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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呈宣 周围围

这个清明节，在众多被铭记、传颂

的名字中，“81192”的呼唤再次响彻云

霄——这是“海空卫士”王伟的战机编号。

在浙江安贤陵园的王伟烈士墓前，来

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将战斗机模型、手写书

信和鲜红的五星国旗摆满阶梯；在网络上

#24 年 来 我 们 从 未 忘 记 81192# 的 话 题

下，亿万中国民众留下对“海空卫士”王

伟跨越 24年的深情呼唤。

4 月 1 日，中国青年报推出专访视频

“对话王伟妻子阮国琴”，在全网引发强烈

共鸣，评论区更是被亿万网友的“致敬”

“缅怀”“泪目”刷屏。

英雄从未远去

“前一天，他回到家跟我说，明天要

值班。那天很奇怪，我把他送到了院子门

口，我也没回家，就站在那里，我看着他

骑着自行车的背影，我就一直看着那个背

影从我面前消失。第二天就……”阮国琴

面对镜头，以一种极其克制的声音讲述着

24年前，她和丈夫的最后一别。

“他的背影永远刻在我心里。”阮国

琴说。

2001年 4月 1日，33岁的海军航空兵

飞行员王伟，为保卫祖国领空，遭美机撞

机后坠海。

“81192 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

继续前进。”24 年后的 4 月 1 日，当阮国

琴在镜头前再次念出丈夫最后的宣言，弹

幕瞬间被“请返航”的留言淹没。

阮国琴始终觉得，丈夫的这句话，是

一种革命者前赴后继的精神的体现。“王

伟是和平年代敢于和霸权主义博弈的英

雄，其实和平年代不和平，在这个年代宣

传王伟，就是要警醒大家，霸权主义让我们

感到不和平，我们要全民爱国，我们国家的

人民凝聚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

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的评论区里，

网友留下了对英雄的缅怀。@掉线之王

萝卜丁说：“放心，我们在继续前进。”@水

晶的晶 1005 表示：“缅怀！我们的平稳生

活，全靠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们来维护！”

网友@贩卖人间快乐评论说：“南海

的波涛呜咽着，诉说着一个永恒的故

事。24 年前的那个春日，王伟驾驶着战

机在祖国的碧空巡航，如同古时戍边的

将士守卫着长城。当敌机悍然侵入领

空，他毅然以血肉之躯筑起移动的界

碑。那最后的‘81192 收到’的无线电

波，至今仍在万里海疆回荡。”这引起了

很多网友共鸣。

网友@Aaron 爸爸在评论区留下了 3
张王伟烈士墓前的照片，他说：“我带着

两个六代机的 3D 打印模型，代表大伙儿

一起去祭奠王伟烈士了。英雄未离去，

我们永远铭记！我们会在英雄替我们斩

开的荆棘之路上，坚定地前行！”

网友@膏锋锷更是写下诗歌《永遇

乐·81192，请返航》以表哀思。“碧海悬旌，

长云坠甲，以悼英魂。铁翼孤忠，银翎飞

龙，将身化长虹。神州泣血，寰宇悲恸，涛

声夜夜呼冢。又今朝、东风归时，一樽还

酹骁勇。兀鹫跳梁，倭奴拜鬼，搅起暗涛

汹汹。舰布星罗，鹰击列斗，穹碑慑敌耸。

电磁铸剑，量子潜盾，射落天狼如汞。待潮

生、红旗漫卷，天下为公！”

从“无法返航”到精神永驻

“王伟牺牲以后，我在部队也受党教育

多年，退休以后我觉得应该为国家再去做

点事儿。讲述我爱人王伟人生的奋斗史，可

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英雄就在身边，我们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阮国琴说。

这些年来，她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走进机关、军营、学校、企业、社区作宣

讲，向年轻人讲述王伟的故事，让英烈精

神代代相传。“我觉得年轻人非常需要榜

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不仅自

己要说英雄的故事，还希望带动一些年轻

人去讲英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青年

们自然就会成长，他们也能成为自己的英

雄，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英雄精神在新时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

人。B 站 UP 主“锦才- JC”将王伟驾驶的

歼-8制作成了飞机模型；上海大学学生曾

嘉铭在抖音发布原创红色说唱《81192》，用

音乐缅怀英烈；诸多游戏博主在游戏中还

原了歼-8Ⅱ战机，将战机皮肤和驾驶舱仪

表贴上了“81192”数字。

年轻人在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一天。

正如网友@机械神甫 010所说：“4月 1日，

对于西方人是愚人节，但对于中国人来说，

应该是被铭记的日子，‘海空卫士’王伟烈

士永远被铭记于人民心中。当 J-16驱离外

机之时，应记得 2001 年的那次悲壮之战；

当山东舰、辽宁舰组成双航母编队之时，应

记得 2001年的那个愿望；当六代机腾空而

起之时，应记得 2001年的那架歼-8。”
“ 那 句 ‘81192 收 到 ， 我 已 无 法 返

航，你们继续前进’将永远印在每个中国

人的心底，永远激励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发

展。”@一生所爱留言道。

@新征程 2355 留言表示：“‘呼叫

81192，请返航’—— 24 年 后 的 今 天 ，

这声呼唤依然未改，但回答它的不再

是悲壮，而是航母劈波的轰鸣、战机

巡天的英姿，以及一个民族迈向复兴

的足音。”

王伟烈士妻子专访系列视频成网络爆款

“海空卫士”的名字再次响彻云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4月 1日，“红领巾诞生地”江西萍乡

安源黄静源烈士殉难处纪念碑前排起长

队，宜春、新余、萍乡百余名少先队员

来到这里，为烈士敬献鲜花。一同进行

的还有一场授旗仪式：安源红领巾学校

“黄静源中队”辅导员江华将象征薪火传

承的“黄静源中队”旗帜，授予了三地

新创建的 5个少先队中队。

队伍中的少先队员大都知道这样一

个故事： 1925 年，安源工人运动的先

驱、共产党员黄静源英勇牺牲，儿童团

员王耀南将他的血衣撕成布条，分给大

家系在脖子上，以示缅怀先烈、继承遗

志，这也是少先队员胸前佩戴的红领巾

所承载的深厚历史。

萍乡市安源红领巾学校少先队员黄

雨晨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这两年她

在各种场合给游客、少先队员讲和曾祖

父黄静源有关的故事，纪念碑前的这片

空地是她宣讲的主战场。

早在 2021 年，安源红领巾学校就创

建了“黄静源中队”，这是这所学校创

建的 6 个英雄中队之一，建队之初队员

们就抱有使命：传承弘扬安源儿童团精

神，把“第一条红领巾”的故事讲给全

国青少年听。

黄雨晨也是中队的一员。校长陈琳

说，由烈士后代来讲述烈士的故事，是

“黄静源中队”最特别的地方。这些年，

学校一直保留着一个传统，每一名新队

员入队除了要闯关，还要听黄雨晨讲

“第一条红领巾”的故事。

当天下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

馆内，黄静源烈士生前的影像和声音通

过 AI技术重现。站在烈士曾经工作和被

捕的俱乐部里，黄雨晨和一众少先队员

注视着屏幕中“走来”的黄静源，聆听

他的谆谆教诲。

黄静源生前没留下一张照片，根据

他的画像，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宣

教科科长段志能用 AI技术，制作了这段

动态影像。

“我会用最真挚的方式，让听故事的

人能感受到，这份精神不是遥远的过

去，而是照亮未来的火种。”黄雨晨说，

传承不是简单重复历史，而是要让先烈

的故事与今天的生活产生共鸣。

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李季认为，

以黄静源烈士的姓名命名中队，就是要

让红色基因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

未来，新创建的三地 5 个“黄静源中

队”将建立长效共建机制，定期开展红

色研学、志愿服务等活动，把红色阵地

真正地建在队员身边。

萍乡市少先队工作学会会长邱耀明

说，创建英雄中队，首先要学习、了解

英雄事迹，对少先队员来说，这是一个

从认知、认同到践行的过程，把红色基

因根植在每个孩子的心中。

陈琳介绍，这几年，学校通过“六个

一”即一台剧、一首歌、一套操、一本书、一

支舞、一个队推进英雄中队建设，用舞台

剧、红领巾操、红色歌曲等活动载体，吸引

学生参与、感悟红色文化。

“要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就要不断

丰富育人载体。”团江西省委副书记李冻

生表示，近年来，团江西省委坚持以思

想引领为主线，致力于打造红色宣传教

育、文化创作和实践育人品牌，多管齐

下构建起青少年教育“红色矩阵”，不断

提升青少年红色教育的凝聚力。

一方面，实地探访高虎脑战役旧址

等省内“小众但宝藏”的红色遗址，制

作 6 期 《寻迹江西》 主题视频，深挖赣

鄱大地上丰富的红色资源，并面向少年

儿童，打造“红领巾号”列车、省市两

级 150 所少年军校等阵地，拓展校内外

实践品牌。另一方面，在全省学校共青

团“微团课”大赛创新增设话剧团课赛

道，征集、打造可复制、推广的话剧团

课作品库，开展弘扬长征精神主题话剧

团课作品展演，把话剧团课送进基层一

线。还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

等契机，将升国旗仪式、入党入团入队

仪式、榜样教育等融入红色文化教育活

动中。连续 5 年，广泛发动全省各级

团、队组织开展“向国旗敬礼——青春

致敬祖国”红色文化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今年清明节前后，江西共青团组织

开展“清明祭英烈”“向英烈致敬”等

主题活动，引导团员青年和少先队员

就近就便走进烈士纪念场馆、革命遗址

遗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瞻仰、

敬献鲜花，推出 AI 双语海报，策划“清

明祭英烈”献花 H5 产

品，发起“最令你感动

的英烈事迹”“最想对

烈士说的一句话”“烈

士信件诗抄传诵”互动

讨论，参与量达到 10
万人次。

江西百名少先队员寻“源”祭英烈：

让红色基因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

□ 胡 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4 月 1 日上午，在湖北省荆州市公安

县，团公安县委联合向群中学在向群广场

举行 2025 年“清明祭英烈”主题活动，

1151 名学子齐聚广场，深切缅怀抗洪英

雄李向群烈士。

1998 年夏，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

水，年仅 20 岁的战士李向群主动请缨奔

赴湖北荆州抗洪一线。他不顾高烧和伤

痛，连续奋战十余日，先后 4次晕倒在大

堤上，最终因劳累到了极限，心力衰竭，

抢救无效，再也没有醒过来。李向群牺牲

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称

赞他为“新时期的英雄战士”。

当年，为纪念革命英烈战士，弘扬伟

大抗洪精神，上级部门将荆州市公安县南

平镇港关中学以“新时期英雄战士——九

八抗洪英雄李向群”名字命名，成为如今

的向群中学。

4 月 1 日上午 9 时，向群广场庄严肃

穆，师生整齐列队，面向李向群烈士雕像

默哀致敬。向群精神青年宣讲队志愿者接

力讲述 27 年前李向群烈士在抗洪抢险中

英勇献身的事迹。

“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少年英雄，用生

命诠释了什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

当。”活动中，教师代表潘立志勉励青年

学子以英雄为镜，学习他“关键时刻冲得

上、危难关头豁得出”的担当精神。

八 （1） 班陈知念同学在日记中写

到：“我站在纪念馆驻足凝视，仿佛被带

回到了那个洪水肆虐的危急时刻，感受着

李向群为了人民的安危和国家的利益，不

惜牺牲生命的伟大情怀。他用 20 岁的年

轻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凯歌。”

向群中学命名 27 年来，学校始终将

李向群精神融入思政教育，通过抗洪故事

宣讲、志愿服务实践等形式，引导青少年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基因在

沉浸式教育中代代相传。

学校内有向群广场、李向群烈士雕

像，雕像后面是长 60 米的巨幅浮雕 《98
纪事战洪图》。广场东南侧建有向群楼，楼

内设有李向群纪念馆。学校还成立了青年

宣讲队，从学生中择优选拔，刘沁怡、刘紫

馨、陈玉婷同学分别讲述九八记事浮雕墙

和向群纪念馆，开展公益讲解 200余次。

向群中学团委书记向云锋介绍，每年

清明，学校都会举行“清明祭英烈”主题

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英雄的塑像前感受

英雄的伟大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每周

一会开展国旗下讲话，每学期举办主题班

会 2至 3次。学校还开展红歌艺术节，重

温艰难岁月唱响红色经典。在向群广场、

纪念馆，他们讲好向群故事，传颂英雄事

迹；在福利院，孩子们打扫庭院，孝敬老人。

学校以“向群精神”为底色，把红色

教育融入日常管理，培育怀质抱真的“向

群少年”。别昊添、杜航伦、邹贻芸 3 名
同学获团公安县委“小手拉大手，廉洁助

家风”小标兵荣誉称号，陈一凡、赵建名

两名同学荣获公安县南平镇“助人为乐好

少年”的殊荣。

3月 30日，公安县第二中学团委组织

50 余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来到李向群

烈士墓前，开展“缅怀先烈志，共铸中华

魂”主题祭扫活动，追思抗洪英雄，传承

红色精神。高二 （1） 班邵子谦同学走进

李向群纪念馆，在李向群的日记本前驻足

良久。塑封的纸页上，7月 26日的字迹被

洪水泡得晕染开：“今天搬运沙袋 300
个，右肩磨破皮了，但看到老乡送来绿豆

汤，伤口像被江风吹过一样清凉。”

展馆特意将这句手写体放大投影在墙

上。“橘色灯光从字里行间流淌下来，像

傍晚时分的江面粼粼波光。”他忽然明

白，“英雄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那

个爱写日记、会为脚泡担忧的年轻人，在

人民需要时化身成了钢筋铁骨。他教会

我们，所谓担当，就是在平凡日子里做

好每件小事，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

27年接力讲述“新时期的英雄战士”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站在 《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

前，许多前来参观的吉林省“卫国戍

边”项目志愿者不时发出惊叹。这幅高

1.949 米、长 108 米的恢宏画卷，通过

13 个篇章，以水墨艺术全景式再现了

杨靖宇将军领导军民，在白山松水间英

勇抗击日伪殖民统治，直至壮烈牺牲的

峥嵘岁月。

在百米画卷前，大学生讲解员声情

并茂地讲述着杨靖宇将军率领东北抗联

第一路军在通化的战斗故事。画面中可

见硝烟弥漫的松林和战士们坚毅的面

容，与展厅内带着崇敬之心的团员青年

们一起，形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

清明节前夕，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及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诞辰

120周年、殉国 85周年，大力弘扬东北

抗联精神，团吉林省委在通化市举办了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题

活动。吉林省全体“卫国戍边”项目志

愿者及各界团员青年代表近 2000 人，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活动。

在通化市的杨靖宇烈士陵园里，各

界团员青年代表在杨靖宇将军戎装铜像

前默哀致敬、敬献鲜花，齐声高唱国

歌，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

祭扫仪式结束后，大家来到通化师

范学院，参观 《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

卷》 画展和通化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

重温革命英雄事迹。

在通化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一张

张图片、一段段文字和生动的讲解，让

参观的团员青年们更直观了解东北抗

联、抗美援朝的历史。

在杨靖宇将军事迹宣讲报告会上，

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以英雄后人视

角，用珍贵史料和生动史实，带领大家

重回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再现了杨靖

宇将军面对日寇血战到底的铮铮铁骨。

连日来，吉林省各地团组织以“缅

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

开展了 300多场“清明祭英烈”主题团

日活动。

团吉林省委举办“缅怀
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
题系列活动

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

扫一扫 看视频

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广大青少年缅怀英烈，再续新篇——

AI辅助生成图片

王伟烈士生前照片 受访者供图

网友在王伟烈士墓前摆下飞机模型。 图片来自网友评论区

在黄静源烈士殉难处纪念碑前，少先队员为烈

士敬献鲜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摄

向群中学的同学们参观李向群纪念馆，聆听李

向群的故事。 向群中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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