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4日，“雨花·清明祭”活动
现场，雨花英烈冷少农亲属赵怡
灵、任天石亲属张天骐、于以振亲
属于梓宸等五位英烈后代，作为首
批“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传承人”
接受聘书。

2024年底，中国药科大学学生
赵怡灵加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小
雨滴”志愿服务队。纪念馆内，一
张冷少农烈士亲属的合照中，冷少
农的儿媳怀抱着一个小女孩。这
个女孩名叫冷启荣，是冷少农的孙
女，也是赵怡灵的外祖母。

冷少农是中共地下党员，1932
年被叛徒出卖，6月被秘密杀害于
雨花台，年仅 32岁。赵怡灵告诉
现代快报记者，她从小听家里人说

太公公冷少农烈士的故事：“他参
加革命工作，家里人并不知道，甚
至还曾经被他的母亲误解，母亲写
信责怪他抛弃家庭，但是他仍然舍
小家为大家。这些事迹让我深受
触动。”长大后，她选择来到南京求
学，也与这位素未谋面的太公公有
关。

在雨花台做志愿者对赵怡灵
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她认为，作为
烈士的后代，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
传承。成为志愿者后，她知道了更
多雨花英烈的故事。“他们的精神
让我坚信，信仰不会因时间褪色，
信仰会因传承而永恒。我会努力
把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讲给更多
人听。”

活动现场，赵怡灵与任天石烈
士的后人张天骐共同演绎了音诗
画《血脉里的火种》，再现了任天石
烈士从“救命”到“救国”的革命故
事。张天骐字字铿锵，“从小我就
听爸爸妈妈讲太爷爷任天石烈士
的故事，我要向太爷爷学习，成为
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人。我也会
努力把太爷爷的精神传承下去。”

当天举行的第一批“雨花英烈
事迹与精神传承人”聘任仪式上，
赵怡灵、张天骐、于以振烈士亲属
于梓宸、孔繁蕤烈士亲属孔纯熙、
潭圣哲作为代表上台受聘。赵怡
灵现场发起号召，鼓励烈士亲属中
的年轻一代加入雨花英烈事迹与
精神传播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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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写家书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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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雨花·清明祭”特别活动举行

4月 4日上午，南京雨花
台烈士陵园，忠魂永续 信仰
长歌——2025“雨花·清明
祭”特别活动举行。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
然。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在上空响起，礼兵迈着铿锵的
步伐走向纪念碑。

雨花英烈亲属、南京市中
小学生代表、消防武警、医护
人员、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职工代表等400名社会各界
人士齐聚雨花台烈士陵园纪
念碑广场，向革命烈士默哀致
敬，并献上手中的鲜花。

活动围绕“燃烽·热血映
山河”“传薪·薪火照来人”“长
歌·信仰永不变”三个篇章，通
过庄严祭扫、故事寻访、文物
复制件回赠、后人讲述等环
节，展现雨花英烈的理想信念
和家国情怀，传承和弘扬雨花
英烈事迹与精神，让动人心魄
的信仰故事在雨花台这片热
土上再次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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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映山河，薪火照来人，信仰永不变
2025“雨花·清明祭”特别活动举行

冷少农烈士曾外孙女成“小雨滴”志愿者

烈士后人持续多年捐赠近百件文物史料

雨花英烈张炽之孙张本信

“会说话的相册”传承抗战老兵的遗愿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梦云）
“当刺刀与烈火撕裂金陵城时，您
是否也望了一眼炮火中家的方
向？”“您知道吗？如今的中国已
经脱胎换骨。”4月4日，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清明祭仪式，祭
奠30多万死难同胞。现场的死难
同胞遗属家庭都带来了一封家书，
他们深切缅怀亲人，祈愿和平。

上午9点，仪式正式开始。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刘民生，
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遗属代表，
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代表
等到现场祭奠，大家神情庄严肃
穆，满怀哀思。

敬献花篮、三鞠躬，现场人员
依次献花，一束束白菊诉说着亲
人们的思念。88 年前的那个寒
冬，侵华日军的暴行让无数家庭
支离破碎，让一座古城陷入无尽
的黑暗。而今日之中国已不复昨
日，是繁荣兴盛的中国。

现场的死难同胞遗属家庭都
带着一封家书，这些信是他们写

给88年前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
亲人们的。这些家信，是后人对
逝去亲人的深情缅怀，也是对守
护历史真相的庄严承诺。

“致未曾谋面的曾祖父，清明
又至，88年过去，南京城的梧桐黄
了又绿，秦淮河的水涨了又落，可
您永远留在了1937年那个凛冽的
冬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
属阮红燕用短短几句家书，表达
了对亲人的深切哀思。

今年14岁的李玉瀚是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曾外孙，他
也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
人，虽然刚上初中，但是他经常来
到纪念馆，向人们讲述这段历
史。他的家书写道：您知道吗，如
今的中国已经脱胎换骨，变得强
大……作为家族的一员，我会永
远把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铭记于
心，把您和亲人们的遭遇讲给更
多人听。

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忘
记。抚今追昔，让我们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祖父是有担当、能做大事的
人。”4 月 3 日，2025“雨花·清明
祭”前夕，雨花英烈张炽之孙张本
信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多年
来，张本信及家人陆续捐赠近百
件文物史料，其中包括家书、笔
记、书本等。采访中，现代快报记
者了解到，张炽因为学业和革命
事业少小离家，“儿童相见不相
识”的故事，也曾发生在他和他的
小女儿之间。

1930年7月，张炽在上海组织
发动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斗争时被
捕，押解至南京，1933年4月牺牲。

张本信的母亲是张炽的小女
儿。“我母亲刚出生20多天后，祖
父就外出求学了。他和三个同学
一起从云南石林出发，先到香港，
又辗转到南京参加补习班学习。
1924 年下半年他们赶赴北京考
试，考取北京的大学后，同年年底，
祖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本
信说。

直到 1927 年的春天，张炽才
得以回到云南老家。“这时候，他的
小女儿，也就是我母亲已经三四岁
了，得知家里来人了，她跟着姑姑
们跑出来看热闹，看到祖父后，她
完全不认识，问家里人：这个大哥
哥是谁？祖父抱起我母亲，只说了
一句‘我是爹爹’，眼泪就流下来
了。当时在家里只待了几天，祖父
就又离开家，去开展革命工作了。”
张本信说，他经常听家里人说起祖
父的事。

虽然与祖父素未谋面，但张本
信经常阅读张炽留下的书信，从字
里行间拼凑出一个完整、立体的祖
父形象。“他坚信事业一定会成功，
成功之日就是幸福到来之时。”随
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他越来越感
动于祖父的坚守，也常常从中受到
鼓舞。

1929年，革命工作遇到艰难，
张炽以生病为名，写信给父亲、母
亲和妻子，动员家里卖了很多田地

和庄子，分两次凑齐了1890银元，
汇到上海。“当时对于家里而言，这
是很大的一笔钱，已经尽了很大的
努力。他拿到钱以后，全部作为党
的经费上缴。”张本信说。

“如今之世，一族一家非有一
人作而活动，虽有家产亦等于无，
而况身（生）命亦有危险乎。如欲
作一常人，被人主动，听人宰割，则
不啻为奴隶也。虽生之何乐？总
之，男是有志者，是一有大志者，是
一欲为社会造幸福者。”这是20世
纪20年代在外求学的张炽写给父
母的家书。那一年，他24岁，立志
成为“社会之中坚人物”。

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夏淑琴一
家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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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队志愿
者将精心制作的
相册送到马老的
遗孀钟昌凤手中

通讯员供图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孙岩 丁
桃红 记者 王晓宇）4月2日，连云
港市赣榆区抗日山烈士陵园内，
国网江苏电力抗日山共产党员服
务队的青年志愿者们翻开一本

“有声相册”。书页间，16岁的抗
战老兵马入营唱起军歌，歌声与
阵阵松涛交织，共同祭奠长眠于
此的318位无名烈士。马入营，这
位守护无名烈士的 94 岁抗战老
兵，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马入营，原名马善迎。1941
年，年仅13岁的他加入抗日儿童
团。1943年，当他参军时，部队领
导建议其改名为马入营，寓意一
入军营，此生无悔。1948年，在淮
海战役中，马入营身负3处枪伤，
子弹离心脏仅两指距离。

复员回乡后，马入营将抗日山
烈士陵园的318座无名烈士墓视作
牺牲战友，坚持每年清明前往祭奠，
并长年守护，这一守就是74年。

2012年春天，23岁的服务队
志愿者赵龙龙推开抗日山下马入
营家的老宅大门，见到了84岁的

老兵马入营，马老将肋间留有的
弹痕展示给赵龙龙，称“这是我替
战友们活着的印记”。

2022 年 3 月，病榻上的马入
营在志愿者帮助下完成最后一次

“云祭扫”。看着手机屏幕里矗立的
墓碑，马老喃喃地说道：“我替你
们看过新中国了，生活很美好！”1
个月后，94岁的马老安详离世。

马老走后，服务队志愿者接过
了守护无名烈士的接力棒。在整
理遗物时，志愿者们发现马老珍藏
了许多军功章和抗战日记，这些无
不寄托着他对战友的思念。为了不
让马老的故事被遗忘，志愿者们运
用AI技术复原马老的声音和年轻
时的模样，做成二维码贴在相册里，
扫码即可听到声音、看到视频，“会
说话的相册”就此诞生。

4月2日当天，服务队志愿者
将精心制作的相册送到马老的遗
孀钟昌凤手中。“老头子总说喜欢
这个新时代，现在他永远年轻
了。”老人轻抚相册，不禁泪流满
面。


