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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锦绣，永

忆 英 雄 。 在 宁 波 ，

“ 红 色 根 脉 ” 不 断

滋 养 着 这 片 土 地 。

翻 开 历 史 的 卷 轴 ，

有在战火纷飞年代

里身披戎装，冲锋

陷 阵 的 革 命 战 士 ；

有在和平年代里坚

守岗位、默默奉献

的平凡英雄……他

们的名字被镌刻在

石碑上，永远地留

在 了 人 们 的 记 忆

中 ； 他 们 的 故 事 ，

被 传 颂 在 街 头 巷

尾，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人。

缅怀追思，是

为 铭 记 英 烈 故 事 ，

更 为 传 承 英 烈 精

神。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在宁波，有这样一支宣讲队

伍，他们进学校、社区、部队讲
述英烈事迹，用红色故事传播信
念火种，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这支宣讲队伍就是宁波英烈事迹
宣讲团。

据了解，近年来，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每年都会举办红色故事
宣讲大赛、宁波英烈事迹宣讲大
赛，遴选热爱并善于宣讲英烈事
迹的军休干部、消防救援队员、
退役军人、中小学生组建我市英
烈事迹红色宣讲队伍，制作情景
式线上思政课，并深入部队、学
校、机关等开展红色宣讲。

如今，英烈事迹宣讲的“朋
友圈”不断扩大，形成了以宁波
英烈事迹宣讲团为核心，宁波樟
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宣讲团、

“小红缨”红色故事宣讲队等为子
品牌的宣讲队伍，通过多种渠道

和方式传播红色文化。
去 年 3 月 ，“ 弘 扬 英 烈 精 神

激扬奋进力量——浙江英烈故事
巡回宣讲活动”在宁波启动，来自
全省各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
的 8 名讲解员和 3 名宁波“小红缨”
讲解员，以“沉浸式”宣讲形式，用
生动鲜活的语言、震撼人心的史
料、荡气回肠的故事，向东海舰队
驻 甬 某 部 1800 余 名 士 兵 讲 述 了

《搏击长空的山鹰》《“革命之花”肖
东》《钢铁长城》《一封家书》等 12
个浙江英烈故事。

在讲解员的深情讲述中，士
兵们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徐婴烈士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壮烈情怀、
感 悟 着 肖 东 烈 士 “ 巾 帼 不 让 须
眉”的如火信念、亲历着“钢铁
战士”吕有库用血肉之躯与敌炮
火搏击的英雄壮举⋯⋯一个个隽
永的红色故事流淌而出，动人心
魄、催人奋进。

今年 3 月，在鄞州区 2024 年
上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会上，宁波
英烈事迹宣讲团和“小红缨”宣
讲员向新兵们讲述了王孝和烈士
的故事，激励他们更好地报效国
家、建功军营。

与 此 同 时 ， 在 2024 年 度 海
曙、江北、镇海、北仑、鄞州五区春
季退役士兵全员适应性培训现场，
宁波市英烈事迹宣讲团为退役士
兵带来《机枪之王——余新发》《长
津湖的英雄连长袁友坤》等英烈故
事，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学习英烈精
神、感悟榜样力量。

英烈宣讲是传承红色基因的
重要途径，更是 培 育 爱 国 情 怀 、
激 发 使 命 担 当 的 有 效 手 段 。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除 了 将 英 烈 宣
讲 贯 穿 服 役 全 生 命 周 期 ， 还 把
红 色 故 事 、 英 烈 事 迹 送 到 群众
身边，让每个人在铭记中传承红
色精神。

铭记：英烈宣讲贯穿始终

李则龙是奉化区松岙镇海沿
村人，每年的清明、“七一”建党
节、“八一”建军节、国庆前夕，
他都会来到卓兰芳烈士纪念馆，
向烈士雕像敬军礼。现场虽然没
有一名观众，但李则龙的每个动
作都一丝不苟。这是属于一个老
兵的“仪式感”，更是他对英烈的
崇高敬意。

说起当兵，这是李则龙从小
的梦想。“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的卓兰芳烈士在海沿村成立了宁
波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是我们
海沿人的骄傲。我从小听着他的
英雄故事长大，好男儿就要当兵
去！”18 岁那年，他终于背起行
囊来到舟山部队。

1979 年，李则龙随部队来到
广 西 前 线 ， 参 加 对 越 自 卫 反 击
战。当年 2 月，作战命令下达，
出征前，李则龙与战友们许下庄
重承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牺牲
了，他的父亲母亲，就是我们大
家的父亲母亲，活着的人要多去
看看他们。”李则龙所在的连队，
共有 8 名奉化籍战士，幸运的是
他们 8 人都活着回来了。然而，
战争是残酷的，有些战士并没有
被幸运眷顾，牺牲在了战场上。

2011 年，李则龙从宁海籍战
友处得知，当年牺牲时年仅 23 岁
的叶小常烈士的母亲仍健在，他
便第一时间赶往宁海，开始了寻
找烈士家属的征程。“宁海的战士
一样是我们的老乡，我要去看看

他们的父母！”经过三年的寻找，
2014 年，李则龙终于在宁海一所
敬老院找到了叶小常烈士的母亲。

那年清明节，他和战友们一
起去看望老人。“妈妈，我们来迟
了，我们来看您了！”李则龙一身
军装，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老人瞬间就红了眼眶。“我们是您
儿子叶小常的战友，以后我们都
是您的儿子，我们来照顾您！”自
此，每年清明节或建军节前后，
李则龙都会去探望老人，给她带
一些生活用品，陪她拉拉家常。

除 了 战 场 上 许 下 的 生 死 承
诺，李则龙还与自己定下承诺，
立志要把松岙的革命历史、革命
故事传承下去。2004 年卓兰芳烈
士纪念馆建成开放，李则龙践行
自己的承诺，主动担任起卓兰芳
烈士纪念馆的义务宣讲员一职，
宣传红色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这一讲就是整整 20 年。

在宁波，其实有许多像李则
龙一样的人，他们深深铭记着烈
士，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烈士的
敬仰，或关爱烈属，或自发守护
烈士陵园，或参与英烈事迹宣讲
等。刘立明从父亲手中接过守护
陵园的“接力棒”，十几年如一日
值守在慈湖烈士陵园；王永年无
数次地到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
士陵园义务宣讲，稿纸摞了差不
多一掌高⋯⋯社会各界对英烈的
尊崇和铭记，让致敬英雄、赞颂
英烈的氛围愈加浓厚。

守护：一句承诺坚守多年

2018 年，是孙嘉怿第一次来
到大榭烈士陵园为烈士寻亲。

去年，孙嘉怿带着宁波工程
学院青马班成员再次来到陵园，
为烈士敬献鲜花，为烈士墓碑描
红。

从 一 个 人 来 到 一 群 人 前 来 ，
这当中有着令人动容的故事。孙
嘉怿第一次前来，是为山东一烈
士家属寻找牺牲的亲人。对于这
位烈士，仅知的信息只有他牺牲
在宁波、舟山的某处。

为此，孙嘉怿翻阅了很多资
料 ， 也 去 了 很 多 陵 园 ， 但 都 无
果。当孙嘉怿在网络上了解到，
曾有烈士家属经历千辛万苦在大

榭烈士陵园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她便来陵园一试。

因为年代久远，加上山东的
方言与宁波的不同，墓碑上的内
容可能会有一些偏差。“这个过程
就像猜谜语一样，根据墓碑上记
录的名字或地方尝试着去找。”孙
嘉怿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找，还
为烈士墓碑一一拍下照片。

听闻孙嘉怿为烈士寻亲的事
迹，2022 年，宁波工程学院的一
位老师邀请她来学校给学生做一
次红色宣讲。那位老师和孙嘉怿
说：“我对你做的事情特别有感
触。我原来也是一名军嫂，特别
能理解家里如果有一名军人，妻

子该有多不容易。”孙嘉怿被她的
话深深触动，放下手头的工作前
来授课。

课堂上，孙嘉怿把为烈士寻
亲的故事讲给了学生们。那次课
后，有许多同学留了孙嘉怿的联
系方式，想要加入她的团队。孙
嘉怿说，在她的团队里，有些学
生跟着她做了志愿服务后，选择
了参军入伍；有些人本就是退役
军人，在当了志愿者后，觉得自
己又离部队近了；还有一些年纪
稍大的志愿者，萌生了把孩子上
交给国家的想法。

这些年来，孙嘉怿在致敬革
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的路上从
未止步。3 月 22 日，孙嘉怿再次
来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查阅烈士
资料，为新的烈士寻亲做准备。
她说：“在为烈士寻亲的过程中，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给 予 很 大 支
持。”

“我们联合党史办、文广旅游
局等部门，通过实地探寻、史料
挖掘、事迹梳理、内核提炼等方
式，不断丰富宁波籍英烈事迹。”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截至目前，已完成柴水香、
沙文求等知名甬籍英烈革命生涯
及精神内核调查研究，并全方位
开展史料收集保护、烈士英名录
编纂等抢救性工程。

全 面 梳 理 和 排 查 烈 士 信 息 ，
建立烈士数据库，深入挖掘英烈
事迹⋯⋯为开展烈士寻亲工作以
及 相 关 纪 念 活 动 提 供 了 有 力 保
障，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烈士精神。

传承：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英烈们，你们虽已离去，但
你们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
情，缅怀那些为国家、为人民英
勇献身的烈士们。”⋯⋯这是宁海
小学生以征文形式缅怀烈士，字
里行间里流露着对烈士的敬意。

清明节来临之际，全市各界
祭扫活动陆续展开，以传承爱国
精神、弘扬家风家训和开展文明
祭扫为主要内容，通过组织开展
现 场 祭 扫 、 主 题 班 会 、 红 色 宣
讲、网上祭祀等多种形式，纪念
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在全
社 会 营 造 了 崇 尚 英 烈 的 浓 厚氛
围。

3 月 12 日，宁波樟村四明山
革命烈士陵园里，“英雄林”绿意
盎然。孩子们认领了自己班级的

“英雄树”，在枝头挂上心愿牌，
附上祝福卡片，卡片上满满都是
对英烈的敬意。据了解，这是宁
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与全
市中小学开展共植“英雄林”的
第 4 年。

2021 年，宁波樟村四明山革
命烈士陵园平整出 200 平方米左
右的场地，谋划建造“英雄林”，
希望通过植树造林的方式告慰长
眠于此的革命先烈，同时也希望
参 与 “ 英 雄 林 ” 栽 种 的 每 一 个

人，能尽己所能为先烈们守住来
之不易的绿水青山。

3 月 20 日，宁海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前童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共同开展“致敬缅怀 与革命
烈士的一次时空对话”活动。

在庄严肃穆的前童鹿山革命
烈士纪念碑前，在场人员全体肃
立，高唱国歌。在凝重而庄严的
气氛中，全体人员向革命先烈默
哀，满怀敬意环绕烈士亭一周，
并 向 纪 念 碑 鞠 躬 致 敬 ， 敬 献 鲜
花、花圈，深切表达对先烈的缅
怀之情。

4 月 1 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
委、市关工委等部门在全市 35 处
烈士纪念设施同步开展宁波市中
小学生“薪火甬相传·清明祭英
烈”活动，全市 44 所学校的 6000
余名学生参加。

当天上午 10 点，市级“薪火
甬相传·清明祭英烈”仪式在余
姚 四 明 山 革 命 烈 士 纪 念 碑 前 举
行，200 余名师生在革命烈士纪
念碑前整齐列队，向革命烈士鞠
躬、默哀，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仪式结束后，部分学生还参观了
四明山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赴
横坎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循迹
溯源参观学习，深刻感受红色精
神的力量。

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缅怀：：：：：：：：：：：：：：：：：：：：：：：：：：：：：：：：多元形式致敬英烈

清明节
来临之际，
宁波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
开 展 2024

年“网上祭英烈”活动，广大市
民朋友可充分利用网上祭扫平台
向英烈献花、鞠躬、留下感言，
寄托哀思。参与方式如下：

祭奠宁波英烈

方法一：关注宁波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
栏——“崇军在线”——进入

“浙里办”微信小程序在线完成
实名认证；选择“铸魂·2024·
清明祭英烈”，进入相应界面，
缅怀祭奠英雄烈士。

方法二：进 入 “ 浙 里 办 ”
微信小程序，在线完成实名认
证；进入宁波“崇军在线”，进
入 “ 铸 魂 · 2024 · 清 明 祭 英
烈”界面，缅怀祭奠英雄烈士。

祭奠浙江英烈

方法一：关注宁波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
栏——“甬尚老兵”——选择

“清明祭英烈”进入相应界面，
缅怀祭奠英雄烈士。

方法二：关注浙江革命烈士
纪念馆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
——“服务中心”——“网上悼
念”进入线上祭英烈页面。

祭奠全国英烈

进入中华英烈网，点击首页
“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进
入清明祭英烈活动专栏；点击页
面下方相应选项，进入“敬献花
篮”“祭奠英烈”“观看宣传片”
等专题页面。

新闻多一点

记 者 徐丽敏
通讯员 孙亚君 任宁

在余姚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在余姚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薪火甬相传薪火甬相传··清明祭英烈清明祭英烈””仪式仪式。。（（徐丽敏徐丽敏 摄摄））

瞻仰烈士英名墙瞻仰烈士英名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致敬缅怀 与革命烈士的一次时空对话”活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