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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节期间，辽宁省丹东市元

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第三离职

干部休养所 93 岁的老干部丁宝鉴，在

家人搀扶下来到一座烈士墓前，俯身轻

轻擦拭墓碑，嘴里念叨着：“老战友，我

又来看你了！”

丹东，被称为“红色边城”。72 年

前，志愿军将士从这里出国作战。“要钱

出钱，要人出人”的口号响彻云天，“英

雄城市”的美誉从此口耳相传。2020

年 10 月，丹东市第 8 次被命名表彰为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丁宝鉴回忆，1945年 3月，他和同学

隋心湖从山东老家入伍，一起随部队奔

赴东北战场，后来又一起从丹东奔赴抗

美援朝战场。两人约定：“活着的给牺牲

的上坟，照顾好牺牲者的家人。”直到前

些年，他终于在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找到隋心湖烈士的墓地。

这种寻找与守护，在丹东市已经成

为常态。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

朝战争，丹东这片热土浸染着革命烈士

的鲜血，有名有姓的烈士有近 2 万人，

无名烈士有 1700 多名。”在 2019 年 8 月

的丹东市委议军会上，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局长崔宝威的发言引发热议。这些

无名烈士是谁、因何牺牲、家在哪里、还

有什么亲人？面对这些问题，军地双方

达成共识，一起为烈士做好一件事——

寻亲。

同年 12 月，丹东市发出《丹东市开

展“为烈士寻亲”倡议书》，常态化“为烈

士寻亲”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双拥工作是一座桥，不仅把军与

民联系在一起，也把不同职业的人联系

在一起。”丹东军分区司令员王建新介

绍，3 年多来，在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发起的“为烈士寻亲”活动中，8

万余军民积极参与，已经为 52 名烈士

找到亲人。

“红色边城”厚植双拥沃土
—辽宁省丹东市运用红色资源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启示录

■李 昊 崔 鹏

寻 亲
8 万余军民参与同一个行动

6 月 11 日，《陕西红色印迹》地图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省主场活

动上正式发布。

6 月 28 日，“真理味道·信仰之源”

红色文化长廊启用暨“真理号”专列首

发仪式，在浙江省金华市举行。

“七一”前夕，各地红色旅游人气

渐旺，迎来红色旅游热潮。透过这些

新闻，新时代双拥实践的新气象扑面

而来，春风化雨般的新变化令人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

双拥工作不再仅仅是节日期间的

走访慰问，而是落实到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和部队练兵备战的许多方面。各

地落实党委议军会议、军地联席会议、

领导小组会议制度，落实军地合署办

公制度，不断推进双拥工作常态化发

展。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役期间，军

地有关单位到烈士纪念设施前举行仪

式，役前教育邀请革命老兵作报告、讲

红色传统，红色资源、红色文化起到了

感悟真理力量、坚定理想信念的培根

塑魂作用。

从全国层面的“情系边海防官兵”

专项慰问，到各地扎实开展的赠送爱

心“医疗包”、专场招聘会、军地鹊桥

会、保障军人合法权益等活动，邀请革

命老区代表参与，由双拥模范监督，处

处体现了全民国防的显著特色。红色

资源、红色文化日益显示出凝神聚气

的鼓动效应。

前不久，军地联合印发《退役军人

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办法（试

行）》。近日，军地联合印发《关于用好

烈士褒扬红色资源 加强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的意见》。系统化、体系性、全局

性的法规制度保障，进一步推动了双拥

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在“新”字上求突

破，“创新”日益成为红色资源挖掘、红

色文化传播的一个关键词、高频词。

从全国到各地，社会各界主动关心

军队建设、关注军人合法权益、关爱军人

家庭和优抚对象，推出涉及后勤保障、法

律援助、褒扬激励、优先优惠、退役安置、

配偶就业、子女入学、教育培训等一系列

优惠举措，进一步增强了军人军属、退役

军人、广大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深处种菱浅种稻”，重点领域有突

破，面上普及收获多——接地气的新时

代双拥实践硕果盈枝、气象万千。

放眼全国，双拥工作的社会基础

和覆盖面不断巩固和扩大，由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牵头、各部门积极支持、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群众性双拥工作新

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春风化雨育桃

李，润物无声洒春晖。”红色资源成为

双拥工作弘扬传统的深厚土壤，双拥

工作创新赋予红色资源新的生机活

力，新时代双拥实践日益释放出特有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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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阵地上就剩下高喜有一个人，他

打退敌人 4 次冲锋，守住了阵地，在后

来的白云山战斗中牺牲了。”96 岁高

龄的志愿军第 50 军 149 师 447 团副政

委吕品，面对镜头讲述“血战白云山”的

11 个昼夜，让许多人感动得流泪。

丹东市军地联合，抢救拍摄抗美援

朝口述历史大型系列纪录片，辗转 8 个

省区 20 多个市，行程逾 10 万公里，采访

了 234名平均年龄超过 90岁的志愿军老

兵。102 集口述历史大型系列纪录片

《铭记》线上线下同步推出，反响强烈。

前不久，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合印发《关于

用好烈士褒扬红色资源 加强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的意见》，在丹东市军民中引

发广泛热议和积极响应。几年前，由市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军地合力发掘

保护抗美援朝遗址遗迹，300 余名志愿

军老兵及后代加入遗址寻访和宣传动

员。经过实地调研、走访和核实，124处

遗址遗迹挂上铭牌，名称由来、历史价值

得到确认。

血脉赓续，薪火相传。近年来，老兵

义务宣讲队始终保持在 1000多人规模，

他们应邀分赴城乡讲述英烈故事，弘扬

英烈精神。辽宁省军区丹东第一离职干

部休养所老干部黎明，通过自己拍摄的

照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确

认志愿军入朝地点在马市村“浮桥遗

址”。宽甸县金固村侯发文老人，讲述以

民兵身份参与山坳里的志愿军空军指挥

所建设，丰富了遗址铭牌内容。

同时，根据为烈士寻亲的经历和老

兵义务宣讲队的讲述，丹东市有关部门

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65万余字，编辑出版

《抗美援朝丹东遗址寻踪》《中国人民志

愿军空军故事》等书籍，成为当地中小学

开展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

薪 火
千余老兵争相讲述英雄故事

“娘，您的老寒腿好些没有？我给您

捎来了治疗老寒腿的膏药。”前几天，丹东

市元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姚瑶冒

着大雨，来到 89岁高龄的烈属邹翠云家，

送上膏药和一副棉护膝。

查璃是宽甸满族自治县烈士丁磊

的母亲。去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

中心副主任张洋通过网上寻亲平台，得

知查璃一人独居，便主动与她“结亲”，

还专程带老人到医院治疗。病情好转

后，查璃见人就夸：“张洋这个儿子真是

太贴心啦！”

在丹东市，这样的“结亲”美谈不

胜枚举。市双拥办主任王培毅介绍，

在寻找无名烈士的过程中，全市开展

“ 替 烈 士 孝 敬 爹 娘 ”活 动 ，建 立 了“ 寻

亲—结亲—走亲”的工作机制。

针对烈属看病难、就业难、住房难

等现实问题，丹东市采取“一家一对接”

的方式，通过市县乡三级联动，对全市

烈属走访不缺一户、不漏一人，对享受

优抚待遇的烈属逐一建档立卡、跟踪服

务，限时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认了儿

女，解了难题！”许多烈属由衷赞叹。

“旧屋换新感谢党，幸福生活奔小

康。”2021 年 8月 21 日，凤城市弟兄山镇

烈属李春芳住进由当地政府帮助翻建一

新的房子，当地一位退休教师脱口而出

的这句话，道出了“光荣之家”的心声。

“要不是你们帮忙，这些果蔬就烂在

地里了！”在丹东市代管的省辖县级市东

港市小甸子镇，烈属王桂荣一度因农产

品滞销而发愁。东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结亲”领导得知后，立即发动同事们帮

助销售。很快，滞销农产品被抢购一空，

王桂荣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统计显示，3 年多来，“结亲+救助”

机制让全市 102 户烈士遗属得到温暖

的关爱与帮扶。

结 亲
102 户烈士遗属获温暖帮扶

2021 年清明节，丹东市元宝区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军地领导、各界群众

和中小学生代表 200 余人，一起为 3 名

散葬烈士举行迁葬仪式。

几个月前，元宝区七道街道办事

处七道村村民滕广武平整山场，意外

发现了 3 座坟墓。军地有关部门经实

地考察和多方求证，最终认定安葬在

这里的是抗美援朝烈士邢德才、冯子

清、陈龙长。

“把散葬烈士迁入烈士陵园，就是

帮烈士‘归队’！”在丹东市，这已经成为

广大军民的共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数十名由前线

转运回国的志愿军伤员因伤重不治牺

牲，就近安葬在丹东市振兴区滨江村附

近的山坡上。2019 年，村里出资兴建

滨江村烈士陵园，将村域内散葬的烈士

遗骸统一迁葬、规范管理，集中安葬了

31 位志愿军烈士。

据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县志记

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时期牺牲并安葬在当地的烈士有 1603

人，这些烈士除385位安葬在北山烈士陵

园外，其余均散葬在全县各乡镇。“前几

年，我们县把散葬烈士墓分别迁葬至5个

烈士陵园。”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中心

副主任张洋说，“迁葬的目的就是要让逝

者有不朽的名，让生者有永恒的爱。”

近年来，丹东市已有数百名散葬烈

士迁入烈士陵园安葬。6 月 13 日，宽甸

县长甸镇，军地有关部门对新近发现的

两座无名烈士墓进行勘察测量、登记文

字信息、多角度拍摄图片。相关资料经

整理后，录入烈士纪念设施电子台账。

为烈士纪念设施建立电子档案，是丹东

市的一项创新举措。

“双拥工作连接历史和现实，只有

不忘初心、回望来路，才能踔厉奋发、走

好新路。”前不久，市领导走访慰问驻军

某部时说。

“归 队”
数百散葬烈士迁入烈士陵园

我 是 一 名 有 过 20 载 军 旅 经 历 的 退 役 军 人 ，

1999 年转业到丹东市公安局工作。2015 年 5 月，

在各级领导支持下，我通过丹东市慈善总会组建

了“一家亲”义工站。

丹东因抗美援朝闻名于世。当年“最可爱的人”

如今大都风烛残年，他们身在何处？生活如何？物质

和精神上有何需求？经过调研和讨论，义工站 2015

年 5月 16日启动了寻找“最可爱的人”、讲述“最可爱

的人”、图说“最可爱的人”、奉献“最可爱的人”系列活

动。

通过志愿军老兵苏源发，我联系到 10 多位抗

美援朝老兵，一传十、十传百，活动很

快在当地引起反响。

到偏远乡村看望 98 岁志愿军老兵

高德禄的情形，令我至今难忘。老人见到我后，十

分惊讶地说：“没想到，你们能到深山里来看我！”

话别时，老人坚持走出屋子，站在山岗上目送我们

远去。

起 初 ，我 只 是 通 过 微 信 朋 友 圈 和 义 工 站 工

作 群 宣 传 志 愿 军 老 兵 的 英 雄 事 迹 。 后 来 ，我 们

与媒体合作开设专栏，每周进行一次专题报道。

7年来，我与 200多位志愿者入户走访抗美援朝

老兵近 500人，撰写文章、搜集整理文字资料 300多

万字，拍摄照片 3万多张，录像时长 2万多分钟。

这期间，我多次到抗美援朝纪念馆、抗美援朝

精神研究中心、鸭绿江断桥、河口断桥等处交流研

讨，越来越体会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我盼望，

能有更多人加入寻访老兵的行列。

寻找“最可爱的人”
■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 崔 瑞

如果说我的前半生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奋

勇杀敌，那么离休后的任务就是在宣传教育的“阵

地”上讲好红色故事。

我今年 91 岁，是一名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洗礼的老兵。我 1991 年离休，现在辽宁

省军区丹东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休养。

20 多年前，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打电话采访

我，我婉言谢绝了。比起许多牺牲在战场的战友，

我那些“事迹”又算什么？记者接下来的一番话却

深深打动了我：“老首长，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宣传

您个人，想通过挖掘您的事迹，让更多的人接受教

育。”就这样，我接受了采访，也为自己安排了另一

个“任务”——把红色故事讲下去。

这些年我先后做了近百场宣讲报告，都是讲

述战场上“最难忘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应

邀参观刚修缮好的抗美援朝空军联合地下指挥部

遗址。看到遗址内部的陈设和照片，往事历历在

目。我为官兵们讲述当年驾驶战机与敌人战斗的

故 事 ，讲 完 课 回 到 家 里 才 发 现 两 条 腿 浮 肿 得 厉

害。老伴心疼地劝我：“年纪这么大了，就不要逞

能了，好好休息吧！”我当即说：“当年战场上死都

不怕，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每逢当地中小学开学，党校培训干部，新

战 士 入 伍 ， 红 色 故 事 宣 讲 总 能 引 起 大 家 的 共

鸣。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只要还有

一 口 气 ， 就 要 继 续 把 红 色 故 事 讲

下去。

（梁晓雨整理）

讲述“最难忘的事”
■辽宁省军区丹东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 余耀忠口述

2021年 8月 15日，辽宁省丹东市

“红色公交”正式投入运营，途经抗美

援朝纪念馆、丹东站、断桥、丹东舰景

区等红色教育基地。车辆设置红色公

交专线线路标识，车体喷涂红色公交

图案，驾驶员、乘务员统一着装，向乘

客介绍沿途红色景区。

今年，“红色公交”进一步丰富车

厢文化，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优

化营商环境，助力丹东创建红色旅游

城市。

“红色公交”
传播红色文化

■吴 琼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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