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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纪念日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记者涂铭、魏梦佳、王君璐)金
秋时节，从八达岭长城脚下驱
车往东，沿盘山公路行驶半个
多小时，北京延庆区大榆树镇
小张家口村到了。31 岁的闫永
杰带着记者，沿村西南一条黄
土路上山，穿过荆棘丛生的杂
林子，向上攀爬 20 多分钟，半
山腰一大片草甸豁然开朗。

拨开一人多高茂盛的杂
草，一座新立的墓碑静静伫立
在静谧的山野间，碑身上刻有
“革命烈士纪念碑”几个烫金大
字。碑后是紧挨着的 6 座土坟。

闫永杰在碑前蹲下身，清
理着周边的杂草：“这里安葬着
王茂祥、王占明、高自斌等 6 位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
国成立后牺牲的烈士，都是我
通过走访村里老人，多方核实，
才最终确认的。”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6 位
烈士中仅 3 人确认了姓名、身
份及牺牲情况，其他人则成为
无名烈士。2016 年，延庆区民
政局将此处确立为烈士集中安
葬点，并在此立碑，以纪念烈士
英魂。

延庆地处北京市西北部，
是曾经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一部
分，在这里牺牲的烈士众多。寻
找烈士、为烈士“安家”是闫永
杰 4 年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

2014 年，这个性格腼腆、个头
不高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延庆，成为区民政局优
抚安置科一名工作人员，负责
烈士纪念设施维护等相关工
作。

闫永杰介绍，每逢清明节
和烈士纪念日前，都会接到一
些烈士家属打来的求助电话，
希望能帮助寻找烈士遗骨并建
立祭奠场所，从那时他就开始
了寻找烈士、给无名烈士“安
家”的工作。

2016 年起，延庆区民政局
集中对全区零散烈士墓进行抢
救性保护，在全区发布公告广
泛征集烈士墓线索。仅两个月，
就从社会各界收集了 172 条烈
士墓地线索。为了逐一核实，闫
永杰翻山越岭，跑了全区 8 个乡镇，走访一个个村庄，跟年
长的人打听，在山野莽原间找寻墓地，并查阅《延庆区烈士
英名录》和当地碑文进行比对甄别。

“天一亮就钻进山里，天黑了还在山头上转悠。”闫永杰
说，经多方比对、实地走访，有 19 条线索具有可操作性，最
终经他核实确认的散葬烈士墓有 36 座，核对过的烈士名字
上千人。

“迁下来的必须保证是烈士，核实一定要准。”但要找对
散葬的烈士墓，难度不小。许多无名烈士的遗骸都散落、隐藏
在沟壑山间。当年由于怕被敌人发现，很多烈士都是由村民
偷偷下葬，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只能拿石头、木牌等做记
号。多年风雨侵袭，有的墓地被发现时，就剩下一个小土包。

最难的一次，是在永宁镇营城村寻找烈士刘文付的墓
地。

老人们回忆，抗战期间，刘文付在村里工作，大伙儿都
叫他“刘科员”。1945 年至 1946 年间，他被敌人残忍杀害，
头颅挂于永宁城门口。村民偷偷地将他的尸身埋在了村里，
掩埋时，特地用面捏了一个头颅，与遗体一起下葬。

“当时我们翻了几座山，因为地形变化大，村里的向导
都找不到，周围四面环山，全是松树林，大家来回转，后来在
一个馒头型的大土坡上休息，才发现烈士的埋葬点。”闫永
杰说。

2016 年清明节前，刘文付的遗骨被移葬到了八达岭烈
士陵园，当时挖掘的烈士遗骸果真没有头骨。如今，在这座
陵园里，刘文付和其他 581 名烈士陪伴长眠。

长城脚下的八达岭烈士陵园，松涛阵阵，一排排烈士墓
碑庄严肃穆。闫永杰擦拭着刘文付的墓石介绍，“陵园里
580 多名烈士，有名字的只有 181 人，大多都是无名烈士，

我们仍然给他们立了墓石，让后人能来祭奠。”

在公墓的最高处，矗立着一面长 6 米、高 3 米的“延庆
烈士英名录”纪念墙。延庆区有记载的 2165 名烈士名字被
整齐地镌刻在上面，其中不乏“孙三丫头”“高小四子”“阎三
丫头”这样的小名儿。不少名字都经过闫永杰一遍遍地反复
核对。用他的话来说，“少了或弄错一位烈士的名字，就是我
们的失职。”

“这些烈士有延庆籍的，也有牺牲在延庆的，很多的烈
士安葬地不详。”延庆区民政局党组副书记王玉玲说，建纪
念墙是希望能以这种载体让烈士“回家”，让烈士家属有一
个祭扫的场所。

王玉玲介绍，2012 年至今，延庆不断加大零散烈士纪
念设施的建设，累计投入 350 多万元，改扩建 3 座烈士陵
园，就地维护 10 座烈士纪念碑，完成了 181 座散葬烈士墓
的抢救保护工作。

从事这项工作 4 年来，闫永杰前后奔波约 3000 公里。
他说，散葬烈士墓的线索申报、核查工作一直在进行，自己
心灵也经常深受触动。“迁墓时，能从遗骨看出，不少烈士都
是十七八岁或二十岁出头，有的遗骨上还能看到纱布条和
子弹。”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奉献了年轻的生命，许多人连尸骨
都找不到，有的没有后人，有的亲人在哪也不知道。”小伙子
说，“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要把他们当亲人来对待，让更多
人知道他们的事迹，让更多人去缅怀他们。”

▲闫永杰在长城脚下的八达岭烈士陵园擦拭烈士
墓碑（9 月 28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君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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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铖明

9 月，凉秋伊始，也是众多大学生新学期的
开端，但今年的 9 月对我来说又有了一层特殊
的意义——— 我与新华社记者一同踏上吉林大
地，顶着风雨走进深山密林，寻访我的曾祖父杨
靖宇战斗过的足迹。

作为杨靖宇将军的曾孙，我对他的印象更
多地停留在书本中勾勒的人物形象，伟大却又
模糊，只能描绘出一个渐渐远去的背影。在寻访
过程中，我深入地了解了这位一生都在为中国
人民、为东北大地抗争的先烈，他波澜壮阔、苦
难卓绝的一生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

在“梦”开始的地方初走抗联“路”

抵达长春后，我与早已在机场等候的记者
们驱车前往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就是在
这里，杨靖宇将军开启了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自
由这一梦想而进行武装抗日斗争的传奇。

刚刚抵达红石砬子山脚，我们就遇上了滂
沱大雨，但这更加坚定了我们上山的决心。与抗
联将士们经历的艰辛相比，如今这点困难又算
什么呢？换上厚重的雨衣，一行人向着山上的密
营遗址出发。

山中没有专门修建的台阶或是栈道，有的
只是人们长年累月踩出的小路。土路在雨中变
得泥泞不堪，稍不留神就是一个踉跄，十分危
险；湿滑的石头和暗河河道挡在路上，让人在山
间寸步难行。仅仅是山中雨季就坎坷至此，不难
想象杨靖宇将军的部队在各种极端天气下与敌
人周旋时面临着怎样的劳苦。

磐石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李秋虹在路上为
我们讲述了曾祖父在磐石的峥嵘岁月，也领着
我们见识到一种特色的“建筑”——— 密营坑。她
告诉我们，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土坑就是抗联
战士搭建住处的地方。普普通通的土坑，上面
盖上简陋的木顶就建好了，这种建筑可以说是
“冬冷夏热”。夏日的酷暑和蚊虫，以及东北冬
天近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低温，无不是对人体极

限的考验。
下山后，从小听着抗联故事长大的孙世

东老人拿出热气腾腾的玉米款待我们。他对
我讲，杨靖宇将军把党的部队比作灯芯，把人
民群众视为灯油。他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在磐
石谱写了一段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正是对
人民的热爱，让杨靖宇将军在东北大地站住
了脚跟。

在磐石的旅途虽然劳累，但是却为这次
寻访揭开了完美的序幕。我开始深入地了解
东北这片抗日文化浓厚的热土，全身心投入
到那段令曾祖父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逐
梦”旅程。

深山密营中品尝“抗联饭”

伴着清晨的阳光，我们步入位于桦甸市
的红石国家森林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杨靖宇的雕像。在将军的“注视”之下，蒿子湖
密营纪念馆馆长吴艳滨带领我们寻访密营，
见证曾祖父和东北抗联最为艰苦的岁月。

密营的隐蔽性毋庸置疑，经过吴馆长的
提醒，我们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一路上，我
们见到了司令部、被服所、修械所、晒谷
场……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晒谷场。晒谷
场虽然名字中有一个“谷”字，但晒的却是山
中柞树所结的橡子。橡子外观类似榛子，但味
道却是天壤之别，入口后只有极度的苦涩。在
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抗联战士只能将橡子磨
成粉，再掺入枯草熬成粥充饥。据吴馆长介
绍，这种东西吃多了还会引起腹胀，造成严重
的非战斗减员。

除了橡子外，抗联战士还会剥下树皮来
充饥。吃树皮要剥掉老皮，吃内层黄白色的嫩
皮。入口后我发现，树皮对感官的冲击远远不
止它的味道，而是如何克服本能将这块“砂
纸”咽下。当年抗联战士就是强忍着身体的不
适，就着雪水将树皮吞入腹中充饥，伴着饥饿
与严寒在山中与敌人战斗。

正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杨靖宇带领

部队在山林中神出鬼没，对敌人进行了有力
打击，被日寇视为心腹大患。一座座密营，见
证了杨靖宇将军优秀的军事素养；一颗颗橡
子，印证了抗联将士们钢铁般的意志……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让我们躲进了杨靖
宇当年居住的密营中。透过破损的屋顶漏下
的微光，听着淅淅沥沥的雨点跳动在这所小
屋之上，我眼前不禁浮现出曾祖父在屋内炕
头上与将士交谈、指挥战斗的场景。吃着难咽
的橡子和树皮，曾祖父会不会感到身体不适？
在一个个炎热或是酷寒的夜晚，曾祖父有没
有思念过他的妻儿？念及此时，泪水不觉涌
出……

绿水青山间永驻不屈的抗联魂

在老乡的指引下，我们又钻进深山，来到
了位于吉林省通化县兴林镇的河里会议旧
址。82 年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和东北抗
日联军第二军在这里合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一路军，杨靖宇担任总司令兼政委，将东北抗
联凝聚成更加有力的拳头。

为了团结一切抗战力量，杨靖宇打出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旗号。这句话不只是
说说而已，更是需要过人的能力和强大的人
格魅力才能做到。杨靖宇将军与四面八方前
来参加抗战的有志之士组建抗联部队，一个
个传奇在绿水青山中诞生、在根据地人民间
口耳相传……

从深山中走出，我们听闻了一件喜事：当
天是兴林镇曲柳川村村民姜忠有老人的百岁
生日。这位老人当年见过我的曾祖父，虽然他
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严重，但每当提起曾祖
父的名字，他依然能记起那段邂逅的场景。

老人的儿子姜士强告诉我们，姜忠有曾
经帮杨靖宇将军指过路，将军的警卫员告诉
他不要向别人提及此事，他便一直保守秘密，

直到解放多年后才向家人提起。根据地人民
对杨靖宇将军的爱戴让我动容不已。这正说
明了曾祖父当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凝

聚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力量抗击日军。
走进靖宇县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仰望着

曾祖父壮烈牺牲时背倚的那棵青松，我心中
悲痛不已。曾祖父在人生的终点前怎么可能
没有想到过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曾祖
父隐姓埋名、独自忍受思乡之苦，在那个艰苦
抗战的年代，这同样是一种伟大的爱和保护。

日军运走了曾祖父的遗体并进行了残
酷的解剖。他们发现，胃中只有未消化的枯
草和棉絮，这让所有敌人为之震惊。日本投
降后，曾祖父的牺牲地濛江县改名为靖宇
县。在他的殉国处，每年有数十万人前来瞻
仰。被人民永远铭记，这或许是对曾祖父最
贴心的告慰。

短短几天寻访的辛苦与当年的抗战历
程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却让我与曾祖父进行
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我心中，他不再
只是一个光辉的身影，而是形象更加鲜活的
祖辈。在艰苦的环境中激励将士，在凶险的
形势下保护人民，在复杂的局面中团结力
量，并最终为了热爱的土地和人民而慷慨赴
国。曾祖父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他的故事
我要永远传扬！

(注：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马铖明为
其曾孙，现为天津大学大四学生)

重走抗联路，寻找杨靖宇

红缎鲜花，青松翠柏。英烈荣光，民族脊梁！
9 月 30 日，以国家的名义，从首都北京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到遍布祖国各地的烈士纪念场
所，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族各界群众，身处神
州大地各处的中华儿女怀着共同的心情，致敬
英烈、缅怀英烈、传诵英烈。

这是我国第五个烈士纪念日，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今年 5 月 1 日实
施以来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同样的庄重，别样的
意义，以法律之名，全社会崇尚英烈、保护英烈、
传承英烈精神有了更加强大的法治保障。

纪念——— 以国家之名

巍峨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又一次见证
了华夏儿女向英烈致敬的庄重时刻。

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
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向为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致以
崇高的敬意。深情悠远的献花曲，抒发着人们对
英雄烈士们的无限追思和崇敬。

这是以国家之名尊崇英烈的体现，表达出
的是最高规格最深情意的由衷缅怀。

今年 4 月 2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首次
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规定
纪念碑及其名称、碑题、碑文、浮雕、图形、标志
等受法律保护。

与此同时，法律还对英烈纪念设施的保护
和管理、英烈抚恤优待制度、英烈事迹和精神的
宣传教育等作出了规定，对英烈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等构建起了全方位的保护。

对于保护英雄烈士、弘扬英烈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念兹在兹。

“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
英雄，关爱英雄……”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
发表重要讲话对于保护英雄烈士提出明确要
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
察调研时，多次实地缅怀革命先烈。从西柏坡到
沂蒙山区，从遵义到井冈山，从大别山区到吕梁
山区，从淮海战役纪念馆到日前参观的雷锋纪
念馆……深情的瞻仰，真切的话语，向全党全社
会注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尊崇英雄的强大正
能量。

对于制定保护英雄烈士的专门法律，习近
平总书记曾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印发《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明
确要求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方面的法律。

今天，以国家的名义，以法律的意志，全社
会崇尚英烈、捍卫英烈的行动纷纷开展。

湖南邵阳松坡公园烈士纪念广场上，近千
人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烈士钟蔚文的孙女
钟爱文 30 日一早从新邵县坪上镇赶来。她在
活动现场数次哽咽：“父亲生前经常向我说起
爷爷抗日的故事，今天在这里我向烈士深深鞠
躬，他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将永远激励
我。”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7 岁的志愿
讲解员胡子涵，大声地讲述东北抗日联军英雄
杨靖宇的事迹，“永远铭记黑土英魂，抗战精神

传承永远”。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从山西来旅游

的刘保顺陪伴父亲前来缅怀英烈。他说，父亲
曾是军人，对苦难和奋斗的岁月记忆犹新，
“国家制定英烈保护法，就是提醒我们每个
人，脑子里始终有一根‘勿忘过去、珍惜当下’
的弦”。

……
每一方纪念碑，每一座烈士墓，每一段英

雄故事，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捍卫——— 举法律之剑

两天前，9 月 28 日，西安市雁塔区。
当庄严的法槌落下，篡改叶挺烈士《囚

歌》内容、亵渎烈士精神的西安摩摩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被判在国家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
并向叶挺烈士近亲属支付精神抚慰金 10 万
元。

“英雄烈士名誉不容亵渎。”负责审理该
案的审判长王娜娜说，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及
近年网络上频出的类似行为，不仅侵犯了革
命先烈及其后人的人格尊严，也严重伤害了
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要用法治手段
维护英雄烈士光辉形象。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从立法到司法，
英烈保护法施行以来，全国已有多例运用法
律保护英烈的典型案例，让法律真正“长出了
牙齿”、形成了震慑。

今年 5 月，江苏淮安的曾云在微信群发
表侮辱性言论，歪曲救火英雄谢勇烈士英勇
牺牲的事实。淮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英烈保
护法对曾云的违法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此案成为英烈保护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例英烈
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6 月 12 日，淮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责令曾云在
当地报纸公开赔礼道歉。

英雄烈士保护的法律威力，不仅直接指
向公民的违法行为，也指向政府相关责任部
门的失职失责。

今年 5 月，安徽蒙城县人民检察院在开
展英烈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蒙城县民政局
存在怠于履行对过家和烈士墓管理的相关职
责，致使烈士墓保护范围内环境破败甚至常
遭水淹。

英烈保护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和其他有关
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做好英雄烈士保护
工作。

据此，蒙城县人民检察院向该县民政局
发出了检察建议书，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蒙城县民政局经过专门研究并与过
家和烈士家属沟通，将烈士墓搬迁到县烈士
陵园。

法律的意义不仅在于惩治，更在于为
保护英烈权益、弘扬英烈精神提供法治保
障。

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主任蔡喜华说，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崇尚英雄烈士、弘扬英烈精
神的系列重要论述，以及英烈保护法的实施，
极大地促进了烈士纪念保护工作，“可以明显
看到，如今烈士保护工作越来越规范有序，自
发来祭拜烈士的人不断增多，烈士纪念设施
的影响力明显提升”。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副主
任诸政红表示，英烈保护法实施几个月来，行

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迅速行动，严格贯彻
落实法律，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法律的意志
得以实现，国家保护英烈的坚定立场得以彰
显。

弘扬——— 筑民族之魂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
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
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近年来，设立烈士纪念日、提高烈属抚恤
标准、红色旅游兴起、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日益成为全民共识和社会风尚。

英烈保护法的制定与实施，无疑是对这
种风尚的强大助推。

“英烈保护专门立法让我们烈士纪念馆
工作人员备受鼓舞、更有信心。法律实施让我
们的工作有法可依，组织活动更有底气，宣传
教育效果也更好了。”湖南蔡和森纪念馆馆长
尹晓奔说。

英烈保护法明确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各
级各类学校应当将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纳入
教育内容，组织开展纪念教育活动，加强对学
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这部法律的有效实施，使爱国主义教育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让青年一代更加意识到
肩上责任重大。

今年烈士纪念日前夕，上海市龙华烈士
纪念馆针对广大青年专门设计了“寻找英雄
烈士中的乡贤校友”活动，通过游戏的方式吸
引青年人发现自己乡贤校友之中的英雄人
物。

“英雄烈士们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他
们或许与自己出生于同一个省市，亦或曾就
读于同一所院校，广大青年朋友要感恩先烈
们的付出，树立起自己心中奋斗的目标，努力
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该纪念馆工作人员法
子毅说。

湖南杨开慧纪念馆主动走进校园、社区。
该馆馆长彭春华说：“我们把杨开慧同志的事
迹编成小故事、小册子送进了 100 多所学校，
针对不同的人群设置不同的主题在各地开展
巡展。”

苍山巍巍，江水泱泱。英烈精神，永续传
扬。

“纪念英烈、传承精神，绝不仅仅只是烈
士纪念日这一天的事情。需要我们持之以恒，
不断加大力度、创新形式，鼓舞大家不断奋
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
强大精神动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
长王建学说。

(记者罗争光、罗沙，参与采写：熊丰、陈菲、
谢樱、陈文广、石庆伟、于也童、兰天鸣、陈晨、
李浩)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致敬英烈 捍卫荣光
写在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首个烈士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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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市民在山东省枣庄革命烈士陵园向无名烈士墓碑献花。新华社发（孙中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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