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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为什么让我们饱含泪水？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英雄，热血染红大地。
　　英雄，誓言穿越时空。
　　英雄，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情之所牵。他说，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
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他强调，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乍疏雨，又清明。山河破碎中的浴血奋战，一穷二白里的发愤图强，循着英雄的足迹走来，淬火而生的信仰击中新华社记者的内
心。翻开记者手记，一起去感受他们采访过程中的内心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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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梨花风起正清明。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
个特殊的年份，我们更加缅
怀英烈，致以深切哀思，献
上崇高敬意。穿越岁月沧
桑，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
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他
们的精神，如同一盏盏明
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一部可歌可泣的党史，
以牺牲与奉献书写；一面面
高高飘扬的党旗，由无数英
烈的鲜血染红。他们是视死
如归的革命烈士，是顽强奋
斗的英雄人物，是忘我奉献
的先进模范……百年来，一
代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复
兴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以
热血浇灌理想，以生命践行
信仰，换来了今天的山河锦
绣、岁月静好。“你若记得，
他便无悔”。当人民共和国
日益富强，当中国人民的生
活越来越好，我们须臾不能
忘记今天的一切是怎么来
的，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的奋
斗牺牲，不能忘记共产党人
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
　　缅怀，为铭记，更为传
承。每一次致敬英烈，是对
初心的叩问，也是对精神
的唤醒。我们党之所以历
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
磨难而生生不息，靠的就
是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
强大精神力量。回望百年
奋斗路，我们党经历过残酷的环
境，遭遇过失败的挫折，背负过沉
重的压力，面临过各种各样的风
险、挑战和考验。一路走来，在应对
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
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
胜利的风骨和品质，依靠人民创造
了众多人间奇迹。与英烈对话，我
们总能获得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智

慧，汲取奋勇前进的力量。
遇到风险挑战时，李大钊

“新造民族之生命”的呐喊
回响在耳畔，激励我们破
局开路、勇往直前；面对发
展难题时，焦裕禄带领乡
亲们“除三害”的拼搏身影
浮现眼前，鼓舞我们迎难
而上、闯关夺隘；面对科技
领域“卡脖子”难题，天上
闪烁的“南仁东星”启示我
们，勇攀创新高峰，闯出一
条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
党人精神血脉，我们就能
始终保持开拓进取、奋发
有为的精气神，攻克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
新业绩。
　　“英雄者，国之干。”一
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必
定崇尚英雄。近年来，从设
立烈士纪念日、出台《中华
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到依法惩治诋毁亵渎
英烈的行为，再到红色旅游
方兴未艾，崇尚英雄、捍卫
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正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守护
英烈，就是守护一个国家的
光荣记忆、一个民族的精神
家园。哲人说，把历史变为
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
进入永恒。以英雄为路标，
沿着英烈指引的方向前行，
我们才能不忘来时的路，看

清脚下的路，走好未来的路。
　　最美人间四月天。此时此刻，抚
今追昔，鉴往知来，总是让人心生无
限感慨。最深的缅怀是弘扬，最好的
纪念是传承。让英烈事迹代代相传，
让英烈精神生生不息，我们必将汇
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在新征
程上慨然前行！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魂断最是春来日，一起弹泪过
清明。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在这个慎终
追远、思古怀今的特殊时刻，最不能忘
记的是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国
家繁荣和富强、为人民幸福和安康抛
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和人民英雄。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无
数革命先烈用生命践行理想，用坚毅
守护夙愿，用鲜血浇灌梦想，建立了彪
炳史册、万古流芳的卓著功勋。
　　百年筚路蓝缕，百年接续奋斗。
如今，在革命先烈为之战斗、为之牺
牲、为之长眠的土地上，到处春意盎
然、山花烂漫，岁月静好、生机勃勃。
中华儿女正意气风发地走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我们的国
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蒸
蒸日上，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扬眉吐气、自信满怀，我们的人
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幸福安康、心
情舒畅。
　　今日之中国，正如您所愿！

（一）

　　只有深入了解旧中国的苦难，才
能真正读懂革命先烈不惜用鲜血和生
命去追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多
么的刻骨铭心。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
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腐败无能，曾是
世界强国的中国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
最悲惨的境地。那时的中国，战乱频
仍、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中
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那时
的中国，国势衰微、租界林立，饱受欺
侮、任人宰割，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凌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为无数仁人志士求索独立
民主自由指引了正确道路。中国共产
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率先在中国
举起十月革命旗帜，他豪壮预言：“试
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
奋力疾呼：“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
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
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他毅然决然地投
身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
救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去。1927 年，李
大 钊 在 反 动 军 阀 的 绞 刑 架 下 英 勇
就义。
　　在那个觉醒年代，一批批仁人志
士追随革命先驱，抛家舍业、离妻别
子，义无反顾地踏进了为民族谋独立、
为人民谋解放的历史洪流，并最终汇
聚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聂荣臻在
家书中写道：“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
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
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关向应在
致叔父的家书中写下抱负：“愿终身奔
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
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
反抗。”字里行间流淌着共产党人为追
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舍身取义的
历史担当和坚定决心。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面对敌人
的酷刑，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一批又
一批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舍生忘死，
他们的理想从来没有改变过、动摇
过。夏明翰挥笔写下大义凛然的就义
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
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赵一曼在日军
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留给儿子的
遗书却又侠骨柔情：“宁儿啊！赶快成
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
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
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谢士炎弃暗投明加入共产党，在英勇

就义前留下震撼人心的诗句：“多少
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这些
啼血字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
革命理想虽死犹荣的坚定意志和英
雄气概。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
不会熄灭。一个世纪以前，从上海石库
门出发，自嘉兴南湖启航，走过赣水闽
山的蜿蜒小道，跨过万里长征的雪山
草地，迈过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渡过
浩浩荡荡的长江天堑，中国共产党带
领亿万人民，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
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段
苦难与辉煌的历程中，成千上万烈士
的英名永远镌刻在民族复兴的丰碑
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无名烈士如繁星
闪耀在历史的时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他们的鲜血从来就不会白流，今
日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
的中国，他们梦寐以求的夙愿已然变
成现实。
　　在这片土地上，早已远离了欺压
和凌辱。如今的中国，以伟岸身姿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任人欺凌的
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帝国主义肆意妄
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独立已经成
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最鲜明的标志，我
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绝不允许任
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人民，
绝 不 允 许 任 何 人 损 害 中 华 民 族 的
利益。
　　在这片土地上，早已远离了剥削
和压迫。民主已经蔚然成风，中国人民
翻身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
人，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等多种
形式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享有
前所未有的各种权利。
　　在这片土地上，早已远离了禁锢
和封闭。到处充满了自由的空气，思想

可以自由地表达，人员可以自由地
流动，亿万人民的创新源泉充分涌
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同时中国全
方位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二）

　　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一直是近代以来
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那
般风雨飘摇的境况中，这也只能是
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1929 年 5 月 4 日，一名笔名
为“醉梦人”的读者向上海《生活》
周刊投稿，展望“未来之中国”，提
出“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
足，不忧饥馑？吾国何时可自产水
笔、灯罩、自行车、人工车等物什，
供国人生存之需？吾国何时可产巨
量之钢铁、枪炮、舰船，供给吾国之
边防军？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级
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
之高级学子？”等十问。文尾作者自
问自答：“吾举十问，实不知其答
案。私以为，能实现十之五六者，则
国家幸甚，国人幸甚！”文章刊出
后，在社会上引起热议，许多读者
都对实现“十问”持悲观态度。但中
国共产党人却对民族复兴的光明
前景始终满怀希望，并坚定地相
信，沿着马克思列宁指引的方向，
一定能够开拓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
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
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尽管经
历过艰难曲折，但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从来没有动摇过。
         （下转 3 版）

今日之中国，正如您所愿
钟轩理

无名英雄不会被遗忘 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

【英雄志】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
江鱼。”湘江战役惨烈的战场已经远
去。如今，烈士陵园里，松柏挺拔，石
碑静静矗立，万余个英烈的名字镌刻
其上。
　　留下姓名的英雄被永远铭记，无
名英雄也不会被遗忘。

【记者手记】

　　新华社广西分社记者何伟：在广
西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
碑园，我抚摸着一个个墓碑，想象着这
些红军将士的模样，很想告诉他们：

“放心吧，无名英雄们，祖国和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你们。”
　　这些参加湘江战役的许多战士年
龄不到 20 岁，正值青春年华。为了
初心，他们不惜献出生命，其中两名小
红军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
　　光华铺阻击战见证者刘发育老人
曾讲，小时候去村口战场捡子弹壳时，
看到一名红军小战士牺牲了，双手端
着枪蹲在坑里，至死都保持着射击的
姿势……
　　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同仁村村民告
诉我，在老山界主峰猫儿山脚下，有一
座小红军墓，墓中是一名被活埋时还

保持着站姿的 13 岁小红军。村民们
冒着危险掩埋了小红军的遗体，此后
坚持修缮、祭扫。
　　两名小战士姓甚名谁，估计永远
不可能再找到，但他们不屈不挠的形
象将永驻我心。
　　越深入寻访湘江战役的史料，越
觉得那些鲜为人知的英烈故事感动人
心。最好的纪念是传承红色基因，坚
守初心使命。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用
好手中的纸笔和镜头，记录下这些英
魂，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英雄志】

　　富家母子，亦有英雄志气。
　　儿子王朴被捕关押白公馆，特务
头子问，以你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他不言，用生命回答信仰，终被枪
杀于重庆，年仅 28 岁。
　　丧子的母亲金永华继续儿子的事
业，84 岁终入党。

【记者手记】

　　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陈国洲：在
白公馆逼仄潮湿的牢房里，我不禁想，
王朴是怎样熬过了那些残酷折磨？一
个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富家子弟，却能
为劳苦大众，抛却富贵，最后不惜牺牲
性命，是什么能让他们这么做？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王朴母子事迹的采访，对我是一
次人生观、价值观的洗礼。
　　在我们党的革命奋斗史上，像王
朴这样出身富贵，却为了革命理想，抛
却富贵、不惜牺牲的信仰坚定者大有
人在。这恰恰证明了共产主义信仰的
力量！
　　如今，我们过上了革命先辈流血
牺牲换来的美好富足生活，是否还能

像王朴一样，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在关
键时候献出生命？在平凡中坚守信仰？
　　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出身富贵，能
支持儿子坚持信仰，在丧子之痛后，追
随儿子帮助党开展工作。作为一名旧
社会成长起来的妇女，她的思想之先
进令人敬佩，绝对是女中豪杰！她说的

“三个应该不应该”，每每读来，都让人
动容。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什
么叫把党的事业作为毕生追求？王朴
和金永华母子做了最好的诠释！

青春献给“荒凉”事业

【英雄志】

　　苍凉戈壁，见证青藏公路大动脉
的筑成。
　　发展热土，铭记平凡筑路人们的
汗与血。
　　无数筑路英雄的英魂，凝成了这
条世界屋脊上的希望之路。

【记者手记】

　　新华社青海分社记者王浡：沿青
藏公路快到拉萨的地方，有座山叫陶
儿久山，山下有一片旷野名为韩滩，坐
车经过时除了偶尔出现的野生动物，
这片地方并无一丝生机。老养路工人
告诉我，之所以叫韩滩，是因为这里牺
牲了一位修路中累病早逝的宁夏驼工
小韩，慕生忠将军为了纪念他，将此处
命名为韩滩。
　　格尔木、开心岭、望柳庄……一个
个地名的背后都藏着一段或恢弘豪
迈，或寓意深刻的传奇故事，当年的筑
路大军，在这段 1937 公里长的公路
上，刻下无数共和国建设者开拓进取
的英雄事迹。
　　“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头一
天夜里躺下来，第二天就有几个叫不
起来了”在颠簸的冻土路上翻开采访
笔记细细回味，这几句话在我脑海中

挥之不去，看着自己因为海拔增高
而发紫的指甲，越发敬佩当年那群
年轻的筑路人。
　　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空气
中含氧量仅为内地的 60% ，肩扛、
手提、骆驼拉……一群来自五湖四
海的人汇聚于这片“生命禁区”。
　　年轻，他们很多人的整个青春
记忆都留在了这里；
　　奉献，为了打通进藏通道，有人
全身浮肿，有人累晕在工地上，甚至
牺牲在这里；   （下转 4 版）

  扫 描 二
维码，跟随新
华 社 记 者 手
记，一起向英
雄致敬。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对 4 月 2 日台湾列车出
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高度关切，并
向遇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
家属及受伤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祝愿
伤者早日康复。

习近平向台湾列车出轨

事故遇难同胞表示哀悼

  清明之际，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南京抗日
航空烈士纪念馆凭吊先烈，传承爱国主义精
神。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