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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迁移管护零散烈士墓
2658座

近日，鲜花簇拥下的株洲烈士纪念
园烈士纪念碑显得格外庄严，随着礼兵
将覆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凌桂生烈士棺
椁缓缓送入墓区，标志着我市城区散葬
烈士集中迁园工作全面完成。

“纪念园新建烈士墓区约1000 平方
米、墓穴42个，去年以来园内已陆续迁入
35位烈士的遗骸。”株洲烈士纪念园管理
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刘桂湘介绍，接下来
将积极推动烈士纪念园的扩园建馆项
目，争取早日建成株洲烈士纪念馆。

自启动“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整修工程”以来，我市集中迁移管护零
散烈士墓 2658 座，修缮烈士墓 1000 余
座，3774处烈士纪念设施面貌焕然一新。

数字化管理实现“一账清”

“科技赋能数字化管理烈士纪念设
施后，各镇（街道）、村（社区）均能清晰掌
握所在地烈士纪念设施数量、位置等信
息，方便相关单位更好履行对烈士纪念
设施的管护责任，同时也为基层党组织
提供了可进行党日活动地点的信息。”醴
陵市烈士陵园管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在烈士陵园公众号“陵园服务”菜单
下开发的“醴陵烈士墓总地图”，即可按
照烈士姓名等信息进行搜索，找到烈士
墓地信息。

如今，各县市区均完成了烈士信息
收集工作并建立电子地图，各乡镇建立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数据台账，切实做到
辖区烈士纪念设施总体情况“一账清”，
每个设施动态管理保护情况“一账明”。

红色教育工作蓬勃开展

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范管理，不仅
是为告慰和守护烈士英灵，同样也是为
了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让英烈精神永
绽光芒。

在醴陵市明月镇申明村，76 岁的老
党员李祖明既是醴陵南四区烈士墓园的

“守墓人”，也是当地红色文化义务讲解
员。“每逢重要节日，这里就成为中小学
生接受红色教育的‘染坊’，就连长沙的
中小学校师生也慕名而来。”李祖明说，
该座烈士陵园年均游客量达2.5万人次，
累计开展30余场“微党课”。

9 月 28 日，渌口区杨得志红军小学
“英语诵读红色经典”演讲比赛现场，朗
朗童声深情吟诵红色经典。

今年以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各
县市区通过不断提升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红色教育功能，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全市
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日常瞻仰等参与人
数已达80万余人次。

英雄“归队”忠魂不泯
城区散葬烈士集中迁园工作全面完成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刘平

位于醴陵市茶山镇的东岗烈士纪念广场建
于 2017 年。沿着石阶走到尽头，一座高耸的纪
念碑映入眼帘。石碑的正面刻着“东岗革命烈士
纪念碑”9 个大字，下面镶刻着“大革命”时期及
抗美援朝时期牺牲的26位烈士的名字。

纪念碑旁有纪念亭，亭廊写满了 26 位烈士

的英雄事迹。烈士碑林前一排排刻着烈士姓名
的黑色墓碑，整齐地立在草中，无声地诉说着烈
士往事。

“烈士广场占地1000平方米，广场的烈士纪
念设施由村民自发捐款所建，绿化则由烈士后人
阳建业等人捐赠设置。”东岗村有关负责人介绍。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从一叶
红船到巍巍巨轮，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
势，一代代先烈前仆后继。每一次致敬
英烈，是对初心的叩问，也是对精神的唤
醒。

“9·30”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记者
梳理我市近年来建设、修缮烈士陵园和
迁移散葬烈士的情况，讲述部分烈士陵
园背后的故事，以更好地继承烈士遗志，
弘扬烈士精神。

茶陵县烈士陵园：全省最早的县级烈士陵园

茶陵县烈士陵园是全省建园最早的县级革
命烈士陵园。自 1952 年建园以来，陆续有散葬
烈士迁葬该园。

记者从茶陵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1951
年，中央政府“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来到茶陵
县城进行慰问。在访问团的倡议下，茶陵县委、县
政府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场
旧址——茶陵县城关镇交通街西侧山丘辟为烈
士公园。工程于1952年12月破土动工，1959年
正式对外开放，1978年改名为烈士陵园。

烈士墓区先后安葬了谭思聪、陈学道、李炳
荣等烈士。谭思聪是最早迁葬该陵园的烈士。
1908 年 9 月，谭思聪出生于茶陵县虎溪乡唐家
坳（今思聪街道思聪村），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委员、

特委执行委员，赣西南特委委员兼中共莲花县委
农工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政治委
员，湘赣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等职，是湘赣边界
红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32年1月2日，
谭思聪在江西永新钱市街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
24岁。

茶陵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目
前，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有5000余人。

陵园自建园以来，先后建成革命烈士纪念
碑、纪念碑广场、烈士墓园、无名烈士塔、纪念亭、
纪念阁、革命纪念馆、烈士英名长廊，以及茶陵苏
区军民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场景的浮
雕等。今年 4 月 26 日，陵园举行烈士遗骸集体
迁葬仪式，168 名散葬烈士集中归葬。目前，陵
园内共安葬英烈595人。

醴陵烈士陵园旧址发现战马冢
在醴陵烈士陵园旧址，小小的山坡上有一处

独一无二的战马冢。“可惜的是，战马冢的墓碑上
未能留有任何史记资料，我们查询了醴陵县志也
无任何收获。但不能否定的是，这些战马曾经同
样为共和国征战沙场，并付出鲜血与生命。”醴陵
烈士陵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醴陵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1 年 2 月，原址在
城东狮子坡地子塘，1986 年因城市规划扩建搬
迁至仙山北门（现址）。占地 50 亩的陵园，青松
翠柏，肃穆幽静，建有牌坊式大门、左权纪念碑、
烈士墓地、烈士祭奠广场、革命烈士纪念馆、醴陵
烈士诗词碑廊等纪念设施。

园内英名在册烈士 2298 名，有抗日英雄左
权和同为我党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的蔡升熙，有
两封家书感动亿万中国人的陈觉、赵云霄夫妇，
有蒋介石三次劝降未成的朱克靖，有同李大钊一
起上绞刑架的巾帼英雄张挹兰，有参加领导百色
起义的红军将领李隆光……

▲醴陵烈士陵园旧址。
醴陵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供图

东岗革命烈士纪念碑：村民自发捐款修建

▲9月28日，株洲烈士纪念园，工作人员摆放花篮。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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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足下斯诺克”
她关掉夜宵店、他辞职返乡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内容简介：
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独树一帜的文学大家，是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时值沈从文诞辰 120 周年之际，中信出版集团特别

推出珍藏纪念版《沈从文别集》（20册套装），共计250多
万字，包括小说、散文、传记、书信、文论等，涵括了他各
个时期的代表作和重要作品，是沈从文一生作品的精粹，
代表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

《沈从文别集》是沈从文生前亲自编定的一生最重要
的作品，由夫人张兆和、次子沈虎雏作序；丛书由弟子汪
曾祺命名；分册书名由张充和题写。在选编上，不是简单
采用浓缩法，而是打破原有的界限，根据内容重新编排组
合成集。在结构形式上，采用作品加配文的全新体例，即
在作品前配以与之相关的作者书信、日记、回忆录、演讲
录等史料。这些史料不仅对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具有弥足
珍贵的价值，而且使作品有所归属，表里透明。张兆和在
序言中介绍这套“小书”的人事因缘和编选特色：“我们在
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
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
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这种编法得
到作家施蛰存的肯定，他认为仅凭这一点，《沈从文别集》
的价值就高于其他的《沈从文文集》。

数学不会骗你

今天看见有人挖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历史帖子。
长久以来大家对于数学都有一个共识，社会会骗你、

恋人会骗你，但数学不会骗你，不会就是不会。
许多人用这个段子自嘲数学太难老是学不会，但实

际上，如果你精通数学，那么这个段子在你那里，可能会
是另一个喜剧场景——会就是会，数学比赛就是送钱。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已经来到第四届，今年获奖
名单出来的时候，“00 后”小伙张盛桐吸引了许多人目
光，他之前参与解决了70年数学猜想高维空间等角线数
量最大值问题，于 2022 年第一期在四大数学顶刊《An-
nals of Mathematics》发表过文章。但有心人很快发现，
不止这届，之前他就参加过数学竞赛了，大家把几届名单
拿出来一看，发现了好多熟面孔。

我去翻了之前数学圈的讨论，原来当时就有人吐槽，
这奖金不拿白不拿。也就是说，常人觉得像天书一样的
数学题，对于真正的数学圈，是“奖金不拿白不拿”。

当然，几次竞赛下来，也有黑马闯入，比如之前“42
天不碰手机”的官协。他原来是一位专科生，高考考入江
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后来通过升本考入江西应用科技
学院，他之前并没参加过什么全球性的数学大赛，甚至可
以说在上学阶段他就并不是一个擅长数学科目的学生，
在上学阶段他数学考出过17分的成绩，后来是因为喜爱
物理才曲线爱上了数学。在真正开始学习数学以后，他
戒掉了游戏，甚至为了减少外界信息的打扰，专门做出了

“42天不碰手机”的壮举，最终也成功闯入决赛。
这再次说明，无论你的起点如何，数学从不会骗你。

“2022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共吸引55000余人报
名参赛，为历年最多，最终获奖有 77 人，超 5 成为“00
后”，新生一代在学习之余，对于数学有了自己的、除了考
试以外的热爱，这可能是新生一代强势崛起的背后因素。

毕竟，社会会骗你、恋人会骗你，但数学从来不骗你。
（@卢诗翰）

微言

荐书

书名：沈 从
文别集（20 册套
装）

作者：沈从文
出版社：中

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

2022年8月

瞄准目标球，
右脚、本球、目标
球三点一线，两脚
摆成30°角站立，
右脚前脚掌将本
球轻轻压住，再次
瞄准并调整呼吸，
随即本球由脚前
掌到脚后跟蹴出，

“砰”——准确命
中目标球。昨日，
在位于河西的市
体育中心足球场，
雷冰和队友雷易
勤向记者演示了
蹴球的踢法。

为了参加省
里的蹴球比赛，雷
冰把经营的夜宵
店暂停营业，雷易
勤干脆辞职返乡。

蹴球起源于清代的“踢石球”，在
满、蒙、回等少数民族中较为流行。“培
铭往东边二门前来，可巧门上小厮在甬
路底下踢球……”《红楼梦》第二十八回
中就对蹴球有过这样的描述。

蹴球比赛在一块十米见方的平整
土地上进行，参赛者脚跟着地，脚掌触
球，用力蹴球，击中对方球或把对方球击
出场外得分，所蹴之球为直径10厘米的
硬塑料实心球，分为红蓝两色，三局两胜
制，一局中谁最先获得50分，谁就赢得了
胜利。有一对一、男双、女双、男女混双
等多种比赛形式，因为竞赛规则类似台
球，蹴球也被称为“足下斯诺克”。

雷冰和雷易勤都是瑶族人，老家在
邵阳市新宁县麻林瑶族乡，这里高寒偏
远、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大多孩子从
未见过外面的精彩世界，且缺少父母的

亲情呵护，性格孤僻，失去了童真自
信。为此，体育老师兰玉宝组建了一支
蹴球队，希望通过这些体育活动，带领
孩子们参加比赛，由此去外面的世界看
看，帮孩子们寻找童年的快乐。雷冰和
雷易勤的蹴球情缘，也就此开始。

回忆起当年的训练场景，他们坦言
“非常艰苦”。因为学校没有修建标准
化运动场，雷冰和同学们只好在泥沙堆
里踢，“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磨烂
了不少鞋子和衣裤。”

正是因为这段课后艰苦的蹴球训
练，点亮了他们单调的中学生活，在日
复一日的训练中，他们逐渐养成了不怕
苦、不怕累，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的
蹴球精神，这也成为他们走向社会后秉
持的生活态度。可以说，蹴球重塑了他
们的精气神。

工作多年后，他们对蹴球的热爱有
增无减，宁愿关掉热火朝天的夜宵店、
辞职，也要参加省民运会。雷冰说：“这
是一项体能和智慧双重较量的运动，身
处其中，特别有趣，这种成就感无法用
语言来描述。”

雷易勤和雷冰是蹴球运动场上的黄
金搭档。外人看来颇为简单的蹴球，他们
在深入了解后，已经深刻体会到了场地和
复杂规则带来的不同变化，甚至是戏剧性
的反转，“这也是我们走入社会后，仍然愿
为蹴球疯狂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10米×10米的正方形场
地内，战术与技术的运用，远非三言两
语所能概括，不但要会踢还要会算分。
根据蹴球的规则，有主动得分、被动得
分、主动失分等战术要求。而究竟什么
时候要得分，什么时候要失分，怎样通
过战术调整球的位置，从而达到取得胜
利的结果，都大有讲究。比赛时，脚下
控球，但大脑却在高速运转，控制击球

的方向、力量和节奏，布局球摆设的位
置，谋划击球的顺序等，一招一式之间
尽显智慧。

高手对决，比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心
理。在今年8月底的省民运会上，因为一
个小小的失误，雷冰和雷易勤落后对方
近30分，看起来似乎毫无胜算。在这种
情况下，不仅是对他们战术的考验，更是
对他们心理上的挑战，雷冰介绍：“我当
时非常紧张，但心态上必须稳住，我们就
想着‘零失误，坚决不让对方再有可乘之
机’。不到最后一刻，永不放弃！”就这
样，这场球赛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最终他
们转败为胜，以2分的优势险胜对方。

在蹴球这项运动上，两人都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2015年，雷易勤代表湖南
省获得了全国第十届民运会男子双蹴
三等奖；2018 年，雷冰获得了湖南省民
运会女单蹴一等奖。他们说，希望在株
洲遇到也喜欢蹴球的人，一起组队代表
株洲参赛。

14年前学习蹴球
点亮了单调的中学生活

体能和智慧的双重较量

▲雷冰在蹴球比赛现场。受访者供图

▲雷易勤展示蹴球的踢法。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