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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夕，又一位老兵转身
离去。4月 日，南京军区空军原
副司令员、空军二级战斗英雄韩德
彩在沪逝世，享年  岁。

作为一名曾经在朝鲜战场浴
血奋战的老兵，韩将军生前长期
致力于弘扬传承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中国
唯一一座由民间筹建的志愿军纪
念馆在奉贤永福园成立，自此上
海成为了中国少数拥有纪念抗美
援朝红色场馆的城市之一，而安
葬着众多老兵的永福园，也被称
为“最后的军营”。如今，韩将军
将前往“军营”报到，与战友们团
聚。如何继承老兵们的精神遗
产，讲好他们的英雄故事，转化为
全社会共享的宝贵财富，是需要

我们共同回答的问题。
永福园董事长徐渭岳还记得，

    年，当他向韩德彩提出想在
上海建立一座中国人民志愿军纪
念馆时，老将军二话不说就答应
了。此后的时间里，他更是多番相
助，出力捐物、联络资源，让这一完
全由民间筹建的志愿军纪念馆得
以建成并发展壮大。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 . 万
余名上海青年参加志愿军，其中
    人牺牲在朝鲜。而战后，也有
为数众多的志愿军老战士选择在上
海定居生活。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
纪念馆的建立，这些在沪老兵以及
家属、军属从此有了“精神家园”。
他们纷纷捐出珍藏的纪念物件充实
馆藏，并积极参加纪念馆举办的各

类活动，向后辈讲述当年的参战故
事，让那些没有能够回国的战友不
至于被人忘却。韩德彩就是其中一
员，在去年 月  日，最后一次携全
家参观纪念馆时，他还在心心念念
地打算为展馆再多做一些事情。

馆藏越来越丰富了，而展馆负
责人却心情沉重：每接收一批展品
就意味着一些老兵的离去。  年
前展馆落成时，还有众多老战士能
够汇聚一堂，随着时光流逝，能来
现场参加活动的老兵越来越少。
除了志愿军老兵，上海还有众多默
默无闻的老战士们，他们共同的心
愿，就是能将自己的经历和记忆流
传下去，让后人们知道，是什么让
他们当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奔赴
战场，随时准备献出生命。

只有不被遗忘，付出才是有
意义的。在世的老兵们是极为宝
贵的社会财富，抢救性保护老兵
回忆已经刻不容缓。近年来，全
国各地纷纷发起抢救老兵回忆的
行动，从官方到民间，各方都在努
力寻找散落在天涯海角的老兵，进
行口述实录、视频拍摄等，利用一
切手段留存这些珍贵“火种”，不至
于在老兵百年之后成为遗憾。但
我们必须意识到，记录下老兵的人
生只是第一步，如何将这些资料转
化为可阅读、能传播、受欢迎、符合
时代特征的优质信息，而不至于被
尘封于档案之中，依然是当前需要
研究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通过文学创作、影视作
品等方式，传承老兵精神的载体进

一步丰富扩展。特别是近期随着  
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已经逝去或依
然在世的老兵制作“数字人”，让他
们在数字世界中实现“永生”也成为
一种可能。今年清明前后，全国多
地不约而同地开展这一探索尝试，
运用科技的力量，让后人能够跨越
时空甚至生死，与老兵进行互动交
流，倾听英雄故事，传承伟大精神。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在两
千多年前《诗经》著名的爱国主义
诗篇《秦风 · 无衣》中，字里行间充
满了对保家卫国将士们的崇敬与
歌颂，这正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不
变的价值观所在。生活在由老兵
缔造并守护的和平年代中，让他们
精神永存不朽，全社会责无旁贷，
你我皆为“同袍”。

记忆永存 老兵不朽
李一能

以和为贵 以稳为重 以信为本
（上接第1版）双方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
加强对话，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以互

惠的精神推进合作，以负责的担当加强国

际协调。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

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

动和外部纵容支持，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希

望美方把总统先生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

落实到行动上。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

压措施层出不穷，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子越拉

越长。这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如

果美方愿意开展互利合作，共享中国发展的

红利，中方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如果美方执

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剥夺中国的正当

发展权利，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涉港、人权、南海等

问题上的立场。

拜登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影响最深

远的双边关系。旧金山会晤以来美中关系取

得的进展表明，双方可以积极推进合作，同时

负责地管理分歧。我重申，美方不寻求进行

“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

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

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发展有利于世界，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

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愿安排耶伦财

长、布林肯国务卿近期访华，同中方加强对话

沟通，避免误判，推进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稳

定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局

势等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认为，这次通话是坦诚、建设性

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责成双方工作

团队落实好“旧金山愿景”，推进外交、经济、

金融、商务等领域磋商机制以及两军沟通，在

禁毒、人工智能、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对

话合作，采取进一步措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

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中方欢迎耶伦

财长、布林肯国务卿近期访华。

用上海非遗架起中澳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
（上接第1版）他直言：“画作中的街道离我
们在上海的家很近，那里留下了我和妻子太

多美好的回忆。上海是一座美丽且充满人

文气息的城市，我在上海创作了2张专辑，还

有不少以江南为主题的歌曲，部分还融合了

爵士乐和中国古典乐，深受朋友们的喜爱。

我们真的很爱上海，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再次

来到上海。”

作为上海非遗的重要代表，金山农民画

先后有数千幅作品在中国国内和美国、英国、

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展出，逐渐成

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开幕式上，“80

后”农民画画家李元向澳大利亚水彩画协会

主席大卫 ·范 ·纽恩（DavidvanNunen）赠送

了农民画作品《花鹅》，其以悉尼歌剧院为主

题创作的农民画作品《海之情》也在现场进行

了展示。这与去年“70后”农民画画家陆永

忠向清水寺森清范住持赠送的清水寺主题画

作形成呼应，既体现了两代画家的匠心传承，

又表达出以艺术为媒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互

鉴的美好期许。

“金山农民画富有想象力，从画作中，我

可以感受到悉尼与上海、澳大利亚与中国之

间有诸多相通之处，两国人民一样热情，一样

热爱生活。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

文化交流。”大卫 ·范 ·纽恩说。

开幕式现场还特别放置了《海派城市考

古》系列图册和《外籍来华人士服务指南》，全

方位展现上海的创新、活力、便捷的生活。金

山区委书记刘健也在现场向广大澳大利亚友

人发出邀请，希望大家来中国做客、来上海做

客、来金山做客，亲身体验中国非遗艺术的独

特魅力，感受非遗艺术背后的璀璨中华文化。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上海报业

集团指导，解放日报社、上海市金山区人民

政府、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上海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中国驻悉尼

总领馆代总领事王春生，悉尼市副市长郭

耀文（RobertKok），澳中友好协会新州分

会主席皮特 ·怀泽尔（PeterWeitzel）出席了

开幕活动。

今天，他为烈士战友念了一封信

■ 今天上午，徐伟平为战友胡正群祭扫、读信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本报讯（见习
记者 陈佳琳）曹家

渡街道综治中心、

法治服务中心昨日

正式揭牌成立。位

于长宁路209弄28

号的这个中心是上

海市首个基层综治

与法治融合体，通

过统筹融合“两个

中心”建设，实现一

体化运作、实体化

运行。

记者了解到，

法治服务中心发挥

“前台”服务群众功

能，采用“常驻+轮

驻+随驻”模式，提

供法律咨询、法律

援助等十大服务项

目；综治中心则发挥“后台”功能，协调联动各

部门为社会综合治理提供支撑。

近日，静安区曹家渡街道有多起12345

投诉工单显示辖区某高层住宅两部电梯故障

频发。经了解，该老旧电梯所在楼栋存在业

委会怠于履职、维修基金不足等多个难题。

经过分析研判，综治中心充分发挥“后台”支

撑作用，立刻启动问题处置程序；同时，法治

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前台”功能，针对业委会

推诿履职等难点堵点，召集法律顾问提供法

律意见书、拟定《告知函》，向业主详细解读

《民法典》相关规定，推动了电梯更换方案顺

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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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您牺牲40周年的日

子，我满怀着敬意，给您写下这封

信，以表达我的怀念之情……”今

天上午10时，上海市民徐伟平来到

龙华烈士陵园，在一位名叫胡正群

的烈士的遗像前念出这封信。他

们是发小、同学和战友，从小一起

长大，感情非常深厚。在1985年的

一场战斗中，胡正群壮烈牺牲。多

年前，徐伟平得知烈士的直系亲属

都已故去，就主动承担起在清明节

前往烈士陵园祭奠战友的责任。

今天上午，徐伟平和虹口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和欧阳路街道的工

作人员一起，捧着鲜花来到龙华烈

士陵园。在烈士纪念堂，徐伟平找

到了战友胡正群的骨灰安放格

位。三鞠躬之后，他掏出了自己给

故友写的这封信，饱含深情地轻轻

诵读。在信中，徐伟平追忆了他们

两小无猜的友情，回顾了同上战场

的峥嵘岁月，倾诉自己失去好友的

悲痛之情，最后对烈士的牺牲表示

了感激，立誓要继承英雄的遗志，

让他们能够安息。

“念信的时候，往事一幕幕在

脑海中重现，我还记得那些和他一

起成长的快乐时光。”在回忆中，徐

伟平的思绪回到了五十年多前。

从小学开始，胡正群就是他最好的

朋友，他们一起上学、一起淘气、一

起挨训。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毕业

后参军，他们几乎都黏在一起。在

那场南疆的战斗中，两人同时奔赴

前线，分属同一个营的两个连。

1985年3月12日，徐伟平在阵地上听

到有人在说隔壁连有人牺牲，是一个

上海兵，他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后

来又得知牺牲的战士姓胡，1983年入

伍，立刻瘫坐在地上半天缓不过来。

他不敢相信，相伴相依十多年的发

小，就这样永远离他而去。

战斗结束后，胡正群被部队追

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

并追记三等功。而屡立战功的徐

伟平也回到了上海，时常去看望胡

正群的父母，代烈士尽一份孝心。

2020年，胡正群的父母先后故去，

直系亲属都已不在，徐伟平觉得自

己应该做一些事情。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当一个

人去世后，只要还有人每年为他祭

奠，就不算永远离开，所以我不想

让他被人忘记。”胡正群说，基于这

个原因，他承担起每年祭奠胡正群

烈士的责任。转眼40年过去了，

照片中胡正群被永远定格在20岁

左右的模样，而徐伟平今年已经

60岁了。“因为他们的牺牲，才换

来了我们的平安幸福生活，不能让

他们的功绩被遗忘。”徐伟平说，他

将以一位老兵志愿者的身份，每年

为烈士祭扫，传颂他们的故事，致

力实现他们未尽的心愿。这是身

为发小、同窗、同袍的使命与责任。

近年来，虹口区和欧阳路街道

十分关心烈属及退役军人的生

活，在春节、清明节、建军节、烈士

纪念日等节日，广泛联合社会力

量，走访慰问烈士遗属，继承弘扬

烈士精神。 本报记者 李一能
特约通讯员 龙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