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9 日午后，一阵风吹
过，树叶“扑簌簌”落下，越发显
出慈湖烈士陵园的静谧。65岁
的刘立明坐在陵园入口处的办
公室里，时而低头翻书，时而抬
头看监控。

总有人羡慕刘立明这份工作
的安静和轻松。每天的主要任务
就是清扫陵园、接待烈属和前来
瞻仰的市民，偶尔客串一下讲解
员，讲讲安葬在陵园的英烈事迹。

刘立明说，慈湖烈士陵园只
有他一名工作人员。他基本上一
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待在陵
园里。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
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刘立明是2009年从父亲手
中接过守护陵园这根“接力棒”
的。一个人守护一个陵园13年，
不容易。刘立明说，自己内心深
处是有崇敬感和敬畏心的，“能为
英烈尽绵薄之力，是件光荣的
事。”

陵园目前安葬了 114 名烈
士，主要是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
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
期牺牲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因
见义勇为被追授烈士的。刘立明
最自豪的时刻，就是每次有人来
问，他都能在第一时间指出他们
想要找的烈士安葬在哪里。

社会各界对英烈的铭记，令
人欣喜和宽慰，日常平淡、琐碎中
的悉心照顾，更显纯粹和珍贵。

2017年，奉化区烈士陵园管
理处要为 30 多位烈士更换墓
碑。换哪一种墓碑？管理处工作
人员林伟前后花了几个月，一一
联系各位烈属，征求意见。

烈属在外地的，就通过微信
联系；烈属在本地的，就召集大
家开座谈会，当面看效果图；也
有烈属换了联系方式，一时联系
不上的，就开车到村里，挨家挨
户打听……

林伟还有一个在全市各烈士
陵园都“出名”的举动：有烈属从
省外过来祭扫，只要提前跟她说
一声，她就会自己开车到火车站、

机场或宾馆，把烈属接到陵园来。
“为何这般不辞辛劳？”9月

19日上午，在陵园见到林伟时，
记者忍不住问。

林伟的语气温柔而平静：“再
过十几年、几十年，很多烈士可能
就没亲人了，只能靠我们陵园的
工作人员来守护，我们就是他们
的家人呀。”

一句“家人”，让人恍然大悟，
她为何能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
26年，甚至放弃换工作的机会。

崇敬感、敬畏心，没有大家想
得那么“触不可及”，它可能是像
刘立明那样耐得住寂寞，也可能
是像林伟那样真情相待……看得
见，摸得着，才算是真正的崇敬
感、敬畏心。

9月20日中午，宁波樟村四
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走廊里，讲
解员毛丽娜抓紧午饭前的时间，
将宣讲稿又顺了一遍。

1989年出生的毛丽娜大学
毕业后就到陵园工作。走进陵
园，她才知道自己从小长大的这
片热土涌现过那么多革命志士，
才知道当初建陵园时老百姓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他们对英烈发
自内心的崇敬，让我感觉肩上的
担子更重。”

在陵园工作11年，接待团队
6000批次，毛丽娜不再是那个

“做梦都在背稿”的新手。
走进她的办公室，办公桌上

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红色书籍和报
刊杂志。记者随手翻开一本，上
面用各色的笔标注出不同的重
点。

在面对不同的参观者时，她
开始试着“区别对待”，根据参观
者的身份和需求，调整讲解内容，
这十分考验讲解员的知识储备和
临场发挥能力。

除了在陵园讲解，毛丽娜还
跟着宁波英烈事迹宣讲团外出宣
讲。对年轻的她来说，讲好、讲
深、讲透英烈故事，做好、做精自
己的本职工作，同样是对崇敬感、
敬畏心的诠释。

个头高大，浑身上下散发
出“当过兵”的气质；说一口难
懂的山东话，语速很快；爱看
军事题材电视剧；每次看到娃
娃不好好吃饭就生气，总说

“你们没过过苦日子”……
这是今年读五年级的徐

子晴对姥姥爷（注：徐子晴妈
妈的爷爷）的印象。直到有一
天——

“我在姥姥爷的柜子里，
看到了那抹红，那是一个用红
布缠得严严实实的包裹，红得
那么耀眼。姥姥爷说，那是他
的宝贝。宝贝？我多想看
看！姥姥爷小心翼翼地打开
红布包裹，里面是几本红色的
小本本：《共产党党章》《入伍
证》和《毛主席语录》等。姥姥
爷颤巍巍地翻开红本本，给我
讲述那段难忘的战争岁月
……”姥姥爷说话口音重，徐
子晴要靠妈妈在一旁“翻译”，
才能听懂他在说什么。虽然
过程磕磕绊绊，可姥姥爷的形
象在年少的她心中又高大了
几分。

原来，姥姥爷很不一般：
他从小就胆大，参军入伍后随
部队南下，参加过解放浙江的
大大小小战斗，亲眼看着前一
秒还埋伏在草地里和自己讲
话的战友下一秒冲锋时就被
敌人的子弹射中，壮烈牺牲。

“以前也听过革命故事，
但听了姥姥爷的故事，感觉这
段历史原来离我们很近，也慢
慢明白姥姥爷为什么提起倒
下去的战友，总会忍不住流眼
泪。”徐子晴说。

姥姥爷在 2021 年去世
了，留下一杆红缨枪和一把大
刀，全家人视若传家宝。只
是，没有人能再像姥姥爷那样
活灵活现地讲述红缨枪和大
刀背后的故事。

徐子晴把姥姥爷的故事
写下来，取名叫做《守护那一
抹红》，并在今年8月27日举
办的宁波首届“童声颂英雄·
丰碑励少年”“小红缨”红色故

事宣讲员选拔大赛上讲给大
家听。

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
感人至深的英烈故事，对孩
子们来说，总有天然且强烈
的吸引力。缅怀先烈，铭记
历史，就从那一个个故事

“讲”起——
9月16日下午，海曙区章

水镇中心小学操场一角，“小
红缨”团队的成员们正在听来
自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
陵园的工作人员分享如何做
好一名合格的宣讲员。

这支队伍成立于2021年
3月，由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
烈士陵园联合海曙区章水镇
中心小学，通过层层筛选、理
论培训、现场指导、实地考核
等一系列流程后，正式“成
团”。短短两年，队伍已经从
最初的9人发展至45人。

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
都惊讶“小红缨”们对“讲好故
事”的热衷和热情。

顾梓轩叫来妈妈当游
客，对自己宣讲时的语态、语
速、神情提出修改意见；周雨
婷虽然平时学习很忙，但从
来没有耽误过讲解员的培
训，经常是一下课就来练习；
杨宇浩更是经常放弃周末休
息，“泡”在纪念馆里，一遍遍
练习……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
长；唯有传承，可续红色荣光。

在一次次走进纪念馆，走
近英烈后，“小红缨”应诺菡开
始渐渐理解李敏烈士这样一
个年轻的女孩为什么要将自
己置身于危险中；徐婴烈士为
什么能在敌人惨无人道的折
磨中保守党的秘密；朱镜我烈
士又是如何在硝烟弥漫中做
到学习不止、宣传不止……

“信仰”“理想”“生命”“坚
守”……一个个“大”词，变得
可感、可亲，英烈们的精神正
在迸发新的生命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
在今年8月 27日，宁波首届

“童声颂英雄·丰碑励少年”“小
红缨”红色故事宣讲员选拔大
赛隆重举行，得到全市中小学
校和广大师生的热情参与。

比赛结束后，由参
赛 优 秀 选 手 组 建 的
“小红缨”红色故事
宣讲队，将深入学
校、机关、军营、社
区、企业开展宣讲
活动，传递奋进力
量 、砥 砺 强 国 之
志、实践报国之行，
营造全社会尊崇英
雄、学习英雄的浓厚

氛围。 记者 石承承

今视点今视点 A06、07A06、07
2022年9月30日 星期五2022年9月30日 星期五 责编/董富勇 朱忠诚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

传
承
篇

赓
续
篇

有
我
们
的
守
护
，他
们
不
会
孤
单

传
颂
英
烈
精
神
，是
我
们
最
深
的
告
白

在 林 伟 的 心 目在 林 伟 的 心 目
中中，，烈属就跟自己的烈属就跟自己的
家人一样家人一样。。

记者 潘苗 摄

越来越多的“小红
缨”加入到红色故事宣讲
的队伍中。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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