思文章、献花。
“丰碑在线”只是湖北各地运用

“互联网+”模式开展祭奠先烈活动的
一个缩影。这些年，“指尖祭扫”被各
地政府机关、学校和爱国教育景区引
入，成为一种缅怀革命先烈的新手段。

清明节前夕，湖北省宜昌市推出
《铭记·2018 清明祭英烈》宣传片，片
中选取赵一曼、张自忠等多位英烈的
家书，再现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宣
传片正式发布后，不少网友主动通过
“网上纪念馆”等方式，详细了解一封
封英烈家书背后的感人故事。

宜昌市烈士陵园园长皮康宁说：
“从某种程度看，‘网上纪念馆’的好处
就在于，用‘讲好故事’的方式，浓缩了
英烈们的人生轨迹，更易引发无数年
轻人的共鸣。”

的确，相比传统祭扫，“指尖祭扫”
在形式和时间、空间上不受约束，特别
是多媒体呈现的烈士形象“有血有
肉”，对人们的教育作用有时胜过现实
中的一碑一墓，但也并非十全十美。

小学生林梦贤完成网上祭英烈
后，心里却发愁了：他刚参加完学校组
织的“清明祭先烈，扫码献献花”网上
祭奠先烈活动，但面对学校布置的观
后感作业，他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网上祭奠活动虽好，但缺少了那

种现场的肃穆感，对孩子们而言，有时
难以形成深刻的触动。”父亲随后专门
带他去烈士陵园，帮助孩子拉近“指
尖”到“心尖”的距离。

记者感到，“指尖”祭奠迎合现代
人的接受习惯，突破了时空距离，但不
能完全脱离线下庄严而肃穆的仪式，
线上线下相辅相成才能“入脑入心”。

湖北

“指尖祭扫”缅怀英烈
■朱 勇 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

“班长，我们来看您了！”清明节前
夕，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一营十七连
官兵来到烈士李亮的墓前，缅怀这位边
防线上的一等功臣。

2005 年 10 月，某哨所接到报案，有
数名不法分子持械入室抢劫。得到消
息，年仅 19岁的战士李亮主动请缨，在
抓捕不法分子的行动中，为救身边战友，
胸部中枪壮烈牺牲。后来，李亮被评为
烈士，追记一等功。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

英雄，尤其要照顾好英雄家属！”13 年
来，连队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始
终把照顾英雄家属作为己任。

有爱不觉天涯远。李亮家位于湖南
一个贫困山村，父母靠种地为生，他牺牲
时，两个弟弟还在上中学。为了帮助英
雄家走出困境，连队设立烈士基金，通过
自助捐款、变卖废品等方式，定期将钱存

入李爸爸的账号。13年来，连队还不定
期派官兵代表到家中探望。
“我是李亮在连队唯一的同年度战

友了，其他人都已退伍，今年还由我代表
连队去看望二老。”谈到李亮父母，四级
军士长金京虎说，“李亮的父亲也是一名
军人，还是一名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战
的英雄。在父亲的熏陶下，李亮从小就
立志从军。李亮走后，李叔叔的身体一
直不太好，所以我每次去都多呆几天，尽
量多帮二老干点活。”

2007年，金京虎第一次代表连队去
看望李亮的父母。他经历了 7次换乘，
终于来到位于湖南省沅江市新湾镇力园
村李亮家中。那天，外面下着大雨，屋里
下着小雨，金京虎的心里五味杂陈。他
找到包工程的表哥，免费为李家修缮了
房屋。次年休假，他再次来到李亮家，带
领同村的几个年轻人，为李家开垦出将

近半晌荒地。
2012年 6月 15日，是李亮母亲 50岁

生日，他们派人专程送去慰问金和生日
礼物，代替英雄为母亲祝寿尽孝。2015
年清明节，李亮牺牲 10周年，部队领导
特意邀请李亮父亲来到部队。站在儿子
的烈士墓碑前，老人泪流不止，一遍又一
遍地重复着：“亮亮，爸为你感到骄傲！”

为了把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该旅新
兵入营的第一站就是李亮牺牲的地方，听
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李亮的英雄故事。每
年清明节和李亮牺牲的日子，官兵们都会
举行庄严的祭奠仪式，将不怕牺牲的英雄
精神熔铸到一茬茬官兵的血液里。

又是一年清明至，人心愁思潮涌
之。如今，在十七连每一名官兵心中，都
有这样一个信念：虽然英雄已去，但传承
英雄精神、照顾英雄家属的接力棒必须
接续相传……

尊崇英雄的接力棒接续相传
——北部战区陆军边防某部十三年帮扶烈士家属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李玲玲 刘思祺

清明时节，塞北草原依旧寒风凛冽。
与往年一样，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

区空军雷达某旅“乌拉盖模范雷达站”
指导员李志鹏，带领官兵来到胡泰松烈
士的墓前，祭扫献花。胡泰松生前是该
雷达站战士，1993年 2月因救助驻地群
众壮烈牺牲，被空军授予“遵纪爱民模
范战士”荣誉称号。
“儿啊，25年了，你在边关还好吗？

老汉老了，身子骨不得行了，今年没得法
子来看你了……”草原的烈风，悲呜嘶
鸣，几次打断了李指导员诵念烈士家信
的话音。就在几天前，雷达站收到了胡
泰松烈士父亲的来信。今天，他们专程
列队，将父亲的信念给烈士听。

英雄战士爱人民，舍己救人人民
爱。烈士舍命救出的驻地群众郭海霞，
年年都来祭奠。站在烈士墓前，她眼睛
湿润、双手颤抖，一碗草原烈酒尚未斟满，

就已泪流满面。泪眼朦胧中，25年前胡
泰松舍身相救的那一幕再次浮现脑海。

那天，从四川老家探亲归队的胡泰
松乘坐公共汽车，赶往草原深处的雷达
站，同乘的还有郭海霞等数十名蒙汉群
众。

车行数十公里后，天昏地暗，一场
罕见的大雪突至，气温骤降至-40℃。
车辆被困，一车人只好边铲雪边行进。
临近傍晚，“白毛风”肆虐，汽车油料耗
尽，如不尽快找到居民点，全车人都会
有生命危险。

面对险境，胡泰松与众人商议后，
决定弃车徒步。刚走出几公里，16 岁
的郭海霞无力前行。胡泰松毫不犹豫
背起郭海霞，踩着没膝深的雪艰难前
行。行进了近 10 公里，筋疲力尽的胡
泰松突然栽倒在雪地里，再也没能爬
起来……后来，驻地政府在胡泰松牺牲

的草原深处，树起了一块高大的石碑，
碑上写道：“胡泰松烈士永垂不朽！”

烈士已逝，精神长存。25年来，雷
达站官兵自觉继承先烈遗志，连续多年
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连，多次立功受
奖，2002 年 6月被空军授予“乌拉盖模
范雷达站”荣誉称号。
“那个模范战士胡泰松一直都在我

们身边！”“几十年了，遵纪爱民的优良
传统一点都没丢！”如今在边关草原，越
来越多的蒙古族群众相信胡泰松还在，
因为他们从一茬又一茬雷达站官兵身
上，看到了遵纪爱民模范的好样子。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作为

‘乌拉盖模范雷达站’的战士，我们一定
要继承发扬胡泰松烈士遵纪爱民的模
范精神，用实际行动向烈士致敬！”烈士
墓前，官兵的铮铮誓言在边关草原久久
回荡。

边关草原回荡英雄长歌
——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官兵追思胡泰松烈士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刘汉宝 王海军

清明节前夕，辽宁省沈阳市军地相关部门人员到蒋志杰家中看望慰问。 梁忠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