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微微）
“伞和斗笠是中方士兵战斗时所佩
戴的装备，学者推测这张照片是日
本人在中国战壕所摄，但照片中只
见装备，不见尸体……这是日方媒
体角度下的中国战场，他们美化了
侵略暴行……”五乡中学学子手持
一本日本媒体二战时期发行的写
真画报，解读画报上记录的侵华日
军暴行。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
周年纪念日。9月2日上午，以“传
承抗战精神，共图复兴伟业——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主题纪念
活动在宁波同泰嘉陵·浙东抗战老
兵纪念园举行。

活动中，五乡中学师生代表、
宁波关爱抗战老兵志愿队、宁波市
海曙区善生公益、宁波鄞州区陶珠
兰阳光家园、爱多公益、功勋老兵
服务队等社会团体向革命烈士献
花篮花圈、鞠躬默哀，打扫墓碑。

近140位英魂长眠于浙东抗
战老兵纪念园，有烈士、有将军、有
默默无闻的后勤兵，其中志愿者王
传永的父亲抗战老兵王俊秋也安

眠于此。
“我的父亲于1940年参军，参

加过30多次战役，最后定居南方，
明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来
看看他。”王传永还告诫在场的青
年人一定要铭记历史，要知道和平
来之不易，鼓励大家在和平的年代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

五乡中学学子为纪念抗战胜
利76周年，拿着同泰嘉陵馆藏的
一本写真画报为观众解读。这本
画报是日本媒体于二战时期发行，
画报的纸张早已泛黄，图片则记录
着日本侵华暴行的种种罪证。

五乡中学高二学生杨睿茜和
她的同学告诉记者：“了解画报背
后的故事后，我感受到，祖国需要
更加强大，而祖国强大，需要吾辈
自强！”

同泰嘉陵·浙东抗战老兵纪念
园董事长沙力表示，浙东抗战老兵
成立之初有三个目的：“一是牢记
历史，二是致敬英雄，三是教育民
众。抗日战争是一段历史，同时是
一种精神，代表民族气节、家国情
怀，牢记抗日战争的历史是我们的
使命。”

披上军装，配上军功章，85周岁的邵经扬坐姿依旧挺
拔。这是他一生戎马留下的烙印。68年前，年仅17岁的他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投身抗美援朝战争。

“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如今
在宁波市军休二中心安享晚年的他，从电视上看到在韩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新闻报道后，说得斩钉截铁，
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昨日，10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
在宁波安享晚年的85岁志愿军老兵庄严敬礼：

“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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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15日，趁着蒙蒙
夜雾，伴随着汽笛长鸣，17岁的邵
经扬和战友们搭乘“闷罐子”货车，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

乡……”歌声由低沉而高亢，战士
们的心也跟着热血沸腾。

回忆往昔，邵经扬的眼神闪
烁出光芒。和普通人比，他更能
理解我国开展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交接迎回工作的重要意
义，“这激励着我们克服一切艰难
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从1953年3月15日跨过鸭
绿江，到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
举行停战签字仪式，邵经扬不止
一次跟“死神”擦肩而过。

由于敌人的炮火封锁，又逢
雨季，部队的弹药、粮食运输十分
困难，前线部队一天只吃一顿饭，
甚至全天都吃不上饭。“一切服从
前线”，一声令下，原本在机关工
作的战士们承担起支援前线送粮
运物的任务。

1953年 7月4日拂晓，邵经
扬和6名战友，每人挑着一筐烙
饼和一筐青菜，就出发了。

为拦截后方对前线的支援，
敌人在通往前线必经之地实行白
天、黑夜不间断炮火封锁。邵经
扬在观察炮击时间、距离和落点
后，发现敌人排炮之间相距约20
分钟，有时由前向后，有时由后向
前，而且命中目标相当准确。

“一会儿等排炮暂停袭击后，
我们立马跑步通过。”邵经扬跟身
边的战友说。大家赶紧系紧鞋
带，整理好挑担，全神贯注地等候。

“跑！”这是一段上坡路，再加
上每个人肩上都挑着物资，跑起
来相当吃力。邵经扬回忆，当时
身边的一名战友不停看手表、算
时间；途中有战友掉队，大伙儿更
是连拉带拽。

就这样“不要命”地跑了20
多分钟，一队人刚刚通过封锁区
进入山口，敌人的排炮接踵而至，
到处烟雾弥漫。

从2014年至2020年，已有
7批716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回到祖国。高规格迎接
烈士遗骸归国，不仅是传统文化
讲究“落叶归根”的体现，更是“不
能忘却的纪念”。

祖国和人民从来就没有忘记
过！

1958 年，邵经扬和战友回
国，他们也是最后一批回国
的。在离开朝鲜前，他做的最
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查清驻地区域内牺牲的烈士
墓地。

接到任务后，邵经扬带着两
名懂朝鲜语的战士，花了近两个
月的时间，对驻地区域内的村庄
逐一走访、勘察、标图。

每到一地，乡亲们都十分热
情，给他们带路，提供情况，而他
们则对每一处找到的烈士墓进行
核查，标在图上，登记造册。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没有
办法把这些烈士带回国，把所有
清查到的信息汇总后，移交给当
地政府留档。”

或许因为亲身经历过，邵经
扬深知找寻烈士遗骸、确认烈士
信息有多不容易。

当地多山林，战争中，战士牺
牲后多就地埋葬，有些做了标记，
有些甚至连标记都没有。

战争年代，兵荒马乱，志愿军
战士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
时候，一个战士牺牲，可能就只有
他最亲近的战友才知道。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我所知
道的牺牲的老乡就有一个，是来
自宁海的一位女同志，在前线卫
生院工作，停战前几天，在穿越封
锁线时被炮弹击中。”

或许因为亲身经历过，邵经
扬也为每一位“回家”的烈士，特
别是那些从“无名变回有名”的烈
士感到高兴，“他们为保家卫国献
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英名值
得千古流芳。”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周慧红

曾参与抗美援朝烈士清查工作

刚过封锁区，敌人的排炮接踵而至

抗战老兵之子缅怀父亲
学生代表讲述日军暴行
“传承抗战精神，共图复兴伟业”纪念活动举行

85周岁的邵经扬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记者 崔引 摄

军功章、证书和充满年代感的搪瓷杯。
记者 崔引 摄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牢固树立保密意
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始终将保密工作
作为一项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工作，不
断加大保密工作力度，推动保密工作不断
向纵深发展，将保密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
到经营管理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高质
量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强化基础，不断加强保密组织领
导、制度建设。该行突出重点抓关键，不
断夯实保密基础管理工作。成立了保密
委员会，层层落实了保密主体责任，着重
提升领导干部保密责任意识，形成各级领
导带头学保密、知保密的氛围。全员签订
保密协议，明确了涉密部门保密工作职责
和保密制度，狠抓制度落实，确保重点密
源的全流程管控落实到位。

其次广泛深入，不断开展保密宣传教
育。该行持续开展保密“两识”教育，深入

宣贯保密法和本行保密规章制度，强化《保
密行为八项禁令》落实，通过采取集中学
习、个人自学、保密业务培训、合规教育讲
座、观看保密教育影片、线上参与《保密知
识竞赛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实
现保密宣教常态化、全员化，确保每个员工
都知禁令、守禁令，绝不触碰保密红线。

最后聚焦重点，提升保密专项检查监
督能力。该行对重点部门、重点领域、重点
环节进行重点监督，对重点“要害部位”进
行经常性检查，定期对保密管理、涉密计算
机安全、保密设施配备和核心数据等一系
列环节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重点围绕“三
密”文件是否按规定程序办理，保密文件和
保密知识是否组织学习，保密责任是否明
确，定期进行保密监督检查和专项抽查，及
时发现并堵塞漏洞、消除潜在隐患。

张存存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筑牢保密防线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