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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烈士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

英烈精神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

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源

泉。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英烈保护

和英烈精神传承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

规制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一定要铭记烈士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

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以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和勇气，书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新的胜利和荣光！

大力弘扬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光荣传

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

次参观瞻仰英烈纪念设施、参加英烈祭奠活

动，在许多重要场合、重要时机对英烈精神的

传承与弘扬工作作出重要论述，不仅极大地

丰富了英烈精神的理论内涵，深刻揭示了英

烈精神的时代价值，也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

因、做好英烈褒扬工作指明了方向。一是高

度肯定英雄烈士的伟大贡献和英烈精神的地

位作用。2015年9月，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指

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

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

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

力量”。二是强调新时代更要讲好英烈故事、

传承好英烈精神。2019年9月，习近平在河

南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

讲给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定

不移跟党走，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三是

坚持尊崇英雄、礼赞英雄。2016年11月，习

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

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再次强

调，“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

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对中华民族

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

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绝不

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

重视加强对英烈纪念设施的管理保护。

英烈纪念设施是英烈事迹与英烈精神的重要

物质载体，也是群众直接感受英烈事迹、学习

英烈精神的重要场所。从2011年起，全国组

织开展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程，

对位于境外15个国家近百处境外烈士纪念

设施进行实地勘察，还与朝鲜、韩国、俄罗斯

等国就保护管理烈士纪念设施达成共识并签

署协议，组织实施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保

护工程。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国家已先后

组织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工作，目前累计已有913位在韩志愿军烈士

遗骸回到祖国并安葬。2020年4月，国家退

役军人事务部专门成立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中心，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了省、市、县三级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此外，近些年来，一

些省、市、县（区）政府还组织实施了烈士纪念

设施修缮保护工程和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

专项工程。

持续加大英烈褒扬和烈军属抚恤优待力

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

列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大了对英烈的褒扬和

抚恤工作力度。一是收集编录烈士信息。各

级人民政府先后通过各种手段收集了193万

位烈士信息，将其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编

纂出版30卷、1600万字的大型系列丛书《中

华著名烈士》，并为近百万烈士遗属换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革命烈士证明书》。二是为烈

属、军属家庭悬挂光荣牌。2018年4月，国家

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后，先后为全国3900多

万户烈属、军属、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

三是持续提高烈士遗属抚恤优待标准。截至

2023年8月1日，国家已连续19年提高优抚

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完善英烈保护和英烈精神传承的法规制

度。从2013年4月起不到一年时间，国家民

政部先后颁布了《烈士安葬办法》《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烈士公祭办法》。2017

年7月以来，建立党、国家、军队功勋簿的“五章

一簿”相继颁布实施，党和国家的功勋表彰制度

体系逐步确立。《民法总则》第185条明文规定，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018年

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

士保护法》。201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修订后

的《烈士褒扬条例》。从2020年起，国家退役军

人事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先后颁布了《境外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关于建立英雄烈士保

护部门联动协调制度的意见》《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管理办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使用管理

办法》等，使烈士纪念设施管理进一步规范化、

科学化。与此同时，全国省、市、县（区、旗）各级

政府及其相关工作部门也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

际，制定了一大批英烈保护和英烈精神传承工

作的法规制度，为推进新时代英烈褒扬工作提

供了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氛围。党

的十八大以来，为营造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良

好社会环境,全国人大以法律形式将每年9月

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以国家的名义举行烈

士公祭活动。每年清明节及其他重大节日期

间，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中小学

等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因地制宜地开展扫墓、

主题宣讲、网上祭奠英烈以及走访慰问烈属活

动。全国4200个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每年

接待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和学校

组织的烈士纪念活动10万余次，群众瞻仰祭扫

1.5亿多人次。2013年4月，国家正式开通了中

华英烈网。在以往用英烈姓名命名学校街道

村镇、全军实行英模挂像的基础上，近年来中

央电视总台和地方电视台通过播放《跨越时空

的回信》《我的父辈先烈》等“缅怀英烈”系列专

题节目，以及“追寻先烈足迹”优秀短视频，创

作红色动漫、电竞游戏，举办全国英烈讲解员

网络电视大赛、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英

烈精神演讲大赛、英烈诗歌朗诵会等方式，讲

好英烈故事、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同

时，以2018年6月12日全国首例烈士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在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为标志，各种“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

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将

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一些企图在

网络虚拟空间“恶搞英雄、丑化英雄”的别有用

心之人将随时面临法律的惩处，全社会尊崇英

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爱英烈的氛围日益

浓厚。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大校军衔）

朱纯辉

尊崇英雄烈士 守护精神家园

在第10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进一

步认识维护烈士形象、传承烈士精神的重要

意义，有助于我们在新征程上继承先烈遗

志、弘扬崇高精神，以永不变色的红色江

山、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永不停顿的伟大

创造告慰革命英灵。

烈士形象光照世人

近代以来，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了世界和平和

人类进步，无数英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留

下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举，铸就了超

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烈士群体是中国

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坚强脊梁和巍峨丰

碑，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

生动写照和集中体现，是激励亿万民众艰苦

奋斗、永远奋斗的力量源泉。

崇敬烈士、学习烈士、捍卫烈士，是我

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然而，曾几何时，

也有少数人轻视烈士、拒斥烈士，甚至恶搞

烈士、污蔑烈士。有的人认为，在实行市场

经济条件下，一切应讲实惠、实用和“经济

效益”，牺牲奉献是做“傻事”“得不偿

失”。有的人认为，一些烈士是人为“包

装”起来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要保持

“独立意识”“健全人格”就要拒绝神圣、远

离烈士。有的人为博得“眼球”、赢得“流

量”，甚至于百般丑化烈士、诋毁烈士。还

有人打着“研究”“商榷”的旗号，热衷于

“挖内幕”“找细节”“爆猛料”，企图解构英

雄、消解崇高。

以上种种虽非主流，但贻害无穷，尤其

对青少年产生了恶劣影响。针对这些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激浊扬清、廓清

是非、校正导向，坚决维护思想舆论领域的

朗朗乾坤，推动意识形态形势发生全局性、

根本性转变。一方面，强化马克思主义根本

指导地位，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结合重大历史纪念

活动或庆祝活动，在全社会树立正确党史

观、历史观，使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无

处遁形。

与此同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

保护烈士和烈士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英

雄烈士保护法》《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

工作的意见》先后颁布实施。《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管理办法》《烈士公祭办法》《烈士安

葬办法》《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

法》《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

总体工作方案》 等文件相继出台。《民法

典》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

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刑法》 修正案新增条款规

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

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些举措对侵害烈

士的行径形成极大震慑，标志着保护烈士、

捍卫烈士精神工作进入到法制化、规范化和

制度化的新阶段。

烈士精神亘古烁今

烈士的永恒价值在精神。举行烈士纪念

或安葬仪式，建立并保护烈士纪念设施，健

全烈士祭扫制度和礼仪规范，加强对烈士遗

物、史料的收集、保护和陈列展示，开展烈

士生平和事迹研究，创作、传播以烈士为题

材的优秀文艺作品，目的都在于缅怀先烈，

感悟烈士精神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

光大。

烈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精

神比较，烈士精神具有更突出和鲜明的敢于

斗争、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特征。“一寸

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从来不是天上掉

下来的，不是别人拱手相让的，而是千万烈

士用流血牺牲换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面

对敌人的枪林弹雨、严刑酷罚，烈士们以血

肉之躯铺就通往胜利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烈士们战天斗地、奋发图

强，坚决抗击一切来犯之敌，把最后一份心

血贡献给祖国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烈士们身先士卒、冲

锋在前，抗击各种自然灾害、维护国家和社会

安定、推进经济科技发展。新时代以来，在脱

贫攻坚、重大项目攻关、抗击新冠疫情、保障

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英烈模

范，奏响了舍我其谁、无私奉献的时代强音。

烈士们之所以能敢于斗争、不怕牺牲、视

死如归，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深

沉热爱，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期许。如方志敏憧

憬的那样，有一天可爱的中国“到处都是活跃

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

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

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

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

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正是有了这份热爱、这份期许，夏明翰坚

信：“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

翰，还有后来人。”正是有了这份热爱、这份

期许，杨匏安从容写下诀别诗：“慷慨登车

去，临难节独全。余生无足恋，大敌正当

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成永

别，相视莫潸然。”正是有了这份热爱、这份

期许，铁人王进喜发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虽然英烈

为党为国为民牺牲了生命、甚至是短暂的生

命，但他们身上蕴含的精神却永不过时，始终

烛照后人前行的路。

“钢”“气”都要更多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奋进新征

程，更需要高扬包括烈士精神在内的精神旗

帜。其一，使命光荣。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党的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家发展的

必然趋势，也是烈士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其

二，前所未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都是开拓性事业。既无教科书

式的现成答案，也无前人他人的模板可以复

制，必须在探索实践中积累经验。其三，充满

风险。新征程不是风平浪静的港湾，而是充满

惊涛骇浪的远航。面对可以预料、难以预料的

风险挑战，必须有沉着的心态、高超的技能，

还要有逆流而上、知难而进的勇气。

在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的经验时，毛泽东同

志指出：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但我们的钢少气多打败了钢多气少的强敌。

“钢”代表经济科技等硬实力，“气”代表精神

品质等软实力，根据二者的多少，可以得到四

种情况。一是钢少气少。在这种情况下，往往

是任人宰割，无法胜利。二是钢少气多。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顽强意志、付出巨大牺牲才能

取得胜利。三是钢多气少。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没有强大的精气神作为支撑，硬件优势也会

大打折扣。四是钢多气多。在这种情况下，硬

实力与软实力相得益彰、相互转化，就能取得

更大胜利。

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部战

区陆军某师时强调：“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

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

骨头要更硬。”这是对全军的要求，更是对全

党全国的要求。这里的“气”就是志气、骨

气、底气、士气，就是不信邪、不怕鬼、不怕

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激发更多的“气”

旨在产生更多的“钢”。也就是要众志成城、

埋头苦干、顽强拼搏，在高质量发展、科技自

立自强、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等方面

不断取得扎实的成果，推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

争力迈上新台阶。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新中国已走过

74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辉煌成就。可以

告慰先烈的是：“今日之中国，正如您所愿”。

展望未来，我们向烈士庄重承诺：“明日之中

国，定会让您更欣喜！”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上
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秘书长）

曾峻

弘扬烈士精神 汇聚复兴伟力
烈士群体是中国共产党人、中

国人民的坚强脊梁和巍峨丰碑，烈
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
质的生动写照和集中体现，是激励
亿万民众艰苦奋斗、永远奋斗的力
量源泉。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及标识牌日前

正式启用，图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

新华社发

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申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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