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
郊外，有一座援坦中国专家公
墓。这里长眠着 69位为援助坦
桑尼亚国家建设而殉职的中国专
家、技术人员和工人。

坦桑尼亚华侨张路在清明之
际前往公墓祭扫。他说，今天缅
怀先烈，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先烈
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坦赞铁路精
神，使中坦、中非友谊薪火相传。

半个多世纪前，5万多名中
国工程技术人员远涉重洋前往
非洲，同坦桑尼亚人民并肩奋
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修建坦
赞铁路，为东南部非洲建设了一
条“自由之路”和“友谊之路”。
这条铁路至今仍是中国最大的
援外项目之一。

2013年 3月 25日，正在坦桑
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
近平专程来到援坦中国专家公
墓，缅怀为中坦、中非友好事业献
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习近平满
怀深情地说，他们用生命诠释了
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铸就中
坦、中非友谊丰碑的英雄，他们的
名字和坦赞铁路一样，永远铭记
在中国人民和坦赞两国人民心
中。

如今，公墓四周已是芳草萋
萋、绿树参天，而作为东南部非洲
大动脉的坦赞铁路上依旧车声隆
隆，为坦赞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中非友谊续
写着新篇章。

在坦桑尼亚工作的中国土木

东非有限公司员工姚希说，不远
万里来到遥远的东非，用自己的
双手帮助这个国家，“我们时刻牢
记继承和发扬坦赞铁路前辈的精
神”。

异国他乡留英名，往昔峥嵘
今犹酣。从坦赞铁路到非盟大厦
建筑群，从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公路、铁路、机场和港
口，到解决当地民众实际生活困
难的乡村水井、卫星天线、医院、
学校……中国和非洲携手前行、
合作共赢，把真实亲诚的对非政
策理念落到实处。

当地人朱利叶斯·奥古斯蒂
诺说，中国多年以来对坦桑尼亚
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患
难与共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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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4月5日电 近日，新华社“新华视
点”栏目播发《部分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堪忧：
墓前种蔬菜、碑文刻错字……》稿件，对福建部分烈士
纪念设施管护不到位导致墓体破损、环境较差等现象
进行了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针对稿件反映的问
题，福建省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整改行动，并出台多项
政策。

清明节期间，记者回访部分烈士纪念设施看到，此
前种在烈士墓前的蔬菜已被铲除，碑文上的错字已经
被更正，革命公墓里的杂草和垃圾已经清理完毕，恢复
了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一些烈士墓前还摆
放了祭奠用的白花、花圈。

福建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日
上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组织落实整
改，全面摸底，建档造册。4月中旬开展全省专项行
动，举一反三，建立健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常态
化、长效化工作机制。

龙岩市已成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同时成立5个督导组开展明察暗访，并做出具体部署：
对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种菜养鸡、搭盖占用、破损失修
等问题进行彻底清理和整改；在全面排查基础上，将每
一处设施的保护管理责任落实到乡镇、村，确保有专人
管护；市财政安排50万元，各县（市、区）安排不少于30
万元用于当前烈士纪念设施应急维修维护，从2021年
起列入市、县两级财政预算；各县（市、区）于5月1日前
成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

三明市明溪县在明确乡（镇）属地责任的基础上，
对30处重点红色文化资源实行县直单位挂钩负责制；
建立专人管护和村（居）管护机制，签订管护协议，加强
日常安全巡查管理；同时在县革命纪念园开辟烈士陵
园专区，对全县 15处散葬的烈士墓，在做通家属及后
人思想工作的前提下，妥善进行迁葬保护、集中管护；
县财政新增1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红色革命文物保护
修缮、周围环境整治和日常保洁工作，视情况予以增
拨；同时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

新华社福州4月5日电 从福建
省龙岩市长汀县四都镇姜畲坑村中
心，到村口的一处小山坡上，只有短短
两百米，却有生与死的故事。

清明前夕，56岁的姜畲坑村民刘
声红劈开杂草灌木，爬上这个小山坡，
来到一个宽约4米的土墓前——这里
埋葬着100多位红军战士和苏区干部
群众。

他整了整衣服，上香、摆祭品、拜
三次——仪式和祭拜祖墓一样。“没有
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不来祭
扫，良心过不去。”

先祭祖墓，再祭红军。这是姜畲
坑村70年来从未间断的传统。

时间追溯到1929年。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军穿过羊肠古道，越过重重山
脉，首次从江西进入福建，首站就是姜
畲坑村。此后红旗迅速插遍闽西大地。

红军主力长征后，1935年春，敌
军清剿姜畲坑村，搜捕留藏在群众家
中和山上草寮中的红军伤病员，集中
在村口的大水塘边枪杀，牺牲近百人。

相处虽短，情义却长。敌军撤离
后，当地村民含泪将烈士遗骨集中收
殓，安葬在村口的山坡地上。

“当初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为战
士们收尸。”每当说起那段往事，刘声
红的父亲都忍不住流泪，叮嘱刘声红，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后只要你
在村里，就一定要去给他们扫墓。”

默默祭扫了几十年后，如今，刘声
红又将这句话传给了他的儿子。

不仅只有刘声红一家。每年清
明，姜畲坑村的每户村民都会至少派
出一位代表祭扫红军墓。如今的红军
墓前，已插满了长长短短的香烛。

而闽西也不仅只有姜畲坑村。
土地革命时期，在闽西牺牲的红

军战士多达数万人，他们中大多数都
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后人。

青山处处埋忠骨。时至今日，当
地百姓上山打柴、放牧、种树时，仍能
时不时发现散落的红军遗骸。

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小心
捡起骨头，用瓦罐装好，就近安葬，立
碑“义冢”，此后每年定期祭扫。

行走在闽西乡野间，总能时不时
在路边、山腰、树林里见到这样的义
冢。

仅在龙岩市，记录在册的零散烈
士墓就有近 1万处，还有不少老百姓
自发建的烈士墓尚未登记。

你们的名字已无人知晓，但我们
的情谊世代长存。

2019年11月起，福建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开始对全省的烈士纪念设施进
行摸底，为实现信息化、动态化管理奠
定基础。

就在今年 3月 25日，长汀县率先
向全社会公开发出通告，开展境内烈
士遗骸搜寻、烈士事迹收集整理工作。

刘声红连忙将姜畲坑村红军群葬
墓的信息上报给县政府。“愿早日为他
们立一块更像样的墓碑，愿子孙后代
永远记得他们的故事。”

巍巍群山，听见过当年英烈们冲
锋陷阵的呐喊，记录着百姓与他们之
间永世流传的故事。

纪念英烈历来都是清明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今年的纪念氛围格外浓，相关活动也多。微博上，

“为英烈默哀三分钟”话题阅读量近10亿，“我国
有约2000万名烈士”话题阅读量2.6亿；抖音上，

“永远记住你”播放量超20亿次，“我家有烈士”话
题播放量超4亿；朋友圈，为100位烈士寻亲的活
动信息刷屏，在线祭奠烈士活动参与者众多……

加勒万河谷戍边英雄先进事迹报道后，当即
激起民众对英雄的崇高敬意，这股学英雄敬英雄
的热情在今年清明节被再次点燃，各大媒体都在
重温他们的故事。从2月下旬至今，兰州市烈士
陵园的陈红军烈士墓，已收到各地网友通过外卖
敬献的一万多束鲜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各地都在
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清明节纪念英烈正
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缅怀英烈，我们可以
学习他们为党和国家奉献的奋斗历程，汲取他们
光荣不朽的精神力量，继承先烈们的红色谱系与
光荣传统，将尊崇英烈高尚品德的情意化作奋斗
前行的强大动能。

社会各界积极纪念、追思英烈，更深层次的原
因是民众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已成社会主流意
识。人们越来越明白，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美
好生活，是因为有无数的英雄为我们负重前行，甚
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致敬英雄，希望能有
更多人知道他们保家卫国的故事，传承他们的爱
国精神。

我们有理由相信，纪念英烈、崇尚英雄会成为
我们在新征程创造新奇迹过程中的一股精神力
量。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会在学习中奋勇向前，在
学习中披荆斩浪，在学习中无私奉献，成为这股精
神的传承者、践行者。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
寻春半出城。”清明时节，草长
莺飞、百花争艳，经历了“就地
过年”的各地居民，在这年后
首个小长假里，纷纷选择外出
踏青旅游。

上海市民成浩一家在清
明假期自驾前往苏州。“春节
假期在本地度过，清明节特别
想让一家人尤其是 5岁的儿
子出门走走，在苏州的老街逛
逛，品尝特色小吃，放松身
心。”

在上海，樱花节、桃花节
成为市民游客踏青出游的首
选，各大公园景区人头攒动。
此外，全市各级文化场馆、商
圈、广场开展了特色文旅活
动，吸引大人孩子纷纷走出家
门。据统计，4月4日当天，上
海科技馆客流达2.05万人次，
同比增长10多倍。

北京游客王女士假期跟
朋友来到了新晋5A级旅游景
区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大峡
谷。王女士表示，为了这年后
的首次跨省出游，闺密们精心

设计行程，提前1个多月就订
好了酒店，当天拍了非常多照
片，将美好的青春定格在大峡
谷的桃花美景中。

据景区负责人顾金荣介
绍，作为观看南迦巴瓦峰和桃
花节花海的最佳位置，今年雅
鲁藏布大峡谷景区旅游特别
火爆，一个月前景区酒店房间
就被预订一空，清明首日游客
量比2019年同期增长35%。

4月 3日，清明假期第一
天，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
园客流爆棚。数万游客摩肩
接踵，园内石桥上站满了拍照
的游客。一位穿汉服的小姐
姐说，感觉穿越回去感受到了
宋朝的繁华。还有游客表示，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国宝《清
明上河图》，能在清明节游玩
清明上河园，感觉很应景。

清明时节，传统民俗游成
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重庆
湖广会馆景区，清明期间举行
了一年一度的禹王祭祀典
礼。典礼遵循古代祭祀程序
规制，身着传统服饰的监祀

官、纠仪官、典礼官等主祭者
肃立于大禹像前，完成包括净
手、拂尘、进馔等13个程序。

现场上百位游客观礼，不
少年轻人表示对典礼很感兴
趣。会馆负责人杨路说，希望
年轻人能够通过祭祀这样的
礼乐活动来感受传统文化的
美好，对中华文化产生由衷自
豪感。

这个假期，红色旅游景区
也迎来游客井喷，不少游客选
择去革命纪念馆瞻仰英烈、接
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清明
假期第一天一大早就排起长
队，10岁小学生苏敬轩也跟着
母亲李薇前来缅怀英烈。李薇
说，现在不少小孩是在蜜罐里
长大的，应该多让他们接触英
烈事迹，知道幸福来之不易，珍
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为方便假期群众到革命
老区、红色景区参观学习，广
铁集团清明节前后增开 120
趟红色旅游线路列车，主要从
广州、深圳发送长沙、南昌、瑞

金、遵义、吉安等地。红色旅
游线路列车上，还推出“高铁
微党课”“党史知识问答”“红
歌大家唱”等互动互学活动。

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前提下，清明假期去祖国大西
北跨省长途“打卡”的游客数
量也大幅增长。例如，在新疆
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景区，清
明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近 2000
人次，与 2019年同期相比增
长30%以上。

而在宁夏，借助电视剧
《山海情》的热播，当地乡村旅
游迎来集中式增长。据宁夏
文旅部门负责人介绍，《山海
情》播出后，闽宁镇成为游客
的热门打卡地，清明节客流更
是暴涨，涌泉村的取景地南北
长滩客流量直线上升，仅3日
当天就接待游客1.1万人次。

闽宁镇主推的山海情互
动体验主题游产品，让游客既
能感受到贺兰山的巍峨、明长
城的历史厚重，也能在忆苦思
甜中见证“干沙滩”变为“金沙
滩”的惊人蜕变。 据新华社

新华社郑州4月5日电 “这里安葬着 1800余位
革命烈士、老红军和红军将领……”清明节假期，人们
来到位于河南省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祭
扫、参观，聆听着讲解员的解说，感受大别山革命精神。

这些年轻的讲解员，让英烈“复活”在人们心中；英
雄的故事，改变着他们自身的人生轨迹。

“在甘肃泾川四坡村，吴焕先已经带领大部队顺利
南渡讷河，但是他又一次次地回过头来，掩护战友。当
他被流弹击中倒下时，年轻的战士们一遍遍地呼喊着
这位兄长的名字……”讲解员李子程深情讲述。

李子程说，每次讲述这个故事前，她都会将思绪拉
回到那个年代，体会吴焕先抛家舍业投身革命的壮志，
体会战士们对他的敬重和深情；只有进入共情状态，才
能真正打动听众。

2016年，杨树朋烈士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中牺
牲，安葬在许昌烈士陵园。今年春节，杨树朋生前所在
部队邀请烈士家人来许昌过年，讲解员徐甜参与了这
次接待。

“参观纪念馆过程中，烈士的家人都很平静，而当
看到杨树朋烈士照片出现时，他的母亲泪水夺眶而出，
放声痛哭。”徐甜说，这件事让她久久不能平静，思考如
何更好地把英烈的精神传递下去。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尊崇英烈的氛围日渐
浓厚，各地烈士陵园、纪念场馆等对讲解员素质和水平
提出了更高要求，不断加强时事和历史知识学习，是讲
解员的必修课。

“讲解员是陵园内陈展内容的延伸和补充。现在
的听众问的问题多种多样，对讲解员知识水平的要求
越来越高。”郑州烈士陵园讲解员杨柳说。

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
年来，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切实加强红色讲解员队伍建
设，通过加强培训、岗位练兵、比赛选拔、巡回讲解等形
式，不断提高讲解员素质。

青山埋忠骨 哀思祭英魂
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

新华视点

福建推进烈士纪念设施
整改提升工作

巍巍群山 永世流传

赏花 踏青 跨省游
——清明假期旅游市场再现高峰

让英烈“复活”的年轻人

4月4日，一名烈士后人在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里擦拭墓碑。
当日是清明节，许多烈士后人和群众来到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祭奠和缅怀英烈，寄托哀思。

新华社

青山处处埋忠骨，哀思绵绵祭英魂。清明节之际，部分中国驻外使馆、维和部队举行祭奠活动，缅怀在海外执行任务、工作
时牺牲的同胞。

在朝鲜平壤、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在黎巴嫩希亚姆镇……朵朵鲜花寄托对英雄先烈的崇敬和怀念，表达传承使命、
忠于信仰、守卫和平的决心。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清明时节的朝鲜首都平壤依
然春寒料峭，在市区牡丹峰麓，苍
松翠柏之间中朝友谊塔傲然屹
立。

4月4日上午，中国驻朝鲜大
使馆工作人员在大使李进军带领
下，前往中朝友谊塔进行祭扫活
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首先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
后，写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
垂不朽”字样的花篮被庄重抬放
到友谊塔基座上。李进军上前整
理花圈缎带，在场全体人员向友

谊塔鞠躬、默哀致敬。
2019年 6月 21日访朝期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
塔。在中朝友谊塔纪念厅中，习
近平仔细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
原本，观看史诗壁画。怀着对为
中朝友谊英勇献身的祖国优秀
儿女的深切缅怀，习近平在题词
簿上题词：“缅怀先烈，世代友
好”。

回望历史，先后有 290万志
愿军将士赴朝参战。他们舍生忘

死、浴血奋战，谱写了气壮山河的
英雄赞歌，超过 19.7万名英雄儿
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
献出了宝贵生命，永远受到人们
的深深敬仰。

在朝志愿军战士后代、朝鲜
华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赛
铁军说，抗美援朝不仅保卫了新
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的安全，也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
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传承抗
美援朝精神是后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

4 月 4 日，我第 19 批赴黎
巴嫩维和部队官兵代表与中
国驻黎巴嫩使馆工作人员、联
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参
谋军官等 50余人，一同来到黎
巴嫩南部与以色列交界处的
希亚姆镇，祭奠 15年前牺牲的
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等维
和烈士。

2006年7月的一个夜晚，杜
照宇所在的联合国观察哨所遭
袭，哨位上的杜照宇与其他3名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一同遇难，生
命永远定格在了34岁。

参加祭奠活动的中国赴联
黎部队参谋军官领队常成与杜
照宇是大学校友。仪式结束后，
常成在纪念碑前捧起一把土，放
进陶瓷罐。他说：“这里是杜照
宇学长曾经战斗和牺牲的地方，
我要把这罐土壤带回母校，他是
我们的榜样和骄傲。”

中国维和女警察和志虹
2010年在海地执行联合国维和
任务时不幸殉职，留下年仅4岁
的幼子和年逾花甲的父母。在
她生前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
话：“于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
根羽毛，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
式，承载和平的心愿。”

这不仅是和志虹的誓言，更
是中国对于和平的承诺。

根据 2020年发布的《中国
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
年》白皮书，30年来，中国军队

累计派出官兵4万多人次，参加
了 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有 16
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

如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维和行
动主要出兵国和第二大出资
国。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穆
罕默德-班迪说：“在人员和资
金方面，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中国第16批赴苏丹维和工
兵分队驾驶员肖双龙说，保卫世
界和平是中国蓝盔的天职，奉献
牺牲是中国蓝盔的本分。“我们
从不畏惧什么，因为我们代表着
中国，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
一个称号——中国军人！”

联黎部队雇员、黎巴嫩人
马哈茂德·迈哈那说，他已经
和中国维和部队共同工作了
14 年。中国维和部队是他见
过最能吃苦、最专业的维和部
队，他们是黎巴嫩人民最可爱
的东方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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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脚步匆
匆向前，那些定格在历史画卷
中的面容仍然熠熠发光，他们
以或壮烈、或柔情的方式凝聚
成鼓舞人心的力量，激励后来
人继续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实
现各国共同发展、保卫世界和
平安宁。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
们永远铭记这一切！

续写抗美援朝精神

实践真实亲诚理念

铁血蓝盔卫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