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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沂蒙 王璐璐

“您的故事我们记得。”4 月 5 日，在共

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的一场直播中，延安

实验小学一年级 13 班刘楷瑞这样留言。更

有 大 批 网 友 齐 刷 刷 地 打 出“ 向 英 雄 致 敬 ”

“缅怀革命先烈”等留言互动。

这场持续 12 小时不间断的慢直播，是

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宣

传中心联合全国多地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开

展的 2022 年“清明祭英烈”主题纪念活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下，这一

网上祭扫方式，在“共青团中央”“中国退役

军人”全媒体矩阵等百余家平台开启，吸引

了数千万网友通过留言互动、线上献花等

形式寄托对英烈的哀思，表达对先烈的崇

敬之心、感念之情、传承之志。

全国 17 地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联动

4 月 5 日早上 7 点，网友跟随直播画面

来 到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吴 忠 涝 河 桥 烈 士 陵

园。伴随着寄托哀思的背 景 音 乐 ，屏 幕 中

时 不 时 出 现 自 发 前 来 祭 扫 的 市 民 。这 里 ，

长 眠 着 解 放 吴 忠 堡 及 在 涝 河 桥 战 斗 中 牺

牲的 135 名革命烈士。

“此次我们选择参与直播活动的 17 地

英 烈 纪 念 设 施 主 要 分 布 在 15 个 省（区 、

市），安葬有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和平年代等不同时期的英

雄烈士。”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副主任

倪光辉举例，比如，戍边英雄陈祥榕烈士所

在的福建省屏南县革命烈士陵园，“海空卫

士”王伟烈士墓所在的浙江省安贤陵园，过

往入藏车辆都会鸣笛致敬的西藏自治区昌

都市八宿县怒江大桥，全国安葬红军烈士

最多、规模最大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

士陵园等。

在江苏省镇江市烈士陵园，烈士家属、老

战士、学生代表、镇江市烈士陵园管理处工作

人员以及部分市民代表参与了现场祭扫。

镇江市红旗小学少先队员代表马静璇

朗 读 了 自 己 写 给 巾 帼 英 烈 郭 纲 琳 的 一 封

信。她手捧鲜花缓缓走向烈士墓群，用小手

轻轻擦去墓碑上的灰尘，为长眠在这里的

百余名英雄、烈士朗诵自己所写的信。

在信中，马静璇表达了对全国著名英

烈郭纲琳，以身殉职的战地记者许杏虎、朱

颖烈士的崇敬与缅怀，向烈士们倾情讲述

如今祖国的发展与昌盛，字里行间充满感

恩，并立志长大后报效祖国。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是红

色基因的传承者，这一环节的设定是对未

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的高度重视，也有较

强的感召力和表现力。”江苏省镇江市烈士

陵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朱敏俊介绍，

这名少先队员是千千万万普通学生中的一

员，没有受过专业的朗读训练，简单朴实的

语言，流露出的真实情感，更能体现出千千

万万普通小学生的心声。

12 小时不间断直播，从西藏自治区拉

萨烈士陵园到广东省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再到福建省屏南县革命烈士陵园，通过展

现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纪念设施，网友可

以深刻感受到，我们能够在细雨微风中眺

望远方、春光明媚时放飞梦想，都是因为英

雄们的奋斗和牺牲。

在江苏省灌南县烈士陵园，灌南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县内部分烈属、功臣模

范、最 美 退 役 军 人 以 及 在 本 轮 疫 情“ 阻 击

战”中无私奉献的退役军人志愿者参与祭

扫活动，他们或他们的先辈都曾为民族解

放或国防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此次直播运用多个机位，融合多个场

景，通过直播画面，屏幕前的观众可以全方

位观看祭扫，包括纪念碑前开展祭英烈仪

式、敬献花圈、默哀等环节，以及解放新安

镇烈士冢前烈士子女献花、擦拭墓碑，退役

军人代表敬礼、献花等祭扫活动。

一等功臣、联合国“和平维和勋章”获

得者朱言春当天早早地来到江苏省灌南县

烈士陵园，为烈士行军礼、擦墓碑、献鲜花，

发自内心深切缅怀革命烈士，令人动容。

“作为退役军人参与，我深深感到传承

先烈遗志、弘扬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使命。”

朱言春说，此次活动再次激发了自己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强军兴国而奋斗，坚决践

行“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词。

他们的故事，人民都记得

英烈们为国捐躯、与世长辞，他们的故

事永远被铭记，他们的精神被接续传承。

江苏省灌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梁

顺新介绍，近年来，江苏省灌南县烈士陵园

利用学生军训、清明节、“八一”、烈士纪念

日、国家公祭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烈士

祭扫和宣传教育活动，传承红色基因。

镇江市烈士陵园已经连续 20年，在每年

清明期间开展“红色旋律——镇江市民高歌

赞英雄”“红闪祭英烈，不忘初心铸英魂”“庆

解放、忆先烈、话传承”座谈会暨诗文朗诵会、

“栽花植树慰英灵”等传统主题活动。

疫情期间，镇江市烈士陵园还将带有

园 内 红 色 景 点 原 声 讲 解 的 二 维 码 印 制 在

陵园宣传册上，使青少年足不出户就能参

观打卡。

“时间或许会冲淡记忆，但永远不能忘

记历史，我们少先队员要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时代新人，把对先烈的无限崇敬和对英

魂的无尽哀思化作动力，努力学习，为美好

的 明 天 不 懈 奋 斗 ，争 做 有 担 当 的 时 代 新

人！”看完直播，广西玉林市玉东小学 1804
中队宋佳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表示，这

场慢直播，给自己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爱

国主义教育课。

直播画面切换到福建省屏南县革命烈

士陵园时，陈祥榕的妈妈带着桔子去看儿

子的场景让无数网友泪目。

同在屏幕前的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马

雨聪也不例外。作为一名历史专业的青年

学子，在陈祥榕的身上，她看到了用生命铸

就的、最为纯粹的初心——清澈的爱，只为

中国！

“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沧桑华变和英

烈 事 迹 ，我 深 深 感 受 到 ，英 雄 精 神 薪 火 相

传，‘最可爱的人’一直都在。”马雨聪表示，

祖国发展的新征程上，唯有赓续英烈红色

基因，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才能告慰那

些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英灵。

浙江省安贤陵园，“海空卫士”王伟烈

士的墓前，摆满了鲜花和战斗机模型。“祖

国和人民永远铭记 ”“铭记英雄 ”“致敬英

雄”的留言在直播中刷屏。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

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

园，这里长眠着 25048 名红军烈士。清明当

天，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退役军人、中小

学生、志愿者、党员干部以及烈士陵园所在

地王坪村的村民代表，纷纷赶到川陕革命根

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有序参与祭扫活动。

从 1935 年 到 2022 年 ，从 最 开 始 的 35
亩核心墓区到如今的 350 亩陵园，王坪村

村民王建刚一家三代义务守护着陵园，他

们见证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大

大小小的历史变迁，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以

及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对烈士的敬仰、缅

怀与铭记。

如今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管理更完善，研学活动接待量明显增加。去

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仅登记接待的研学

活动就有 9000 多批次。今年按照相关疫情

防控要求，全县中小学自发分批次开展活

动。清明节前，有很多小学生在家人带领下

前往祭扫。

英烈不会被忘记，更不应该被忘记。在

王坪村，村民每年清明、过年吃年饭之前，

都要先祭奠英烈。

数千万网友参与线上互动

“慢直播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网络传

播形态 ，具 有 原 汁 原 味 呈 现、随 时 随 地 参

与 的 优 势 ，把 更 多 主 动 权、参 与 权 交 给 了

网友，受到欢迎。”活动组织部门相关负责

人说。

在当前防疫要求下，“共青团中央”“中

国退役军人”全媒体矩阵等 100 余家平台

共同开启这场 12 小时不间断慢直播，全平

台直播观看人次超过 3000 万，“为英烈献

花”超过 8000 万次。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岳雷洋在

直播中留言：“向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而

英勇牺牲的英雄们致敬，愿山河无恙，人民

英雄永垂不朽。”网友“流年不语”说：“生在

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皆为信仰，愿以吾之

青春守护盛世中华。”

“渭南市临渭区北塘实验小学 4.1 班王

子芊向英雄致敬”“大连市五年级二班南浩

杰致敬英雄”⋯⋯全国各地学生向英雄致

敬的留言频频刷屏。

事实上，这并不是首次通过线上方式

开展祭扫活动。倪光辉介绍，在去年 9 月 30
日烈士纪念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就首次合作，在全国 8
个省份、24 家英烈纪念设施同步进行线上

线下致敬英烈活动。

此 次 结 合 当 前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形

式，组织方对活动做了进一步延伸扩展。从

早 7 点到晚 7 点，总时长达 12 小时，无论何

时，网友都可以点进直播间，留言致敬。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革命先烈

保家卫国，牺牲自我，他们的革命精神是一

座永恒的丰碑。”倪光辉表示，举办此次“清

明祭英烈”活动，旨在通过慢直播、风筝寄

相思 H5、短视频等丰富传播形式，进一步

讲好革命英烈的英雄故事，引导社会各界，

尤其是青少年学习、传承、发扬红色基因和

先烈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学习英

烈、大力弘扬英烈精神的浓厚氛围。

活动组织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活动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要求，着

力引导广大青少年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的活动中深入体悟“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

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

么来的”，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永远跟党

走、奋进新征程的青春激情，以实际行动喜

迎党的二十大。

“依托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体系，充分

发动各地基层团支部、少先队中队（小队）

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地开展祭扫纪念活动，

并进行全面线 上 传 播 展 示 ，努 力 实 现 团、

队员‘在组织中受教育’与‘在网络上表心

声’相结合 。”该相关负责人介绍，特别是

今年很多团、队组织在清明期间首次开展

了少年军校“热血少年营”活动，探索了爱

国主义教育、实践教育、营地教育相融合的

新模式。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联合全国多地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开展 2022 年“清明祭英烈”主题纪念活动

12 小时慢直播 云端寄哀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沂蒙

捧着桔子露出灿烂笑容的陈祥榕已

经离开他热爱的边防哨所近两年了。

这个清明节前夕，在福建省屏南县

革命烈士陵园，戍边英雄陈祥榕的画像

前摆满了鲜花和桔子。

“桔子哥哥，吃桔子，甜甜的。”有

人送来桔子，留下卡片。

牺 牲 时 只 有 18 岁 的 陈 祥 榕 ， 曾 经

在头盔上坚定地写下“清澈的爱，只为

中国”的战斗口号。战斗中，他将这份

清澈的爱坚守到生命最后一刻。

网友说，这句话直戳心窝，他用生

命完成了誓言。

如今，陈祥榕长眠于家乡革命烈士

陵 园 。 人 民 没 有 忘 记 他 ， 在 英 雄 的 家

乡，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更没有忘记他。

讲英雄故事成了屏南县中小学生必修的

开 学 第 一 课 ， 少 先 队 员 或 通 过 学 校 组

织，或在家长带领下自发到陵园瞻仰烈

士墓，学生通过绘制黑板报、写书信，

向英雄表达哀思，纪念英雄烈士“桔子

哥哥”。

陈祥榕的侄女说：“他去当兵打仗

牺 牲 了 ， 但 是 他 在 天 上 ， 变 成 了 一 颗

星星。”

陈祥榕的姐姐陈巧钗说，弟弟陈祥

榕 把 军 人 当 成 想 要 为 之 奋 斗 终 生 的 职

业，自己报考部队文职的初衷，也正是

希望可以把弟弟陈祥榕的这份热爱延续

下去。

许许多多与陈祥榕不相识的人，曾

经自发前往屏南县革命烈士陵园悼念这

位英雄。

屏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薛承丰

说，疫情特殊时期的清明节，屏南县革

命烈士陵园倡导网上追思，不聚集。不

少 身 处 远 方 的 人 ， 通 过 花 店 代 祭 扫 的 方

式，致敬英雄。

与陈祥榕一同牺牲的，还有陈红军、

肖思远、王焯冉。

战斗时，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突

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直至英勇牺牲。

战 士 肖 思 远 突 围 后 义 无 反 顾 返 回 营 救 战

友，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战士王焯冉在

渡河前去支援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

友脱险，自己却被淹没在冰河之中。

“英烈的墓碑，可能被雨水冲刷而模

糊 ， 英 烈 的 名 字 ， 可 能 随 岁 月 流 逝 而 黯

淡。但英烈的精神永远不会磨灭和掩埋，

英烈之心、英烈之魂会代代相传、生生不

息。山河永怀，家国永念。”在纪念英烈

的文章下，网友纷纷留言，“英雄从未离

去！我们不会忘记”“因为我们记得，他

们就永远活着”。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浙江省安贤陵园

并 未 组 织 统 一 的 祭 扫 活 动 ， 但 在 清 明 前

夕，“海空卫士”王伟的墓前已经摆满了

成百上千的鲜花、信件、各式飞机模型。

“81192 收 到 ， 我 已 无 法 返 航 ” ⋯⋯

直到“飞机控制失灵”，王伟依然继续驾

驶着已经失控的歼-8II，试图以最后的努

力拯救战机。最后时刻跳伞坠入南海的王

伟将生命定格在了 33 岁，但他永远活在

人们心中。每年清明节前后，人们纷纷通

过自己的方式向烈士王伟寄托哀思，他墓

前摆放的战斗机模型，也越来越多。

坐落在四 川 省 巴 中 市 通 江 县 的 川 陕

革 命 根 据 地 红 军 烈 士 陵 园 ， 安 葬 着

25048 位 红 军 烈 士 。 其 中 无 名 烈 士 就 有

17225 位 。 他 们 的 墓 碑 上 没 有 名 字 ， 只

有 一 颗 红 色 的 五 角 星 。 每 年 ， 当 地 学 校

都 会 组 织 学 生 前 往 无 名 烈 士 纪 念 园 ， 为

墓碑描红。

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是他们的功

勋，被人们铭记，一代代传承。

英雄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通讯员 周树江

蒙蒙春雨中，面朝一座座洁白的烈

士墓碑，少先队员们或半蹲着身子，或

单膝跪着。在他们眼睛平视的前方，是

墓碑上的五角星。

3 月 30 日上午，位于四川省巴中市

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烈士陵园，通江县李先念红军小学

的“清明祭英烈”活动在这里举行，50 名

少先队员和 15 名教师通过为墓碑上五

角星描红的方式，表达对先烈的哀思。

清明节前夕，在共青团巴中市委、

巴中市少工委的号召下，该市近 300 所

中小学校的近 4 万名共青团员、少先队

员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祭英烈活动、主题

团队日活动等，缅怀革命先烈。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少先队员们用毛笔蘸上油漆，一点一点

地把褪色的五角星重新描红。当天，师

生们一共为 450 块无名烈士墓碑描红了

五 角 星 。 白 色 的 墓 碑 在 山 坡 上 整 齐 排

列，五角星重现了红色的光泽。

在漫山遍 野 的 碑 林 中 ， 李 先 念 红

军 小 学 少 先 队 大 队 辅 导 员 李 思 媛 注 意

到 ， 今 年 描 红 的 这 片 墓 碑 ， 正 是 自 己

刚 参 加 工 作 时 第 一 次 带 领 孩子们来描

红的那片。

2013 年 的 清 明 节 ， 作 为 实 习 老

师，李思媛第一次参加学校的描红祭英

烈活动。当年 9 月，她正式参加工作，

并在两个月后当选为学校少先队大队辅

导员。

在随后的时间里，李思媛组织并带

领 少 先 队 员 们 参 加 了 每 一 场 的 描 红 活

动，也清晰地记得每一次描红的不同区

域的墓碑。

自 2012 年 9 月首次开展以来，描红

活动在空间上的安排是有计划的。每次

去陵园，少先队员们都会换一批墓碑，

以确保有更多的五角星被描红。

李思媛确信，到今年，陵园里 1.7
万多块无名烈士墓碑的五角星都被这所

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描了一遍。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全

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

士陵园。这里长眠着 25048 位红军烈士，

其中无名烈士 17225 位。

2011 年 10 月，四川省对陵园进行改

建和扩建，将原来的 35 亩陵园核心区扩

展 到 350 亩 ， 把 分 散 在 通 江 县 50 处 的

17225 烈士散葬遗骨迁移至烈士陵园。

扩建后的烈士陵园于 2012 年 5 月正式

对外开放。当年 9 月，山脚下的李先念红军

小学第一次组织了为烈士墓碑描红活动。

11 年来，距离烈士陵园 4.5 公里处的

这所农村小学，组织一届又一届的少先队

员在清明节、国家公祭日等纪念日，开展

祭英烈活动。

无名烈士墓的墓碑上，都有一颗红色

的五角星。李思媛回忆，陵园开放后正好

遇 到 了 雨 季 ， 一 些 五 角 星 受 到 雨 水 的 冲

刷，色泽有所改变。

这 个 细 节 被 师 生 们 注 意 到 。 于 是 在

2012 年 9 月，学校在组织祭英烈活动时特

意安排了为墓碑描红的环节。

李思媛说，从学校的角度，更希望借

助 这 种 形 式 ， 让 孩 子 们 表 达 对 先 烈 的 情

感。考虑到孩子们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大

多数时候学校会安排五年级、六年级的少

先队员参加活动。

活 动 规 模 有 大 有 小 。 规 模 最 大 的 两

次，全校 1500 余名师生全部参加。现在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规模缩

减为每次一个班了。此外，除了清明节、

国家公祭日，在学雷锋日等不同的日子，

学校也会组织规模不等的描红活动。

3 月 30 日上午为墓碑描红后，每个少

先 队 员 还 向 烈 士 敬 献 了 一 颗 红 色 的 五 角

星。学校向烈士陵园敬献的花篮，是师生

们亲手制作的，教师何吉安在现场书写了

花篮的绶带。

“自己亲手制作花篮才最能表达对先

烈的敬仰。”来自五年级 1 班的少先队员

李心悦说。李先念红军小学党支部书记、校

长杜鹏也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表达

师生对革命烈士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李思媛说，为烈士墓碑描红已经成为

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就像

每学期都要组织考试一样，他们也会把为

烈士墓碑描红的活动坚持下去，“不让红

色暗淡下去”。

四川巴中一小学连续11年祭英烈，描红17225块烈士墓碑

让烈士墓碑上的五角星永葆鲜红

少先队员们为烈士墓碑上的五角星描红。 程 聪/摄
扫一扫 看视频

一位教师在祭英烈现场书写花篮的绶带。 程 聪/摄

清明节，杭州市崇贤第一小学学生祭扫王伟，朗诵作文《王伟叔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沈 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