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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闊的天安門廣場上，鮮艷的五星紅旗迎風招展。
廣場中央，「祝福祖國」巨型花籃表達着對祖國

繁榮昌盛的美好祝福。巍然聳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北
側，兩組花壇上鑲嵌着白菊等鮮花組成的18個花環，
寄託着全體中華兒女對英烈的深切緬懷。
臨近10時，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

奇、丁薛祥、李希、韓正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天安
門廣場，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
紀念碑前，2,4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鮮花，列隊肅
立。他們中有耄耋之年的老戰士、老同志，有胸前佩
戴着紅飄帶的烈士親屬，有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
獲得者代表，有受表彰的民族團結進步模範代表，有
朝氣蓬勃的青年學生和少年兒童。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小號手吹響《烈士紀念日號
角》。深沉而嘹亮的號聲，將人們的記憶帶回風雲激
盪的歷史歲月。
「禮兵就位！」隨着號令，三軍儀仗兵邁着鏗鏘有
力的步伐，正步行進到紀念碑前持槍佇立。
10時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正式開始。軍樂
團奏響《義勇軍進行曲》，全場齊聲高唱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歌。
國歌唱畢，全場肅立，向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

和國建設事業英勇獻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畢，手持鮮花的少年兒童面向人民英雄紀念碑
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並致少年先鋒隊隊

禮。
方陣前，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
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無
黨派愛國人士，各人民團體和各界群眾，老戰士、老
同志和烈士親屬，中國少年先鋒隊名義敬獻的9個大
型花籃一字排開，花籃紅色緞帶上書寫的「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軍樂團奏響深情的《獻花曲》，18名禮兵穩穩抬起
花籃，緩步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將花籃擺放在紀念
碑基座上。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紀念碑基座，在花籃

前駐足凝視。鮮艷的紅掌、盛放的百合、輕盈的文心
蘭，寄託着對人民英雄的無盡思念和崇高敬意。

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嶄新局面
習近平邁步上前，仔細整理花籃緞帶。隨後，習近平

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緩步繞行，瞻仰人民英雄紀念碑。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砥礪
奮進、守正創新，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歷史性
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事業嶄新局面。邁上新征程，14億多中國人民賡續
英烈精神、汲取奮進力量，正意氣風發以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奮力譜寫時代新篇，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
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不懈奮鬥。

少年兒童和各界群眾代表也依次走到紀念碑前，獻
上手中鮮花並瞻仰紀念碑。
敬獻花籃儀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
記尹力主持。

功勳榮譽獲得者代表等參加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
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和中央
軍委委員出席儀式。
中央黨政軍群有關部門和北京市主要負責同志，各
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
表，在京老戰士、老同志和烈士親屬代表，功勳榮譽
獲得者代表，全國少數民族參觀團成員，首都各界群
眾代表等參加了儀式。

在新中國即將迎來75
周年華誕之際，烈士紀

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於9月
30日上午10點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以
白菊為主調、輔以花燭等紅色花朵點
綴的花環依次鋪開，花環前面便是以
方陣為單位的2,400多名代表，手持白
菊或黃菊，整齊排列。
10年前，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十次會議通過關於設立烈士紀念日的決
定，將9月30日確定為烈士紀念日。自
2014年起，每年的這一天，習近平等
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會與各界代表一起，
在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
201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明確規定，「每
年9月30日為烈士紀念日，國家在首都
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
紀念儀式，緬懷英雄烈士。」
隨着一聲嘹亮的「禮兵就位」，解
放軍三軍儀仗隊正步行進到人民英雄
紀念碑兩側，隨後，全體奏唱國歌，
然後垂首靜立，為烈士默哀。緊接
着，手持紅黃兩色鮮花的少年兒童唱

響少先隊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清脆的嗓音傳遍廣場，向為國捐軀的人民英
烈宣誓：英雄精神照千秋，自當前赴後繼傳
薪火。
細雨為幕，紅旗愈發鮮艷。廣場上，以蔬果

造型首次亮相的祝福祖國巨型花籃，和敬獻英
烈的花籃遙遙相對，彷彿在訴說一個繼往開來
的故事。英烈們用鮮血灌溉了這片土地，而今
的人民才能用勤勞和智慧，書寫新中國75年的
繁榮昌盛，也必將成為砥礪
後輩不斷前行的強大精神動
力，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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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和人民都好起來了，你放心吧！
特稿

●王鳳和（左三）與烈士後代共同在瀋陽抗美援朝
烈士陵園中的烈士紀念碑前敬獻花籃。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9月30日上午，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韓正等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出席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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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之際，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

雄敬獻花籃儀式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強、趙樂

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韓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儀式。

●9月30日上午，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韓正等來到北京天安
門廣場，出席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這是習近平整理花籃上的緞帶。 新華社

●9月30日，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
籃儀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新華社

在第 11 個烈士紀念日來臨之際，

莊嚴肅穆的瀋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

內，一聲聲整齊洪亮的「到」響徹陵園。那是年近

百歲的抗美援朝志願軍老戰士王鳳和為烈士戰友的

「隔空」點名。就像曾經並肩在戰場上的那樣，

「韓相榮！李瑞年！金汝連！」王鳳和聲音仍堅定

有力，「到！」烈士後代與官兵們代替烈士的回答

聲聲鏗鏘。當日，也是王鳳和第一次如願見到這三

位他尋找多年的戰友的後代，他們手挽手共同在烈

士紀念碑前肅立、默哀、敬獻花籃，為長眠在此的

抗美援朝烈士們獻上鮮花。「老同志們，我雖然

99 歲了，但有好多事情能夠向你們傳達清楚，希

望你們能夠知道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都好起來了，

放心吧！」王鳳和在現場動情地向已逝的老戰友

們訴說着。

70多年來從未忘記老戰友
「韓相榮，是我的親密戰友，1950年在抗美援朝

強渡清川江戰役中光榮犧牲。李瑞年，是我的老連

長，也犧牲在了與我並肩作戰的戰場上。」曾參與

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及抗美援朝等重

大戰役，幾次與死神擦肩的王鳳和始終難忘那些犧

牲在戰場上的戰友。王鳳和用濃重的山東口音回憶

起與他同為山東人的入黨介紹人韓相榮，「入黨

後，他在方方面面給了我很多幫助。」

在抗美援朝戰場上，作為王鳳和所在一連教導員

的韓相榮與他們一同過江作戰，並肩親歷了強渡清

川江戰役。「當時清川江的水深達到1米45，非常

冷，兩岸都結了冰，我們渡過之後褲子、鞋、上衣

都濕透了，上岸後衣服也都結冰了，韓相榮也是在

這個時候患上了感冒，發燒很嚴重，部隊就想讓他

找個適當的位置先安心休息。」然而隨着戰事膠

着，韓相榮堅持拖着重病的身體在戰士攙扶下到前

線陣地指揮戰鬥。「他只帶了一部分手榴彈和手

雷，就在前線上重新組織起現有戰士，開始進

攻。」就在一次戰鬥中，敵人攻勢猛烈，韓相榮英

勇犧牲。「我們的連隊傷亡嚴重，有幸活着的人在

聽到他犧牲的消息後，沒有人不落下眼淚。」

與他一同出生入死的，還有戰友李瑞年，這也是

他70多年來一直追尋的名字。「我現在生活得已經

很幸福了，但我始終放不下平津戰役中與我一起戰

鬥的好連長好戰友李瑞年。」五年前，王鳳和就聽

說平津戰役紀念館中有一面烈士牆，但年事已高無

法親自去看一看是否有這個名字。「一想到他犧牲

時只有二十三四歲，沒成家也沒有後代，心裏特別

不是滋味。」就在王鳳和家人和部隊、志願者等多

重努力下，他們最終尋得了李瑞年的後人李代全，

並在今年的 9 月 27 日在瀋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相

見。

烈士遺孀傾力助成心願
幫助老兵王鳳和尋找戰友後代的隊伍中，有一位

特殊的女性。她就是捨身救人犧牲的軍人、感動中

國2007年度人物孟祥斌的妻子葉慶華。在老兵王鳳

和與戰友後代見面的現場，她也正忙碌着向瀋陽抗

美援朝烈士陵園的參觀者講解她展示的志願軍烈士

遺物。「幫助老人圓了尋找戰友後人的心願，這背

後也很曲折。」葉慶華告訴記者，通過軍史、查詢

管理部門、現場走訪等多個細節和信息的收集、互

相印證，前後歷時大半年，最終才確認了李瑞年的

後人。

「最關鍵的一環是，我們到訪了李瑞年烈士生前

登記的籍貫地山東臨沂，通過他們村裏的老人還有相

關部門的資料記載等多重資料相互印證。」葉慶華告

訴記者，這次她也帶來了李瑞年烈士的畫像。「這些

抗美援朝烈士們犧牲的時候都那麼年輕，他們沒有後

人，甚至有的都沒有名字，我希望通過畫像的方式能

讓後輩永遠記着他們。」作為大型公益活動「紅色青

春守護人」為烈士畫像的發起人，2021年以來她帶

領着一支「00」後的學生團隊，利

用休息時間給烈士畫像、創作烈士

繪本，「我們也希望在這些畫像基

礎上編成一些紅色故事的繪本，送

到學校去讓孩子們閱讀，讓烈士被

記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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