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中，英雄是最闪亮的标识
晓彦

向死而生 ！ 清明前夕 ， 四川凉山

30 名救火英雄牺牲 ， 让人痛心不已 。

他们是永远值得铭记的英雄！ 连日来，

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人们以各种形式

追思心中的英雄 ， 把深深的思念化为

“追梦人” 努力奔跑的精神力量。

清明祭英雄 ， 共铸中华魂 。 英雄

者， 国之干， 族之魂。 在中华民族的精

神谱系中， 英雄是最闪亮的标识； 在我

们国家的道德天幕上， 英雄是最璀璨的

星辰。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

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

雄。” 中华民族伟大悠久的历史， 由一

代代英雄儿女热血谱就， 他们的事迹和

精神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桃花红雨英雄血 ， 碧海丹霞志士

心。 近现代以来， 英雄故事尤为慷慨，

李大钊 “威武不能挫其气， 利禄不能动

其心”、 夏明翰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

义真”、 蔡和森 “忠诚印寸心， 浩然充

两间 ” ……英雄们身上蕴涵着天下兴

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的

民族气节， 百折不挠的必胜信念。 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 不断涌现的英雄群体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为全国人

民的岁月静好负重前行。 其中， 有抗震

抗洪救灾中冲锋在前的战士、 有撤侨行

动中威武的特战队员， 有隐姓埋名的科

学家、 有默默守护开山岛 32 年的边防

民兵……无论是艰难日子里的鞠躬尽

瘁， 还是普通岗位上的恪尽职守； 无论

是流血牺牲， 还是无私奉献， 他们都是

民族和社会的脊梁， 都值得我们发自内

心地尊崇。

不忘本来， 才能开辟未来。 习近平

总书记曾饱含深情地指出： “对一切为

国家、 为民族、 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

人们，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 我们都要永

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党的十八

大以来， 从慰问老革命、 老红军和英模

人物， 到建立健全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 从设立烈士纪念日， 到提高烈属定

期抚恤金标准； 从战机护航迎接志愿军烈

士遗骸回国， 到 “寻找英雄” 行动向全社

会公布 24 位抗美援朝英烈的遗物和信息，

帮助他们寻找亲人……崇尚英雄， 捍卫英

雄， 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 日益成为社会

风尚。

如果说 “风雨梨花寒食过， 几家坟上

子孙来” 是传统清明的期待， 那么今天，

无论是著名的红色地标， 还是隐匿于背街

深巷的红色场馆， 都吸引大批市民接受红

色文化洗礼， 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明的认识

已经从祭拜祖先的 “小爱” 上升到祭奠英

烈的 “大爱”， 在家国同祭中涵养家国

情怀。

为有牺牲多壮志 ， 敢教日月换新

天。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今天

的中国 ， 已然是方志敏烈士所愿望的

“可爱的中国”。 新时代， 新征程。 从历

史走向未来、 从胜利走向胜利， 做逐梦

的 “真心英雄”， 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

活， 时代呼唤我们传承精神血脉， 坚定

理想信仰， 牢记使命担当， 沿着无数英

雄用热血和生命铺就的民族复兴之路接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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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这次作文，我不会想到，看上去

让人有几分畏惧的外公内心如此柔软， 藏着对

子孙满满的爱，我想以后多回家陪他”“我的曾祖

父在战乱时花 48天零基础自学英语， 就为了把

东西卖给洋人来养活一家人， 现在的生活好了，

我们没有理由不奋斗”……这些感言，都是复旦大

学附属中学高二学生一次作文课上的收获。

在一次创意作文课上， 语文老师王召强让

学生们回家访谈自己家族中最年长的人， 记录

下家中长者的故事。没想到，一些对写作原本不

太感兴趣的学生，对于这个主题分外投入。作业

很快交上来。和平时那些命题作文内容贫乏、评

论无力不同的是，在这份作业之后，不少学生还

附上了自己的手记，流露出真实的感动。

长辈的故事，有爱也有家国情怀

郭斯悠在写完《岁月的重重痕迹》后说：“一

开始，老师布置的这个题目让我感到很为难。因

为平时不太回外公外婆家， 与他们交流的机会

也很少。 但当我认真地听外公外婆讲了他们的

故事，并整理记录下来之后，我才领悟到这项作

业的意义。 ”

尤其在写到小阿姨去世时， 葬礼上一直保

持沉默的外公， 看到阿姨最后一眼时失控地扑

上去大声哭泣的场面时，她流泪了。她说：“这时

我才明白，为什么每次回外公外婆家，他们总是

烧一桌好菜，默默地看着我们吃，然后不停地给

我们夹菜，堆满整碗……”

乐诗嘉听爸爸详细讲述了爷爷的一生，他

说：“我出生时，爷爷奶奶都已过世，如果不是这

次作业， 我对他们的概念永远只存在于爸爸平

日零星的提起，和每年扫墓时看到的墓碑了。 ”

一个个家中长辈的故事， 有爱也有家国情

怀。因为这次作文，朱倩颖知道了当年解放军解

放舟山群岛时，作战需要大量船只，只能向百姓

们征用。她的曾祖父听说消息后，毫不犹豫地捐

出了自己家赖以生存的商船， 为解放舟山群岛

出了一分力。“我们家从祖辈发展至今真的很不

容易，这也是许多家庭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 ”

孩子们需要的，是了解历史和
祖辈的机会

“对于这些‘00 后’高中生来说，生活中除

了学习，并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担忧。他们需要

的是更多对生活和对历史的理解， 需要的是点

亮他们眼睛和心中理想的小火苗， 来自长辈的

家族记忆显然是最好的素材。”这是复旦五浦汇

试验学校校长、 特级语文教师黄玉峰对于家族

史写作的意义解读。

他说，不少学生在写作或谈到生活时，总觉

得目之所及，都是理所当然。 他曾组织过学生写“听妈妈讲

过去的事”，通过口述的家族故事让学生理解历史、理解当

下。在写作的同事，学生也从长辈的故事中体会到美好生活

的来之不易，汲取人生奋斗的力量。

事实上，王召强也说，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从长辈身

上寻找历史，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写作的快乐，更是对时代变

迁的认知、对家国情怀的认同。 学生杨光就曾告诉王召强，

如果不是这次作文，他压根没想到，外公刚到上海时做过那

么多行当，放过电影， 修过鞋， 做过木工， 当过警察、 裁

判…… “外公经历了那么多， 依旧坚强淡定， 希望我能像

外公那样， 用自己的双手和努力， 创造美好未来。”

楚雄彝绣:用瑰丽多姿为时装周压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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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花白玉兰选育出新品种
未来有望打造更多白玉兰景观大道、 玉兰主题公园示范点

本报讯 （记者李静）每年春天，申城市花

白玉兰总是率百花之先，盛放报春。令人遗憾

的是，目前申城白玉兰的种植仍不成气候。不

过，记者昨天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绿化专业

人士已选育出两种白玉兰和两种望春玉兰新

品种；未来，本市有望打造更多白玉兰景观大

道、玉兰主题公园示范点等，提升白玉兰种植

量，打造靓丽城市名片。

白玉兰新品种是 “千纸飞鹤 ”“红玉映

天”，望春玉兰新品种是“丹霞似火”“二月增

春”，都是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科研人

员的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近年来，上海园科

院在玉兰种质资源、新优品种选育、精细化栽

培技术及应用示范等方面持续攻关， 并在望

春玉兰原产地、 白玉兰种苗主产地———河南

省南召县建立试验基地，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截至目前， 研发团队已收集 140 余份玉兰种

质资源， 建立了玉兰引种驯化体系和玉兰资

源圃；集成创新白玉兰栽培繁育成套技术；筛

选出两个耐水湿、耐盐碱性强的玉兰砧木，通

过高枝嫁接， 提高了白玉兰耐盐碱耐水湿能

力；建立玉兰新品种选育体系，选育出 99 个

优良家系。

1986 年，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将寓意开路先锋、 奋发向上精神的白玉兰定

为上海市市花。 “白玉兰”形象被广泛用于上

海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绿化人员调研发

现 ， 白玉兰在上海绿化上的应用不尽如人

意———白玉兰在上海城区中栽种量并不大，

占行道树比例不足百分之一；在公园绿地、庭

院中也仅有少量栽种，且长势一般。

园林专家分析：一方面，绿化行业对上海

适生玉兰品种的选育力度尚不够， 上海城区

应用的白玉兰多为未经过驯化和选育的原

种，而以观赏性、抗逆性、适生性为目标的优

良品种选育研究薄弱；另一方面，上海的立地

条件特殊， 属新成陆滩涂盐碱地， 地下水位

高、土壤紧实、土壤 PH 值高，不利于半肉质

根和深根性的玉兰树种生长， 与之相配套的

精准栽培、养护技术也相对缺乏。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专家日前现场审

查上海园科院主导选育的四种白玉兰和望春

玉兰新品种，新品种通过玉兰属植物特异性、

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测定。自此，上海拥有了自

主知识产权的市花白玉兰品种。 上海园科院

表示， 将应用玉兰最新科研成果打造白玉兰

景观大道、玉兰主题公园示范点，大幅提升白

玉兰种植量，让白玉兰成为世界级城市名片。

■本报记者 姜澎

“幸福留言卡”让老人说出最深的爱
（上接第一版）

根据中华遗嘱库对 3916 张 “幸福留言

卡” 的分析显示， 留言内容与子女相关的高

达 95.17%。 其中， 78.22%的留言都是对子

女寄予的期望与祝福， 有 20.74%的留言则

挂念家人未来生活是否过得安适， 因此在留

言中作出了叮咛和嘱托。 只有 1.04%的留言

对自己的身后事作出了安排。

坦然面对生死， 关注家庭和
睦和家风传承

成立于 2013 年的中华遗嘱库， 是由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

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 老年人可免费

办理遗嘱的咨询、 起草、 登记和保管。 截至

2018 年底， 中华遗嘱库已为 127968 名老年

人办理了遗嘱。

据介绍， 6 年间， 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

嘱的老人平均年龄从 77.43 岁逐步下降至

71.26 岁， 年龄趋向年轻化。 而写下 “幸福

留言” 的老人大多是刚刚步入老年人行列的

“50 后 ”， 而收信人的年龄则以 “70 后 ”、

“80 后” 为主。

谈到生死， 越来越多的老人已经能够坦

然面对。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秘书长王

博认为， 这主要和社会整体的进步有关， 随

着精神文明的进步， 许多老人从忌讳谈这个

问题， 慢慢变得愿意思考和接受。 同时， 由

于近年来立遗嘱的老人许多都是独生子女的

父母， 他们并不愿意在自己临终时给儿女增

加更多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因此从老人

角度来说， 无论是立遗嘱还是填写 “幸福留

言”，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提前安排好这些事

情， 不给儿女带来困扰。

陈凯表示， 通过老人们写下的 “幸福留

言卡” 可以看到， 虽然订立遗嘱是为了防范

财产纠纷， 但老人最关注的并不是财产， 而

是希望家庭和睦 、 家人幸福 ， 家风能够传

承。 因此， 他认为全社会在清明来临之际都

应当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 实现家庭的和睦

与家风的传承。

（本报北京 4 月 4 日专电）

从家族叙事读懂国家和时代变迁
（上接第一版）

事实上， 近年来史学界也开始逐渐关注到民间视角的

历史叙述，即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和讲述反映时代的变迁。金

光耀说：“即便并非每个家族都有跌宕起伏的命运， 即便很

多家族的历史也许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当很多个家族的历

史同时展现，就仿佛一幅拼图，拼出大时代背景下基层生活

的全貌，从而与国家叙事互相佐证并合而为一。 ”

在传统节日祭拜祖先、寻根历史，是对
年轻人最好的激励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三代以上估计 80%是移民，上

海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移民的奋斗史。 ”从事城市区域经

济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说，每个

家族的变迁历史，也是社会流动史的生动体现。 对于家族中

的年轻一代而言，清明节正是唤醒过去、憧憬未来的好时节。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专家田兆元说， 清明节原本就不仅

仅是扫墓的日子。 《历书》中记载“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

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说的是每年此时，是扫墓、祭拜、蹴

鞠、插柳、踏青春游的时节。从民俗传统来说，清明节和农历

新年、冬至是传统节日中为数不多的三个祭拜祖先、寻根历

史的日子。 他说，史书记载，过去清明祭祖都必须在宗祠里

挂上祖先的画像，让后人了解家族的发展，家族的历史通过

族谱和每年节日时的口头讲述来传承。 相关内容通过文字

记录并留存下来，成为史学家研究的重要民间文献之一。

上海这样一座移民城市， 很多都是远离乡土的新上海

人，大家在新的城市努力奋斗出一片天地。在清明节这样一

个传统节日，重新寻根自己的家族记忆，也许是对年轻人最

好的激励。金光耀说：“我在课堂上发现，不少大学生对自己

家族的了解也仅止于父母或祖辈，至于曾祖辈乃至高祖辈，

都少有了解。 ”而他在给本科生讲授当代中国史时，常常有

学生会听完课回家和长辈交流后， 再来跟老师讨论自己的

家庭经历。通过家族史的记录，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历

史、理解历史，从而再回过头来观照当下的社会。

白玉兰新品种 “千纸飞鹤”。 (市绿化市容局供图)

4 月 3 日，2019 秋冬上海时装周在新天地太平湖落幕。闭幕式上展示的 48 套彝绣

特色高端成衣带来的视觉盛宴，让人充分领略瑰丽多姿的少数民族服饰之美。

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多姿多彩、内涵丰富、特色独具，是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服饰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彝绣又可谓独树一帜，用鲜艳夺目的大红、粉红为主色调，并

以橙、黄、绿、青、蓝、紫相搭配，红配绿也能配出精彩。

在上海时装周的大舞台上，模特们身着云南楚雄彝绣设计师系列服饰在原生态特

色的 T 台上尽展婀娜。 那一刻，古朴与精致碰撞、传统与现代交融、民族与时尚牵手。

本报记者 赵征南 袁婧摄影报道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