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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实习生 刘明珠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坐落于重庆市铜梁区，这里是邱少云的故乡。

一座 15 米高的邱少云烈士纪念碑矗立在纪念馆广场上，纪念碑的顶端

是一尊 5 米高的邱少云青铜铜像，他手握钢枪，健步向前，神情坚毅地注视

着前方。

4 月 5 日 ， 纪 念 碑 前 ， 人 们 络 绎 不 绝 地 排 队 献 花 ， 包 括 抗 美 援 朝 老 战

士、现役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以及烈士寻亲志愿者等在内的市民，都

在这里缅怀先烈。

重庆市铜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文伦介绍：“每年自发组织来这

里的群众很多，最近每天都有两三千人过来。”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始建于 1959 年，1962 年 10 月 12 日正式对外开放，总

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主要分为纪念碑和英雄事迹陈列厅两部分。近两

年，这里还新修建了一堵烈士英名墙。

刘文伦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考虑到很多烈士牺牲之后安葬在异

地 ， 路 程 遥 远 ， 亲 人 不 便 祭 奠 ， 纪 念 馆 在 2021 年 决 定 修 建 一 堵 烈 士 英 名

墙，把所有铜梁烈士的姓名全部刻在这面墙上。建成以后，很多人来到英名

墙前缅怀。”

在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一角，一面特别修建的墙面上，整齐有序地镌刻

着 1078 位铜梁籍烈士的名字及简要战斗事迹。

“我们有一位烈士，他母亲的遗愿就是让烈士弟弟一定要去把哥哥的安

葬地找到。”刘文伦说，“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这个情况，通过烈士寻

亲平台帮烈士弟弟找到了哥哥，但是这位烈士安葬在西藏地区的一个陵园，

过去不太方便。和烈士亲属商议后，最终将这位烈士的姓名刻在英名墙上，

现在他们家人就通过我们邱少云烈士纪念馆英名墙来祭奠他。”

今年清明，这位烈士的弟弟肖云进和弟媳就来到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英

名墙前，寄托哀思。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是重庆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刘文伦说，“学

校师生来的人非常多，还有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孩子过来祭奠先烈，说明社

会越来越重视红色精神传承。”

“现在中小学生已经很难理解战争、革命年代时的那种状况，但不影响

我们当代青少年传承红色精神。”刘文伦介绍，他有一次参加在邱少云烈士

纪念馆举办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讲故事活动，90 多岁的老战士被少先队员围

着，缓缓地讲述着红色故事，“老战士穿着老军装，挂着功勋章，小学生戴

着红领巾，穿着校服，这个场面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老战士的讲述让

我感动，现场小学生的回应也很积极。”

刘文伦表示，“未来邱少云烈士纪念馆还将创造更多这样的机会，邀请

老红军、老战士和青少年讲红色故事，让我们青少年一代传承好红色基因。”

退役军人代表苗立东，曾在部队多次立功，他退役前所在的某旅也是邱

少云烈士生前所在部队。

“邱少云精神主要是讲纪律重于生命，对我们有很大影响。在日常的生

活、工作训练当中，我们都是以此作为我们的旅魂。我们也以纪律重于生命

作为我们行为准则的标尺。”苗立东说。

苗立东还记得自己退役时和部队年轻人交流的情景，他告诉部队年轻人，

“什么时候，内心都要保有一种精神，像邱少云一样，就会无往而不胜”。

把英雄精神刻在心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实习生 刘明珠 杨儒宇

“我将爱你所爱，愿你所愿，这盛世

每一天⋯⋯”4 月 5 日，厦门六中合唱团

为 2023 年“清明祭英烈”主题网络传播

活动演唱的《如愿》视频引发全网刷屏。

从 清 晨 到 夜 晚 ，在 全 国 线 下 17 处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及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少 先 队 员、

共 青 团 员、退 役 军 人、市 民 等 很 多 人 自

发前去祭扫，为英烈献花，线上“让我们

一起为英雄烈士献花”占据各大媒体平

台首屏，迅速登上热榜。

这是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宣传中心、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主办，中国青年报社承办的 2023 年“清

明祭英烈”主题网络传播活动。

春天很好，只是很想您

在清澈婉转的《山河已无恙》童声合

唱中，2023 年“清明祭英烈”主题网络直

播正式开场。

“当《山河已无恙》的背景音乐响起

时，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当年先辈们

浴血奋战的画面。如果没有他们，没有他

们当年的付出，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

生活。”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刘释泽说，“虽

然不能去现场祭奠烈士，但在网上能有机

会让我以这种方式告慰先辈，缅怀历史，

传承英雄精神，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位 于 四 川 省 阿 坝 藏 族 羌 族 自 治 州

汶川县的汶川烈士陵园，一群消防员正

在 列 队 依 次 向 在 处 置 森 林 火 灾 中 英 勇

牺 牲 的 四 川 森 林 消 防 员 蔡 茂 强 烈 士 献

花、敬礼。“致敬，献花！”的接龙，在直播

中刷屏。

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相关负责

同志介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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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戍边英雄、消防战士、缉毒民

警、扶贫干部等各领域为民族独立解放、为

国家繁荣富强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

甘肃省兰州市烈士陵园背靠山岭，

与横穿市区的黄河遥遥相对。一座高达

30 米 的 人 民 英 雄 纪 念 碑 矗 立 在 纪 念 区

广场的正南方。天空飘着细雨，雨中夹着

雪花，前来扫墓的群众在广场空地上有

秩序地排着长队，一批身着迷彩服的军

人在人群旁侧整齐列阵。

“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的家人从陕

西赶到甘肃省兰州市烈士陵园，在志愿者

的搀扶下来到墓碑前。墓地周围摆满了鲜

花水果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卡片，后方几步

远的墙上挂着一条红色的横幅，写着：向

“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烈士致敬。

在陈红军墓前，陈红军的妈妈仔细

擦拭着墓碑。陈红军的姐姐反复端详着

墓前放置的一幅弟弟的肖像画。今年两

岁零四个月的宝宝第二次来到墓前“父

子相见”，虽然他还不明白为什么烈士爸

爸一直不回家，但已经学会了敬军礼。陈

红军的妻子肖嵌文专门选购了陈红军爱

吃的水果和零食，其中特意挑选了一盒

心形巧克力。从前，陈红军曾送给她一盒

心形巧克力，她说：“这次换我送他。”

景 洪 市 勐 龙 烈 士 陵 园 安 葬 着 97 位

在西双版纳解放斗争、解放初期进行剿

匪、1961 年中缅勘界作战及为保卫西双

版纳和平安宁献出生命的烈士。直播中，

陆续有身穿民族服饰的群众敬献花圈，

擦拭烈士墓碑，寄托哀思。

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内，身着黑色

西装的干部们列队站立在“人民英雄永

垂不朽”的纪念雕塑前，敬献花圈。一位

老者坐着轮椅来到了纪念馆，被人搀扶

着走到纪念碑前，郑重地弯腰放下一枝

黄菊。学生手捧白菊环绕纪念雕塑，并前

往烈士纪念碑前献花敬礼，默哀致敬。

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赤壁市烈士

陵园、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渤海革命老区

纪念园、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列队整齐

的学生、退役军人、群众等一批批前来敬

礼、献花。

此次直播运用多个机位和航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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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纪念碑

前开展祭英烈仪式、敬献花圈、默哀等环

节，以及烈士家属献花、擦拭墓碑，退役

军人代表敬礼、献花等祭扫活动。

“我们记得您，不止清明！”一位网友

这样留言。

你走后，我们都成了你

百色百福生态陵园内，广西百色右

江区迎龙第三小学“文秀班”的学生们捧

着手绘画轻轻放在黄文秀墓前。黄文秀

曾 在 扶 贫 日 记 中 写 道 ，“ 我 还 有 许 多 想

法，给百坭村设计一首村歌，再建立一个

篮球场，还要建立幼儿园⋯⋯”如今，她

的想法正在一一变为现实。

百色市右江区迎龙第三小学的陈思

颖告诉记者，“我通过绘画方式缅怀黄文

秀姐姐，文秀姐姐为民务实的高尚品德

和不畏艰难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去学

习。我要以文秀姐姐为榜样，听党话，跟

党走，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在漯河市烈士陵园，戍边烈士王焯冉

的墓 碑 前 ，王焯冉的妈 妈 轻 声 念 叨 着 ，

“买的花，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吧，儿子！”

妈妈泣不成声的场景让无数网友泪目。

在屏幕前的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追

寻红色记忆 汲取红色力量”大学生社会

实践团的宣讲员方一鸣，最近一直在高

校宣讲“戍边英雄”王焯冉在雪域高原上

守卫祖国边疆，为救战友英勇牺牲的先

进事迹，“我们青年大学生要从戍边英雄

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传承英雄精神，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在江苏省镇江市烈士陵园，一名身

着西装的男士，来到许杏虎和朱颖的墓

碑前。他单膝跪地，献上鲜花，从衣服口

袋里拿出一封信，开始朗读：“40 多天来

列强空袭刺耳的警报声、炸弹爆炸时激

荡的浓烟和南斯拉夫平民的伤亡，你们

看得最真切，你们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这段文字节选自许杏虎烈士和同事

们的《未写完的战地日记》，这名朗读者

曾是军人，如今也成了一名记者。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袁隆平雕

像旁，湖南农业大学的学生通过拉小提

琴向永远的“稻田守望者”致敬，令无数

网友泪目。

福建省闽侯县“二·七”烈士林祥谦

陵园内，退役军人代表在碑前郑重敬礼，

向林祥谦表达着敬意和哀思。

少先队员列队来到温州革命烈士纪

念碑默哀致敬，由家长带领，在镌刻着烈

士姓名的英名墙前献上鲜花。近百名学

生在烈士陵园中种下一棵棵树苗，并认

真为自己种下的“守护树”书写守护牌。

“种一棵树，绿一片天！”“种下一棵树，伴

我一起成长”⋯⋯稚嫩的笔迹写下天真

纯粹的敬意与誓言。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中有

一个无名烈士纪念园，一群小学生为无

名烈士的纪念碑描红，在飘舞的红旗下，

他 们 一 笔 一 画 地 将 风 雨 留 下 的 痕 迹 抹

去，让烈士墓碑上的五角星“永葆鲜红”。

“清明当天，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祭

英烈入园人数共计 3397 人，其中，袁文

才烈士之孙袁建芳，王佐烈士之孙王生

茂等革命烈属、老战士和英雄模范代表

有 15 人，青少年学生代表居多。”井冈山

革命烈士陵园负责人介绍。

袁建芳说：“前辈们当年这种革命精

神至今影响着我们，他们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践行和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是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你护着我，我念着你

北京学校初二（3）班的曹潇宇在观

看直播时表示：“在清明节这样一个特殊

的日子里，我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在人民

英雄纪念碑前站岗，以这种方式缅怀革

命先烈，我感到十分庄严、十分光荣。站

岗时我望着天安门前的车水马龙，感受

到英雄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自己作为

共产主义接班人，更要不断提升自己，积

极向团组织靠拢，争取能够早日加入共

青团，为祖国的未来奉献力量。”

厦门六中党委书记、校长姚育青表

示，“博雅合 唱 团 学 生 以 这 种 形 式 参 与

祭 英 烈 ，这 不 仅 仅 是 缅 怀 ，更 是 决 心 接

过前辈接力棒的信仰，以及赓续红色血

脉的坚定，走他们未走完的路，圆他们未

圆的梦。”

“ 今 年 度 过 了 一 个 不 一 样 的 清 明

节。”厦门六中合唱团团长陈琦说，“这一

定会在学生们的成长路上留下难以磨灭

的印记，将来他们再听到这首歌，再过清

明，或再次走近革命英雄纪念碑，一定会

产生深深的情感共鸣。”

今年清明，长春电影制片厂红领巾

讲解员李雨 霏 一 家 自 发 和 其 他 几 个 同

学、家 长 一 起 前 往 纪 念 广 场 祭 奠 英 烈 。

李雨霏妈妈说：“先烈当年浴血奋战，为

了 新 中 国 牺 牲 ，才 有 了 现 在 的 幸 福 生

活 。让 孩 子 们 去 缅 怀 先 烈 ，让 他 们 传 承

红 色 血 脉 ，珍 惜 现 在 的 美 好 生 活 ，努 力

学习，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

这 次 直 播 活 动 还 走 进 吉 林 省 青 少

年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 长 影 旧 址 博

物 馆 ，通 过 红 色 经 典 重 温 历 史、光 影 铸

魂 缅 怀 英 烈 ，对 长 影“ 有 历 史、正 青 春、

见未来”的发展历程进 行 了 全 面 展 现 。

同 时 ，活 动 联 合 共 青 团 吉 林 省 委、长 影

集 团 ，在 全 网 首 次 展 映 长 春 电 影 制 片

厂 修 复 版《英 雄 儿 女》《上 甘 岭》《平 原

游 击 队》《中 华 女 儿》4 部 红 色 经 典 影

片 ，通 过熟悉的旋律和画面，唤起每一

位 中 华 儿 女 对 英 烈 的 深 切 缅 怀 和 崇 敬

之情。

据初步统计，在微博、快手、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清明祭英烈”相关话题传

播人次超过 27.6 亿；“拍春天最美的花”

“细语寄哀思”等互动话题传播人次超过

4134.4 万；“清明祭英烈”相关新媒体图

文、短视频内容播放量超过 1.3 亿。

团中央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精 神 的 伟 力 带 来 心 灵 震 撼 ，信 仰 的 光

芒穿越时空阻隔。本次‘清明祭英烈’主

题 网 络 传 播 活 动 旨 在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讲 好 为 民 族 独 立 解 放、为 国 家 繁 荣

富强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烈士故事，

引 导 广 大 群 众 特 别 是 退 役 军 人 及 青 少

年 学 习 好、传 承 好、发 扬 好 红 色 基 因 和

先 烈 精 神 ，让 尊 崇 英 烈 化 作 社 会 共 识 ，

为 实 现 中 国 式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凝 聚 磅

礴力量。”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全国少工委办公室联合全国
17地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开展2023年“清明祭英烈”主题网络传播活动

不忘初心 接续奋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实习生 杨儒宇

2023 年 4 月 5 日，袁隆平院士逝世

后第二个清明。位于湖南省农科院办公

楼袁隆平院士雕像前，学生左林蓁和去

年一样，深情地重复演奏着袁老生前最

喜欢的曲目 《我的祖国》。

“现在办公楼前的袁隆平院士雕像

是一座新塑像。”湖南省农科院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之前那尊袁隆平院士雕像

于 1992 年 5 月 雕 刻 完 成 ， 此 后 的 30
年，一直立于湖南省农科院办公楼中。

2022 年 ， 这 座 雕 像 被 搬 迁 到 袁 隆 平 生

前最惦记的试验田，铜像上的院士，满

目慈光，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一般

“望”着他曾工作过的试验田。

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说，“人就像种

子，要做一颗好种子。”袁隆平将一生

献给了老百姓的“饭碗”。如今，他带着梦

的“种子”去了远方，却将粮食的种子、创

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了后来人。在功

勋园，稻穗和菊花是袁隆平院士生命中

两个最为重要的符号。稻穗象征着袁隆

平默默无闻的奋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菊花则是他高尚情操的化身。

清明前夕，湖南长沙一直下着蒙蒙细

雨，但仍有许多群众来到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不远处的袁隆平院士雕像和唐人

万寿园袁隆平院士墓前。

清明当日，湖南农业大学不少学生

自发前往悼念袁隆平院士。学生代表敬

献花篮，大家手持鲜花、稻穗、信件，依次行

至袁隆平院士陵墓前，鞠躬默哀，深切缅怀

追忆湖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袁隆平。

“ 以 前 袁 老 师 到 农 大 的 时 候 ， 学

生 非 常 热 情 ， 现 在 他 离 开 了 ， 这 些 青

年 学 子 也 非 常 怀 念 他 ， 我 觉 得 这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精 神 上 的 传 承 。” 袁 隆 平 院 士 的

学 生 、 现 任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农 学 院 院 长 的

吴俊说道。

湖南农业大学的同学对袁隆平院士更

有着别样的情感。作为名誉校长，袁隆平

院士生前出席湖南农业大学新生开学典礼

时，曾将“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八

字箴言赠送给高校学子。同学们也将袁老

的箴言牢记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农

学学子去“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袁隆平先生的两个梦想，一是禾下

乘凉梦，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这

是湖南农业大学每一个学生几乎都能脱口

而出的话。

“而在后人的不断努力下，这两个梦

想都在稳步向前走。‘禾下乘凉梦’实际

反映的是一种科技梦，通过科技解决粮食

安全，而我们现在在科技上的进展是非常

显著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是为了造

福世界人民，现在我们的杂交水稻能走出

去，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援外培训

也 好 ， 技 术 输 出 也 好 ， 都 会 持 续 向 前 推

进。”吴俊说。

“ 这 种 怀 念 ， 我 看 到 的 是 一 种 希 望 。

袁老师留下了一座丰碑，虽然袁老师离开

了 我 们 ， 但 他 的 精 神 和 梦 想 传 承 下 来

了。”吴俊说。

团湖南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南共

青团紧扣三大要点，让“禾下乘凉梦”在

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号召长沙少先队员

在 隆 平 水 稻 博 物 馆 担 任 红 领 巾 讲 解 员 ，

并 联 合 省 教 育 电 视 台 制 作 “ 禾 下 乘 凉

梦 ” 主 题 队 课 ， 拟 于 今 年 9 月 在 全 国 少

工 委 公 众 号 播 放 ， 带 领 全 国 少 先 队 员 云

游 湖 南 杂 交 水 稻 研 究 中 心 ， 了 解 杂 交 水

稻 的 历 史 ， 体 验 插 秧 的 乐 趣 与辛苦，感

受“禾下乘凉梦”的家国情怀。省第十六

次团代会期间，专门邀请一名袁隆平的学

生子女参与献词，代表少先队员表达湖南

少先队员希望继承袁隆平遗志，积极投身

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早日实现“杂交水稻

覆盖全球梦”，让湖南种业走向世界。

“禾下乘凉梦”正在生根发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实习生 杨儒宇

“焯冉叔叔，我给你带来了你最喜

欢吃的大白兔奶糖，还有苹果和我给你

折的千纸鹤⋯⋯”4 月 5 日 11 时，在漯

河市烈士陵园王焯冉烈士墓前，来自漯

河小学的少先队员用小手将一把大白兔

奶糖放在了墓碑上。他们拿着鲜花、自己

制 作 的 礼 物、得 到 的 奖 牌 奖 状 ，向 这 位

“小叔叔”亲切地讲述着自己的变化。

这一幕，也被摄像机捕捉下来，感

动了在云端观看直播的万千网友。

王焯冉牺牲时年仅 23岁，刚向组织

递交了第五份入党申请书。当时，中印

边境已多次发生冲突，连队随时可能奔

赴一线执行任务，王焯冉在入党申请书

里写道：“作为一名军人在这个时候正

应当挺身而出，我申请上一线，我要和

党员并肩作战⋯⋯这个时候递交入党申

请书，就是希望组织能在任务中考察自

己，就是希望能够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

份走向战场”。

2020 年 6 月，在边境发生冲突后，

王 焯 冉 和 战 友 马 命 等 连 夜 渡 河 增 援 一

线，第四次蹚河时有人被激流冲散，王

焯 冉 和 马 命 拼 尽 全 力 将 3 名 战 友 推 上

岸，自己却因为一只脚被卡在了水下石

缝中而永远倒在了激流中。

“奶奶，这么长时间里我最牵挂的

就是您，孙子这些年一直想好好让您享

福，可是我却一直不在家⋯⋯”

“爸妈，儿子不孝，可能没法给你

们养老送终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还

给你们当儿子，好好报答你们。”

这 封 家 信 是 王 焯 冉 执 行 任 务 前 写 下

的。他在生前最挂念的，便是父母和奶奶。

清明 节 当 天 ， 王 焯 冉 的 父 母 来 到 漯

河 市 烈 士 陵 园 看 望 他 ， 母 亲 一 边 擦 拭 着

墓 碑 ， 一 边 小 声 说 着 话 ：“ 爸 爸 妈 妈 都

挺 好 的 ， 家 里 一 切 都 好 ， 政 府 给 我 们 一

切都安排得很好。”

许多市民也自发前来献花，向王焯冉

烈士表达敬意。在王焯冉烈士的墓碑上，

放着奶糖、水果、稚嫩的 画 作 ， 周 围 被

鲜 花 一 圈 一 圈 包 围 着 。 风 吹 折 了 一 张 薄

薄 的 、 印 着 “ 漯 河 是 城 乡 一 体 化 示 范

区 ” 抬 头 的 信 纸 ， 正 面 歪 歪 扭 扭 地 写 着

“zhuō rán 叔叔，我给您带了我亲手画的

画”。通过渗过纸面的墨水，依稀可见是

一 幅 简 笔 的肖像画，画中的男孩戴着解

放军的军帽，无忧无虑地大笑着。

王焯冉所在的漯河市烈士陵园，目前

安葬着 85 位有名烈士和 117 位无名烈士，

革 命 纪 念 馆 内 集 中 展 示 了 赵 伊 坪 、 谷 迁

乔、沈东平、葛洪臣、李海欣、王焯冉等

著名英烈的光辉事迹。而漯河市所在的河

南更是一片红色沃土，在这里约有 24.2 万

名 烈 士 。 漯 河 一 直 高 度 重 视 烈 士 祭 扫 工

作， 推 出 “ 云 祭 扫 ”“代 祭 扫 ” 等 服 务 ，

开展“网上祭英烈”、“与烈士认亲”、英

烈精神进校园等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持续

推进“为烈士寻亲”活动，累计为 140 位

烈士找到亲人或家乡，为千余位无名烈士

找到新时代的“亲人”；在清明节、烈士

公 祭 日 等 重 要 节 日 邀 请 烈 属 参 加 纪 念 活

动，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学习英

烈的浓厚氛围。

在英雄的故乡，人们没有忘记他。他

们 将 王 焯 冉 烈 士 视 作 “ 隔 壁 家 看 着 长 大

的小孩 ”或是“一直很喜欢的大哥哥 ”，记

得 他 的 喜 好，亲 切 地 叫 着 他 的 名 字 ，用 最

朴 素 而 真 挚 的 方 式 表 达 了 对 他 的 怀 念 与

哀思。

“只要国家在，烈士永远不会被忘记，

这是中华民族的底气。”有网友这样说。

烈士墓碑上 放着他最爱的奶糖

4月5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全国少工委办公室联合全国多地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开展了 2023 年“清明祭英烈”主题网络传播活动。活动采用网上祭扫方式，
在“共青团中央”“中国退役军人”等全媒体矩阵及各级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各地团组织、各级
媒体机构等全网超过百家账号/平台开启一场 16 小时不间断慢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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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活动的英
雄烈士纪念设施分布在河南、江苏、四川、江西等15个省 （区、市）。

一等功臣、战斗英雄何水木在珠海烈士陵园内给孩子们讲述英烈故事。

清明祭英烈清明祭英烈清明祭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