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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青年报评论员 张逸麟
清明之前，33 岁的陈静与

她的妹妹来到了宁夏固原市的

任山河烈士陵园。她们为每一

座墓碑祭扫，在墓前摆上一束

菊花和一颗糖，“我觉得那时候

战士打仗很苦，给他们买点糖，

很甜”。

在这片陵园中，长眠着红军

长征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牺牲的

391 名烈士，至今仍有一百多名

烈士没有找到姓名。可人民从

未忘记他们，每年都有不少于 5

万人次到此祭扫，缅怀先烈。这

里还有一个长达29年的传统，每

个清明节，宁夏固原二中和弘文

中学的新生们都会徒步往返108

里地，风雨无阻为英雄扫墓。晚

间返回学校时许多学生已经筋

疲力尽，可等候的家长们却对此

表示支持，“哪怕只是万分之一，

也希望孩子能够体验一下先烈

的苦。”

记得他们，是对先烈最大的

尊重。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

有太多烈士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和生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

留下名字，但以英雄的名义被我

们铭记。无论是翻山越岭的

“苦”，还是摆放在墓前糖果的

“甜”，都是在跨越时代，与英雄

共情共勉。

记得他们，是对我辈最好的

激励。在英雄的墓碑前追忆过

往、洗涤心灵，在史书和传记中

汲取先烈的奋斗意志和奉献精

神，牢记他们保家卫国的志愿，

能让当代青少年更懂得如何在

这个时代燃烧青春，为国为民。

昨天是 4 月 1 日，这一天有

一个特殊的印记——81192。24

年来，王伟烈士生前“拼了命也

得把技术追上去”的遗志，激励

着无数中国军工人奋发图强，我

们靠独立自主，国防力量不断增

强。王伟烈士的经历将永远不

会再出现在中国的海岸线上。

王伟烈士的墓碑前，摆满了

歼-35 的模型，爱人阮国琴给王

伟写去了一封信，“我在新闻里

看到福建舰下水了，电磁弹射，

全球领先……我哭着笑了，阿

伟，你看到了吗？这盛世，终于

如你所愿。”一代代国人通过接

力奋斗，向历史、向世界展现一

个强盛的中国、一个百姓安居乐

业的太平盛世，这就是对每一位

先烈最好的告慰。

每到清明，纪念祖先、纪念

英雄是中国人流传千年的习俗，

人们用追忆和缅怀，让这些英雄

不被埋没在历史的尘烟中，因为

他们就是历史。只要我们还记

得，他们就活着，活在丰碑上，活

在人民心中。

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活着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施越 顾利娟

本报讯 清明前夕，一场特
别的海葬仪式在崇明区横沙岛
附近举行。

来自交运集团“沪航 17
号”轮船从吴淞码头出发，执行
今年第19次特殊使命：前往横
沙岛附近水域，进行一场海葬。

轮船缓缓行驶在长江水
面，船舱内，一场简短庄重的告
别仪式正在进行。约一个小时
后轮船到达目的地，肃穆悠扬
的乐声中，195位家属依序走向
甲板，将逝者骨灰连同芬芳的
花瓣一起撒入大海。

这场海葬仪式是由上海市
民政局牵头，上海飞思海葬服
务部与交运集团上海客运轮船
有限公司合力开展的长三角地
区唯一的公益海葬项目。江浙
沪居民可通过网上预约免费参
与，并享受当地政府的绿色殡
葬补贴。此次海葬活动是苏州
专场，而“沪航17 号”作为“海
上告别厅”，已经为海葬服务了
35个年头，本次航班又见证了
来自苏州的101位逝者与海长
眠，魂归自然。

上海是中国最早推行海葬
的城市之一。1991年，首批骨
灰在长江入海口缓缓沉入碧
波。当时，土地资源已显紧缺
的上海，以“向海而生”的智慧
开辟了殡葬改革的新路径。

数据显示，海葬推行的前十
年，年均海葬量仅500例左右，
但这一举措为后来者锚定了
方向。截至2024年，上海的海
葬航程已达 979 次，帮助 8 万
多位逝者魂归自然，超31万人
次在潮声中与亲人完成最后
的告别。

如今，文明、节俭、环保的
海葬正被越来越多的普通家
庭接受。2009 年，长三角地区
海葬年度总量突破 2000 例。
到 2023 年，有 8173 户家庭选
择让亲人化作“沧海繁星”，相
当于每天有 22 个家庭选择这
种绿色告别方式，仅这一年的
海葬人数就是头 10 年总和的
1.5倍。35年间，海葬从“小众
选择”跃升为城市殡葬改革的
标杆，凝结着长三角地区 7 万
多户家庭的情感认同。其生
态价值也十分显著，节约土地
超 400 亩，相当于 38 个标准足
球场。此外，“网络纪念馆”

“海葬公祭日”等“后海葬”服
务，更是延续了家属的思念，
让传统孝道在环保理念中焕
发新生。

站在2025年的坐标回望，
这场“蓝色革命”，不仅是殡葬
方式的革新，更是城市文明向
海而兴的深度转型。持续递
进的海葬数据证明，生态自觉
正在重塑城市的精神海岸线，
让生命的终章与碧海蓝天永恒
共鸣。

清明前，一场特别的告别
海葬仪式在横沙岛附近举行
101位逝者骨灰撒入大海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日上午，“传承红
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2025年徐汇区未成年人“清明祭
英烈”主题活动在龙华烈士陵园
主广场隆重举行。来自徐汇全
区80多所中小学校120余名徐
汇区“新时代好少年”代表、20名
红色剧目讲解员及全国文明校
园、上海市文明校园的学校老师
代表齐聚陵园，以升旗祭扫、实践
启航、沉浸演绎等形式，深切缅怀
革命英烈，赓续精神血脉。

晨光熹微中，升旗仪式拉开
序幕。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的激昂旋律，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炽热
的家国情怀在少年胸中激荡。祭
扫仪式上，礼兵缓步入场，以庄严
的仪式向革命烈士献上了代表徐
汇区中小学校师生敬献的花篮
——寄语“英雄烈士永垂不朽”，
全体人员面向烈士纪念碑三鞠
躬，寄托对先烈的深切哀思。当
《国际歌》的旋律响彻广场，全体
人员依次缓步走近纪念碑，手持

白菊依次献于烈士纪念碑前，表
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
敬意。

祭扫仪式后，“党的诞生地”
主题实践教育“七个一”启动仪式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序厅举行。
现场发布了包括徐汇全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20个）、红色经典读
物（28 本）、红色文化讲座（45
个）、红色影片（20部）等四方面红
色文化资源项目。

纪念馆内，一场穿越时空的
“红色对话”悄然上演。高安路第
一小学的6名学子以朗诵剧《青
春》致敬峥嵘岁月；西南位育实验
学校的郭星宜化身向警予，演绎
《女子解放》的觉醒篇章；园南中
学的王梓骏在《远望莫斯科》中诠
释赵世炎的革命信仰；上海师范
大学第一附属小学的俞芊安以
《永是！勇士！》展现郭纲琳的坚
贞不屈；南洋初中的索隆生动还
原“革命少年”欧阳立安的英勇事
迹；复旦徐汇实验学校的9位学
子则以小提琴合唱《长城谣》，奏
响文化抗战的磅礴力量。6个点
位、6段故事，红领巾讲解员们化

身“历史讲述者”，带领观摩嘉宾
与参观学生穿梭于展陈之间，用
沉浸式讲解剧目演绎的方式，让
革命先辈的形象跃然眼前，让历
史“活”了起来，让红色基因“燃”
了起来。

参与学生代表王梓骏激动地
表示：“演绎赵世炎烈士的故事
时，我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温
度。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用行动传承
革命精神！”

徐汇区精神文明办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沉浸式红色教育打破
了传统展陈的界限，让孩子们在

‘演’与‘观’中对话历史，这种
‘活’起来的思政课更具感染力。”

每年清明期间，徐汇区组织
全区中小学校广大师生集中开展

“清明祭英烈”主题活动，依托于
区内红色资源，动员引导全区中
小学生就近就便走进烈士陵园、
纪念场所，以祭扫献花、碑前宣
誓、故事宣讲等多元形式，构建

“行走的思政课”实践图谱，引导
青少年在缅怀先烈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实践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清明前夕，沪上高
校师生以自己的方式度过清
明。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工
商管理学院师生前往龙华烈士
陵园，向为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
的革命先辈和立信校友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师生代表向立信
烈士校友周宝训、吕飞巡、黄秉
乾敬献鲜花，向三位英烈鞠躬并
默哀，表达对烈士的哀悼和崇高
敬意。

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党员吴
可卿带来了红色微党课“信仰照
亮前方，我与烈士同框”。国旗
班学生王一帆、张世豪结合清明

祭扫活动感悟以及在部队中的
实践经历，分享了对英烈精神的
理解。

祭扫仪式结束后，师生代表
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龙华烈
士纪念馆。同学们特意来到三
位烈士所在的馆区，瞻仰烈士遗
物，仿佛与烈士们进行了一场跨
越时空的对话。

与烈士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徐汇开展“清明祭英烈”主题教育

沉浸式讲演让历史“活”起来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上海高校师生在龙华烈士陵园祭扫英烈。

逝者家属与亲人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