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祭奠英烈
不忘来时路

今年9月30日是第十个“烈士纪念日”。
在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下属的宁波樟

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有一场跨越30年的
“相遇”：他们风尘仆仆奔赴，只为浇灌心中那
棵叫做“爱国”的幼苗；他们矢志不渝守护，只
为告慰烈士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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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再次走进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今年77岁的原鄞

州区革命烈士纪念馆主任崔春利难免有些激动。“这些樟树、广
玉兰，种下的时候才这么高。”他用手在胸口比划，“现在都已经
长得那么高了。”

崔春利依旧记得30年前那个细雨蒙蒙的日子，他走过革命烈士
纪念塔，无意中看到雨水从李敏烈士浮雕像的脸庞滑落，宛如泪珠。

他想起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家里的长辈讲过无数次关于
李敏烈士的故事：讲她当年在鄞西章水区崔岙启明小学任教时
教大家唱歌；讲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敌人连刺27刀，却咬紧
牙关，毫无畏惧……

虽然素未谋面，但那张在阴冷的冬日，迎风而立，短发飞扬、
斗志昂扬的年轻脸庞早在不知不觉中深深烙在他的脑海中。

1993年12月，四十不惑的崔春利坚定地找到了人生、事业
的新方向：毛遂自荐，到革命烈士陵园去，当一个“守墓人”。

这一选择背后的情感是朴素的，也是真挚的：守护好李敏烈
士的墓，讲好李敏烈士的故事，就像是流淌在血脉中的责任。

热土
在章水，像崔春利这样主动选择去守烈士墓的并非个例。
包括章水在内的鄞西片区，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

色热土，大批革命者前赴后继，在这里谱写了舍生取义的英雄壮
歌，也养育了一方百姓把英烈当成“自家人”的精神风格。

早在1944年，为悼念李敏、徐婴等12位烈士，万余人在樟村
召开追悼大会，并将烈士灵柩安葬在如今陵园东南方，成为如今
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第一块奠基石。

1951年，鄞县广大群众主动捐款、献工，在不到半年时间里，
建成了占地6000余平方米的烈士陵园，包括一座高10.3米的烈
士纪念塔和一座拱形烈士公墓，成为浙江省最早建立的革命烈
士陵园之一。

这些年，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整修、扩建从未停止，
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出生在这片革命热土上的人们的刻骨铭心，他们
用这样的方式告慰安葬在这里的英烈：未竟之业，代有传人！

新的方向
握着崔春利的手，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服务中心

主任陈志斌感受到的不只是温度和力量，还有新的方向。
如今，守护烈士的接力棒交到“80后”“90后”甚至“00后”手里。

对于英雄的崇敬，对于爱国主义教育，他们有更多新的思考和拓展——
2020年12月底，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联合全市各

大中小学发起“小红缨”培养计划，组织中小学生讲好革命英烈
故事、红色文物故事、英雄先进事迹，营造全社会尊崇英雄、学习
英雄的浓厚氛围。

今年，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又迈出新的一步，联合
温州、丽水等地党史办、退役军人事务局及相关陵园，挖掘宁波
籍烈士、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柴水香的革命事迹，通过重走烈士

“来时路”的方式，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
“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对国家的热情之情融入日常，践行

于一点一滴，才是激发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方式。爱国就是如
此之具体、如此之平实。”陈志斌说。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任宁 龚榴红 陈曦希

徒步
虽已时隔半年，但鄞江中学高二学

生刘明宇仍清楚记得今年4月3日从学
校徒步到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
园的感受——

“全程超过11公里，从小到大没走
过那么长的路”；顶着太阳，举着旗子，路
上的苦和累都凝成“满头的汗水”；站在
烈士墓前，面对巍巍青山，沐浴山间吹来
的清风，“内心是震撼、感动的”……

徒步祭英烈，在鄞江中学是一场坚
持了33年的“长征”！

很难说这样一场“苦旅”会给学生
带来怎样立竿见影的影响，但青少年的
爱国主义教育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
是春风化雨般滋养他们心中那颗小小
的萌芽。

站在烈士墓前，看着前来祭奠的烈
属用手轻轻拂过墓碑，仿佛拂过亲人熟
悉的脸庞，刘明宇想起父亲曾提过的一
段往事：

那还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刘明宇的
爷爷不幸被敌人抓住，眼看就要被敌人从
高高的桥上扔下去……千钧一发之际，
是一个陌生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其救下。

没人知道陌生人的名字，只知道那
是一名共产党员。

刘明宇想，那些躺在烈士陵园的英
烈，应该也都是像那位无名的共产党员
一样，在人们最需要的危急关头，无所
畏惧，挺身而出。

打胜仗
刘明宇的触动，正是33年前鄞江

中学迈出清明徒步祭扫英烈“第一步”
时想看到的。

1991年，鄞江中学做出一个决定：
每年清明节，组织高一学生，徒步到宁
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祭扫。

“初衷是为了锻炼和培养学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鄞江中学原副校长王志
平是那一届高一（2）班的班主任，“第一
年除了全体高一学生，还带上了高二年
级的学生干部。”

“去程走了两个小时，中途在天象
岩休整了15分钟，没人喊苦，没人喊
累，学生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坚强。”时隔
多年，王志平仍记得很多细节，归途中，
学生虽然有些疲惫，但精神依旧昂扬，
不少人是一路小跑下山的，“感觉就像
打了胜仗回来一样。”

这的确是一场“胜仗”：事非经过不
知难，还有什么比躬行实践更具感染力？

就这样，清明徒步祭扫英烈，成了
鄞江中学每届高一学生的“必修课”。

“跨越33年，这场活动有没有办不
下去的时候？”

王志平沉思许久，摇了摇头：“好像还
真没有哎，大家都还是蛮积极、蛮支持的。”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爱国主义与英雄事迹，不会每天被提
及，但一定扎根在内心深处，成为33年
源源不竭的动力。

“红色地图”
作为第一批参与清明徒步祭扫英

烈的学生，当年高一（3）班学生华君如
今是鄞江中学副校长。从学生到老师，
他可能是学校里参与徒步祭扫英烈次
数最多的一个人。

“每次去都有不同感受。尤其是当
了老师、成为党员。走在纪念馆里，站在
烈士墓前，静下心来，对自己的工作和肩
上的责任，会有更多的思考。”华君说。

站在老师的角度，华君认为，徒步
祭扫英烈，不仅是一场铭记于心的爱国
主义教育，更是增强班级、团队凝聚力
的机会。“在路上，师生互相勉励，没有
课堂上的拘束，感情更贴近。”华君说。

从徒步祭扫英烈出发，如今鄞江中
学的师生已经用脚步走出一幅遍布鄞
江镇乃至整个海曙区、宁波市的“红色
地图”。

“高中三年，我们成体系设计了6
条红色研学线路。”鄞江中学团委书记
崔旭峰说，覆盖宁波全市，参与人群包
括全校师生。

这样的“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不
仅丰富了思政课堂、德育教育的形式，
也是一次涤荡心灵的“红色之旅”。

正如鄞江中学党委书记张力说的
那样，红色根脉，是鄞江中学师生德育
最好的阵地，传承好红色基因，才能激
发学生学习先烈，立志报国的决心。

事实上，清明祭英烈活动已在我市
如火如荼地展开。以今年清明为例，

“薪火甬相传·清明祭英烈”活动汇聚了
全市4000余名中小学生，在36处烈士
纪念设施同步开展祭扫英烈活动；整个
清明期间，累计有300余所学校、6.7万
余名学生参加现场祭扫英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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