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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今天是我国第10个烈士纪念日。连日

来，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组建的20支上

海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分赴全

市76处烈士纪念设施，开展“人民不会忘记”

烈士纪念日主题祭扫活动。

自2021年9月30日，首支上海烈士纪

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上海

崇敬志愿服务体系不断扩展，已实现对全市

烈士纪念设施志愿守护全覆盖。据不完全

统计，两年来，20支崇敬志愿服务队共6000

余人次参加了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志愿服务

活动。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是最好的告

慰。在祭扫英烈、追寻足迹的烈士纪念设施

守护志愿服务中，志愿者们带领广大群众共

同追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把爱国之情、报

国之志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让红色血脉革

命薪火代代相传。

汲取红色基因，用心用情守
护好烈士纪念设施

秋日的晴空下，宝山烈士陵园庄严肃

穆。擦拭雕像、敬献鲜花……9月26日上午，

上海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宝山

区队的约30名队员举行主题祭扫活动，向革

命先烈致以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烈士们的

事迹和精神，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强大力

量。”宝山区队队长王峰军的一番话说出了众

多志愿者的心声，“我们不仅要用心用情守护

好烈士纪念设施，还要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

业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

烈士纪念设施是重要红色资源，也是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英雄精神、凝聚奋进力量的

生动教材。为了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管理，近两年来上海动员统筹社会力量，充

分发挥社会化志愿服务的守护作用。2021

年9月30日，在上海市双拥办指导下，市拥军

优属基金会组织建立了上海烈士纪念设施守

护崇敬志愿服务队。同年12月，浦东、黄浦、

虹口、奉贤、闵行、嘉定等首批6支烈士纪念

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区队成立。2022年9

月，徐汇、长宁、静安、普陀、杨浦等第二批10

支区队及龙华烈士陵园、美团、阿里直属队获

授队旗。今年9月下旬，又成立了宁波银行

上海分行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

队。至此，上海初步形成了“16+4”共20支烈

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总人数达

400余人，实现对全市16个区共76处烈士纪

念设施志愿守护全覆盖，崇敬守护志愿服务

体系初步形成。

积极创新模式，越来越多社
会人士加入崇敬守护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缅怀是为了更

好地奋进。

据介绍，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

务队的主要职责包括，定期对烈士纪念设施

进行常规巡护，一旦发现有破坏、损毁、侵占

烈士纪念设施的行为，及时制止并向有关部

门报告；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大纪念日

和重要时间节点，组织祭扫烈士墓、瞻仰纪念碑

等纪念活动。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

士主动加入到崇敬志愿服务队中。例如，奉贤

区队不仅建立了志愿守护制度，还成立5支守

护分队，志愿者中有战斗英雄、烈士后代、企业

员工等，实现对全区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全覆盖，

营造了崇敬英雄、缅怀英烈的良好社会氛围。

部分崇敬志愿服务队还积极创新模式，崇

敬志愿服务内涵得到不断丰富。携手徐汇区总

工会推出“跟着劳模做志愿”劳模志愿者讲解日

专场活动；携手武警官兵，带领百名青少年开展

“红色铸魂、国防筑梦”主题活动……近两年来，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

服务队在志愿服务创新活动方面进行了诸多实

践与尝试。今年，志愿服务队切实发挥烈士陵

园的纪念和教育功能，推出了国防教育主题系

列活动，引导青少年铭记英雄、学习英雄。例

如，在上海解放74周年纪念日活动中，讲解员

和志愿者们共同开设沉浸式互动课堂，向青少

年讲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下一步，志

愿服务队还将携手天德山英雄连，将“文物党

课”以制度化、规模化的形式向社会开放，让更

多人通过文物感知鲜活的历史，共同深入发掘

文物背后的故事。

传承红色力量，推动崇敬守护
志愿服务深入发展

今后，上海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

务队将从史料挖掘、烈属帮扶、烈士寻亲、英烈

精神研究等多方面着手，不断推动崇敬守护志

愿服务深入发展，让崇尚英雄成为社会风尚，让

更多人在追思英烈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

讲述英雄故事，传递星星之火。据介绍，下

一步，各志愿服务队将组织志愿者帮助做好英

烈遗物、家书、史料等收集保护，编纂完善烈士

英名录，参与健在英雄模范、老同志口述历史等

抢救性工程，深入挖掘英烈事迹，丰富英烈精神

内涵，助力英烈精神研究。

同时，进一步深化英烈精神教育实践进学

校、进社区、进企业。积极发挥烈士纪念设施红

色教育阵地作用，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崇敬志愿

服务队将探索与大中小学校共同开展“向身边

的英烈献束花”“清明祭英烈”等活动，推动共青

团、少先队活动等与祭扫纪念活动深入融合，把

烈士纪念设施建设成大学生思政课教学基地、

少先队实践教育营地（基地）。进一步充实讲解

力量，支持青年志愿者、少先队员开展英烈事迹

讲解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从参观者变成解说

员，通过“我来讲”将红色文化传播给更多人。

此外，还将推动致敬英烈实践进社区，将关爱慰

问帮扶烈属作为志愿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开

展诵读烈士家书、讲述红色经典故事、致敬身边

烈属等活动，营造尊崇英烈的社会风尚。

  支崇敬志愿服务队分赴上海  处烈士纪念设施开展“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祭扫活动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是最好的告慰

2023年9月28日长宁区宋庆龄陵园举行祭扫烈士仪式。 申卫星摄

■本报记者 陆益峰 何易

在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屹立着

我国第一座火箭发射场——中国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它曾创造出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第

一：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

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载人飞船

以及第一次“一箭三星”……

发射中心附近有座山叫青山，东风革命

烈士陵园北枕青山头，南与神舟发射架遥遥

相望。在夜晚执行火箭发射任务时，火箭的

尾焰会如同流星一般划过陵园上空，让先辈

们看到壮美画面。

今年9月30日是第10个烈士纪念日。

为感悟载人航天精神，崇敬航天英雄，上海市

拥军优属基金会所属的上海市拥军优属志愿

服务总队奔赴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

革命烈士陵园，看望上海籍航天人、祭扫为航

天事业付出生命的英烈。

祭英烈，传精神——
“飞船上天，勿忘相告”

1958年，十万大军开进大漠深处，在祁

连山以北、贺兰山以西的广阔地域，以“死在

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壮烈誓言开始了隐姓

埋名、艰苦卓绝的发射场建设工作。65年

来，一代代航天人前赴后继，付出汗水和热

血，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航

天卫星发射中心，同时也是一座现代化的航

天城——“东风航天城”。

在发射中心东北约4公里处，有着一座

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

里长眠着700多名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奉献终

身的英烈先辈，其中不仅有着共和国的元帅、

将军，也有科技工作者、普通官兵，平均年龄

仅27岁。

9月27日，上海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

队一行来到烈士陵园，瞻仰聂荣臻元帅墓和

为国防科技事业献身的革命烈士墓，为聂荣

臻元帅和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深鞠躬，向英

雄们致以崇高敬意。

陵园内，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直指蓝天，

背后的墓碑群工整地排列成威严的军阵，其

中有四块墓碑的主人来自上海，分别是潘仁

瑾、庄康臣、帅忠发和黄顺均。在陵园南区安

葬的上海籍女英雄潘仁瑾的故事格外感人。

她和丈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主任刘明山

都是西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毕业，而且是同

班同学。为了丈夫的事业，1969年她放弃留

校任教的机会，来到茫茫戈壁滩从事计量工

作，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科研事业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载人航天工程上马，

作为中心高级工程师的潘仁瑾被授命主抓发

射场电磁兼容工作。测试大多在野外进行，

无论严寒酷暑，她都坚守在现场。有时一测

就是一整天，饿了，就吃干粮；渴了，喝几口水

壶里的沙碱水。由于不规律的生活和过度的

奔波劳累，她多年的胃病日益加重，但始终没

有离开岗位。“潘工的女儿十几岁了都没和母

亲见过几面，以至于后来都羞涩得喊不出‘妈

妈’。”当时发射中心的同事冯作平回忆。

1998年9月的一天，在发射架上进行电

磁兼容试验时，她突然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被同事们紧急送往医院。

潘仁瑾的病情越来越重，胃癌晚期的她

也预感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一次醒来后，

她望着守候在身边的丈夫，无限依恋地说：

“从上海滩到戈壁滩，我这一生的路走得够远

了，但我不后悔。假如有来生，我还会选择嫁

给你，还会选择航天事业……”

她最终未能等到飞船上天的那一刻，1998

年年底，无情的病魔过早地夺去了她的生命。

在去世当天，她和丈夫做了一个约定：飞船上

天，勿忘相告。

一年后，1999年11月20日，长征火箭托举

着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一号无人试验飞船首次

访问太空。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从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中

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进展迅速，时至今日，已将

18名航天员送入太空，并实现了空间站有人长

期驻留。

“感触很深，令我非常敬佩！我要把这种精

神落实到工作中去，把这种励志报国的情怀发

扬光大。我们公司愿意每年捐赠三万元，支持

烈士父母祭扫儿女和发射中心寻找无名烈士。”

参加活动的上海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

务徐汇区队队长、上海才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兰云科是名退役老兵，在聆听完潘仁瑾

事迹后感慨万分。

学思想，送慰问——
中国航天与上海的不解情缘

“5、4、3、2、1，点火！”大地震颤，烈焰喷射，9

月27日凌晨4时15分，长征四号丙遥五十四运

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

遥感三十三号04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的星箭，均由位于上海

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也就是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事实上，上海与航天的情缘从中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开始了。在东

方红卫星发射场的试验指挥控制室内，还收藏

着当年上海电讯器材厂制造的语音调度总机。

“看到这些很激动，说明上海一直与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也要将这里的‘东风

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学习好，带回去。”上海

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队副总队长孙禧领说。

1961年8月1日，上海市第二机电工业局

成立，奏响了航天人在黄浦江畔开拓的序曲。

60多年来，上海航天从一张白纸起步，到如今

参与地月系、行星际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

色的综合发展之路。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许多卫星中都有

着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印记。从风暴一号

“一箭三星”，到新一代运载火箭首飞“一箭二十

星”，发射中心见证了“上海造”火箭的搭载能力

越来越强。

上海同样也深度参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

建设和发展，一批批年轻力量从上海来到大漠，

贡献着青春和才智。“我18岁就来东风航天城

了，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2年，在这里成长、成

才、成家立业。”27日晚，在上海市拥军优属基

金会慰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科技人员代表座谈

交流活动上，来自上海市闵行区的工作人员石

菊明深情地表示，已经把东风航天城当作第二

故乡，希望能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

座谈交流中，上海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

队代表基金会向上海籍的发射中心工作人员

代表们赠送了来自家乡的慰问品和中秋月饼，

向他们表示关心和问候。“在这里，大家远离家

乡、远离亲人，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你们坚强

的后盾。”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队总队长张

长东说。

“看到家乡人不远万里来到东风航天城，很

激动，我要将这股温暖化作动力，为中心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来自上海静安区的何银庆表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东风人”

如胡杨一般在戈壁扎根，接续奋斗，铸就了“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上海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队祭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致敬航天英烈，我们跨越千里看望您

■本报见习记者 糜俊豪

 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里长眠着为中国航天事业

奉献终身的英烈先辈。

▼中国第一座卫星发

射场——东方红卫星发射

场内的指挥控制室。

均糜俊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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